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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章次公学术思想中医学

章次公先生，名成之，号之

庵，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人，生于

1903年7月28日。章先生幼年丧

父，由母亲抚育成长，遵守父训，

不过问政治，练武习文，后入丁甘

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读

书，在校读书时勤奋好学，博览群

书，敏悟过人，深受丁甘仁先生的

器重。丁师是江苏孟河人，在清代，

孟河名医辈出，马培之、费伯雄、

余听鸿、丁甘仁诸贤纷纷著书立说，

他们都能融经方、时方于一炉，而

又有自己的创见。他从孟河派吸取

了丰富的营养。毕业后，又师事经

方大师曹颖甫先生。曹师对仲景之

学研究有素，临证常用经方，胆大

心细，这些对他影响很深，但并不

为两家学说所囿，锐意进取，不断

创新，在学术上自成一家。

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史、

哲、医均有精深的涉猎，对中药学

尤有研究，著《药物学》4卷，多

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

1955年应召赴京工作，任中

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国医学科学

院院务委员、亚洲团结委员会委

员、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还兼任

保健局中南海保健医生，担负起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先生记

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读书又博，

所以广采百家，融会贯通，明辨真

伪，见识超人。1956年毛主席曾

+作者简介朱良春，男，著名中医学家，主任医师、教授，全国首批500名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经验继承工作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南京中医药大学

兼职教授，中国厦门国际中医培训交流中心客座教授，原江苏省南遁市中医院院长，

本刊学术顾问。

两次约其畅谈中医学终宵，主席博

古通今，看过较多的中医书籍，提

了不少疑问，先生均能对答如流，

主席高兴的说：“难得之高士也。”

1师出名门。治学严谨

章先生师出名门，学术渊源有

自。丁甘仁先生属于孟河学派，能

融经方、时方于一炉，又有自己的

刨获，处方用药既有严谨的法度，

而又能圆机活变，自出机抒，章先

生对丁师深为服膺。又曾师事经方

大师曹颖甫先生，曹师毕生钻研仲

景之学，著有《伤寒发微》、《金

匮发微》、《经方实验录》等行世。

临证常用经方，大刀阔斧，与丁师

纤巧缜密的风格迥异。章先生受二

位名师的熏陶，而不为二家所囿，

在学术上确实是有青蓝之胜的。

章先生成长为一代名医，因素

是多方面的，其中很为关键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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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治学方法。余杭

章太炎先生不愧为他的导师，这位

晚清国学大师治学朴实无华，对岐

黄研究有素，对这位后生悉心指

点，他要次公先生研究印度的

“因明学”，讲究辩证法，并引导

章先生接受现代医学，以取长补

短。次公先生旁及国学，基础雄

厚，亦与太炎先生的影响有关。故

数十年来，先生所有撰述，汰华

词，重佐证，断感情，戒妄牵，皆

太炎先生之家法也。他后来回顾这

段学习经历时，曾说：“我从前问

医于太炎先生的时候，先生指点我

治医之余，如能对印度因明之学加

以研究，当有助于察事辨理；如能

用印度因明学的方法研究仲景的辨

证用药，可以更加深切。”又说：

“学问极则在舍似存真，因明一

学，乃印度教人以辨真似之学也。

吾国医学发明之早，比勘世界医史

实居先进，汉唐两代，注重实验，

已向科学之途迈进。金元以后，医

家好以哲理谈医，以邀文人学士之

青睐，于是玄言空论，怪诞不经，

满纸皆是，亘千年而其流未息，其

为害非浅渺矣!频年以任医校教

习，恐其毒侵入青年之脑府也，誓

予剪辟，倡言革命，举凡明理之工

具书籍，必介其阅读，今年更以因

明律令以绳古人之医学思想，朋侪

谀我者以为创获，讥我者以为好奇

立异，予乃进而教人，以因明轨式

书案语，教人以因明思辨方法临证

鉴别证候之初阶，深信舍似存真以

范过误，非研究名学莫属也。”他

治学崇尚实际，反对不着边际的空

谈。不盲从，不迷信，实事求是，

追求真理，他曾说：“吾人生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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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昌明之世，但问其学说之是非，

不问其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为何。苟

仲景学说有背科学，则其罪当与庸

医同科；若铃医有一方之效足述，

则亦位与仲景同等，当以科学之尺

度衡量之，然后始有持平之论。”

可见其胸中毫无成见，纯以事实为

根据。对祖国医学只有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地加以继承，才能进一步

发扬光大。章先生书写的脉案，天

然浑璞，无陈腐气。分析病机，一

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绝无任何主观

臆测之辞，文笔潇洒，用词简练，

寥寥数语，义蕴宏深，遣方用药，

不拘一格，但无不合度。他的医

案，真可谓乍看之无形迹可寻，细

考之有凭可据，出于古人而高于古

人，参以新知而无斧凿之痕，到了

出神入化之地步，太炎先生对其断

症明确，用药效捷，曾请人日：

“次公胆识过人”，又对其医案文

笔简短很欣赏，他见章次公先生身

材比较矮，因有“笔短如其人”

之评，一时传为佳话。

2发皇古义，融会新知

章先生富有革新创造精神，不

厚古薄今，勇于吸收新知，积极进

取，提出对祖国医学理论要加以整

理和提高。他对五行学说有自己的

看法，认为祖国医学自有他的精深

独到的地方，这是谁也不可否认

的。但中医的长处不是在于五行生

克的理论方面，五行生克也指导不

了中医的临床实践。他举例说明，

中医用“大黄除实，当归止痛”

是事实，这是根据五行生克的理论

指导临床实践的呢?还是遵循张仲

景辨证用药法则治疗疾病的呢?很

显然，这与五行生克的学说完全没

有关系。在解放前，这种观点的提

出，难免要受到一些人的责难，他

被骂成中医界的“叛徒”。但他对

此责骂处之泰然，并在Et记中写

道：“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

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

有厌于已(《素问》十一篇)。我

自己承认是中医界的叛徒，但叛徒

的造成还是黄帝启示我的，你看这

三句话不是极合理的吗?”解放

后，他发表了《从太炎先生“论

中医与五行学说”谈起》～文。

部分同道对此有些议论，所以他在

致俞志鸿医师函中曾说：“上海同

道对我的看法，毫不足怪，写阳湖

赵翼一首诗给您留念。‘双眼全凭

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

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论诗五首之一)。”虽然有些观点

可以商榷，但他勇于探索，敢于探

索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章先生所处的年代，正值欧风

东渐，中医界前途茫茫，崇古者固

步自封，求新者标奇立异，中西医

相互抵牾。他挺身其间，早年就曾

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

主张，认为只有中西医团结起来，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打破中西医

的界限，力求二者的沟通，才能更

好地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他指出：

“如果中西医依旧深划鸿沟，相互

攻短，那无异是开倒车，阻碍医学

的发展。”1928年他在任上海世界

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时，与当

时的西医部主任、留德医学博士李

邦政相处甚得，时相切磋。早在三

十年代末，他就邀请李博士于晚间

在自己的诊所里为他的学生讲授物

理诊断、化验诊断、西医内科学等

 万方数据



中医药通报·名医精华

等，开创了中西医相互学习的风

气。他从中也学到了不少西医知

识，并写了一篇《中西医学名词

对照》的论文，他认为中医治病

以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为主，从整

体着眼，这是中医的特长，如能运

用现代科学的诊断方法，加强对疾

病的认识，那就更加完善，也只有

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扬中医学的长

处，从而提高疗效。他曾设想与陈

端白、徐衡之共同创办一所平民医

院，对各种疾病皆用西医的诊断方

法，治疗仍以中医辨证用药为主，

经方时方，民间单方，悉可采用，

以有效为依据，他认为这样才能使

“中西医学之优劣，胥于此中得一

明白之结论。倘中医药竞奏全功，

一人如此，十人如此，甚至百分之

百如此，于是再推研药理，于是中

医能治某病，能治者发扬之，不能

者扬弃之，此之谓科学方式。”后

因财力有限，未能实现。但他在临

证时，遇有疑难病例，常请李邦政

博士会诊，或进一步作放射、化验

检查，以明确诊断。这也就是他主

张的“双重诊断，一重治疗。”同

时，明确指出：“欲求融合，必求

我之卓然自立。”要坚持中医特

色，不可全盘西化。迄今仍有现实

指导意义。

他常将中西医学理论在医案中

合并讨论，对中西医理论进行印证

与沟通，提出许多自己的看法。如

谓：“大叶性肺炎，痰有铁锈色，

系肺循环郁血故也”，进而推论：

“麻黄所以为此症之主药，即因其

能亢进血压，消失郁血之故也。”

“物质属血，功能属气。” “心包

者，实指中枢神经也。”“宣肺药

多是祛痰剂，肃肺药多是镇咳

剂。”“考月经不正常，恒能引起

胃证候，古人用平胃散通经，即是

此理。” “月经之生理虽在卵巢，

亦受神经之支配，古人调经多用疏

肝，意在调节神经”；“凡痛与带

下，总是炎症。”诸如此类，在

《章次公医案》一书中俯拾可见。

他认为作为一名中医工作者，

应有广博的知识面，认为：“为医

者，仲景之书固不可不读，而于历

代各家医集，晚近中外科技书籍，

以及其他小说笔记之类，凡有关医

道者，胥应浏览，识见广邃，而后

临床辨证论治，白可左右逢源，得

心应手。”例如他治疗痢疾所使用

的“通痢散”是从章回小说《镜

花缘》中得来的，此散原名“治

水泻赤白痢方”，是一剂宣通积

滞、顿挫泻痢之良方，这也可说明

他是善于博采众方，兼收并蓄的。

先生善集各家学说之长，又参

合西医学之理论，其辨证，明晰精

微；其用药，机动灵活。案语从无

空洞肤泛之词，悉皆辨证识病之

要。并善于用辩证法来指导医疗实

践，抓主要矛盾，透过症状现象，

认清疾病实质。处方简练，击中要

害。用药剂量，或轻或重，往往出

奇制胜，每收著效。

先生治病既从整体着眼，也不

忽视局部病灶。他往往将辨证与辨

病结合起来探索疾病的症结所在。

例如湿温(肠伤寒)，其病灶在肠，

2周后，当警惕肠出血，斯时如能

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选用直清阳

明、坚肠抑菌的药物，则不仅有直

接针对病原的意图，又有防止和治

疗肠出血的作用。先生从《伤寒

论》葛根芩连汤悟出“苦以坚之”

之法，常参用川连、黄柏、苦参、

生地榆、荠菜花、银花炭、白槿

花、乌梅、白芍等。这些方法，是

不背古意，而又高于前人的。

再如胃痛，先生对其治疗也是

很讲究辨病的，例如他往往从胃痛

是否有节律，是否泛吐酸水，得食

是否痛减等诸方面，来判断是否为

消化性溃疡。当然，如能通过必要

的理化检查，更可确诊。而一旦辨

明其为溃疡病，则表示胃部实质之

变化，多采用叶氏养胃阴的方法，

同时针对性的保护溃疡，促使局部

病灶之恢复。止痛也罢，制酸也

罢，补中也罢，都不能离开溃疡这

一前提，先生曾经指出：“凡此等

证进用香燥刺激之品，未有不偾事

者。”他因此创造性的运用大剂量

杏仁(一般用至24克)等富含油

质的药物以解痉镇痛；以白螺丝

壳、煅鸡蛋壳、煅瓦楞子、滑石等

含有钙质的药物以制酸；以象贝、

马勃等药以消炎，以象牙屑、琥

珀、五灵脂等化瘀生肌，避开了习

俗常用的香燥理气之品。并创订了

一些治疗胃溃疡的方剂，如用凤凰

衣30克、玉蝴蝶30克、轻马勃

20克、血余炭15克，琥珀粉15

克，共研细末，每服2克，每日3

次，食前服。实践证明，这些验方

是经得起重复验证的。

此外，他很留心民间草药和有

效的验方，曾多次提示后学对

《千金方》、《外台》作深入的研

究，所谓铃串单方之称卓效者，一

般人以为秘方，实则多出上述二

书。一些验方、草药当时时医以为

不屑一顾，而先生只求实效，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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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采用。其中如白槿花治痢，马

鞭草截疟、凤尾草治带、苎麻根止

血、仙鹤草强壮等等，收效较著。

先生对《本草》的研究，下

过很深的功夫。著有《药物学》4

卷，一些药物的作用，诸家之说难

以相互印证，先生经实践后予以确

定。如柴胡，认为其功用有三：一

祛瘀、二解热、三泄下，治热病时

有时用至24克。不拘“葛根耗胃

汁”之说，用于解热，其用量曾

达30克之多。用望江南治热病便

秘，证明其作用缓和可靠。用紫花

地丁治温热病，取其能排泄毒素。

凡此引伸扩展，使人尤多启迪。他

非常善用虫类药物，如蜂房、蜣螂

虫、蕲蛇之用于痹痛；蟋蟀、蝼

蛄、地鳖虫之用于积聚肿胀；蜈

蚣、全蝎之用于偏头痛，均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对近代虫类药的广泛

使用，起了推动引导的作用。

先生对医学史的造诣亦深，平

时喜阅读文史传记，从其方技人物

传略中，考医界前辈遗迹，成《诊

余抄》一集，陆续发表于医药杂志，

藉以阐扬前人经验，激励后学。

3寒温统一，经时交融

章先生日：“各家学说，互有

短长，治学者不应厚此薄彼，能取

长补短，其庶几矣!”先生敢于打

破寒温的界限，吸取各家学说的精

华。先生常说：“仲景之书，确是

大经大法，有启迪后人的作用。清

代叶天士氏等总结前人的理论与经

验，阐发温病学正是对《伤寒论》

的发展。惜乎宗仲景者，每歧视清

代温热家言，而温热家亦抵毁经

方，互相水火，历三百年而未已，

其实均门户之见而已。”他一针见

8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血的指出：“温病以卫气营血四字

为纲领，其归纳证候的方法，凭借

客观的事实，固与仲景之划分六

经，异曲同工者也。”“吴鞠通以

温病当论三焦，不可循六经，谬

矣!”先生认为寒温乃是完整的体

系，温病学说是《伤寒论》的延

伸与发展，不应当割裂开来，这之

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于过去

所谓“经方”、“时方”之争，他

颇不以为然。认为“王旭高师法

天士，于仲景书亦深达有得，故所

著俱切实用。”先生治热病或用辛

温，或用辛凉，全凭证情而定。他

虽然批评清代苏医对热病用药轻描

淡写之处，但也取苏医之长。曾对

《临证指南医案》温热门席姓七案

作出客观评价，否定了陆九芝的一

些论点。例如，陆氏认为犀角、菖

蒲能“送邪人心”，先生指出：

“牛黄清心丸是解毒药、镇静药、

强心药，用治时症，此正叶氏之刨

获，陆氏攻之，适彰其浅妄矣!”

对于叶氏治温病注意养阴的方法，

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滋水制热

之法，用于热病，意与现代所谓营

养疗法同。其意发于王冰，其风起

于明季，至叶氏而益臻完备，故温

热学说，体用兼赅，叶氏实其大师

也。”先生治学，无门户之见，无

派别之争，博采众长，力避其短。

可见先生对人、对事，绝无成见，

而是公允的评论是非得失。

先生对温热病的治疗，经验丰

富，风格独特，限于篇幅，不能作

出详尽的介绍。不少同道都知道，

他治病十分注意保护心力，我们认

为，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

突破。尝见温热病有不危于邪盛，

而亡于正衰者。特别是温热病，若

病程较长或病人极期，正邪交争，

以至决定阶段，一发千钧，若心力

不健，正气不支，极易昏痉厥脱之

变。辨证之要，在于望神色和察脉

象。若神气萧索，脉来糊数，或脉

沉细而不鼓指，或两脉有歇止，或

脉微欲绝等，必须着力扶正强心，

保护阳气以固阴液；若辗转徘徊，

势必两败俱伤；若投清温开泄，则

祸不旋踵。

针对热病容易伤阴的特点，保

护心力，先生常以甘寒(如生地、

麦冬)、甘温(如黄芪、党参)并

用，甚则加附子。他还很喜欢用六

神丸，指出：“六神丸并可兴奋心

肌与脑神经”、“热病心力衰竭用

附、桂则人畏惧，用六神丸既能强

心，又不遭谤。”热病心衰或中毒

性休克用之，每奏良效。《冯氏锦

囊》全真一气汤(人参、熟地、

麦冬、五味子、附子、牛膝、白

术)先生常用之。此方乃参附汤、

生脉散加味也，温阳而无升浮之

弊，育阴兼有化气之功。30年代

亲见先生以此方为主治湿温重证，

获救者众。有时虽见高热呓语，但

病人极期，正不胜邪，毅然舍病救

人，竞以此汤加减而获验。虽说此

法得力于张景岳、高鼓峰辈，然非

先生孰能为之?诸如此类，均属越

出常规，无怪太炎先生有“成之

胆识过人”之誉。

章次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44

年，2003年是先生百岁诞辰，谨

以此文缅怀、纪念他弘扬、振兴中

医学的伟大业绩，他的高尚医德，

精湛医术，革新精神，将永远激励

我们奋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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