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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医家王勋辨治瘟疫特色探析

张　玉，吴元洁，王　瑞，郑志祥

（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

［摘要］王勋结合运气阐释瘟疫，在理法方药上皆有创新。在病因上，引申三虚致疫理论，揭示不正之

气为天虚的产物，侵袭人体即为疫毒；在邪气性质、传播途径及邪客部位上，受启于吴有性，提出瘟疫

乃天地之疫毒，邪自口鼻而入，疫毒之邪伏于半表半里；在传变规律和发病类型上，遵张仲景六经辨证

规律，认为寒邪首犯太阳，循经入里引动内火，为太阳、阳明合病。此外，其据江南地域特色提出水传

播感邪途径，指出瘟疫因寒凉、停滞感疫邪起病，初时病机为“内滞、外邪盛”。其治疫以表里双解法为

主，疏方遣药以轻简轻灵见长。王勋辨治瘟疫法可为现代疫病的中医辨治创新思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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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航集》为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新安医学流派

医家王勋所撰，卷二专论瘟疫，列举瘟疫流行年间之

五运六气，并对瘟疫及瘟疫转疟变痢、孕妇瘟疫、产

后瘟疫、锁喉瘟、大头瘟、虾蟆瘟、烂喉瘟等逐一阐

释，审证立方。现对《慈航集》中瘟疫的发病根源、辨

证论治特点、遣方用药特色等进行探析，以期为现代

外感流行疾病的防治提供思路。

１　瘟疫发病根源

１．１　天虚化疫，疫毒犯人　《素问·至真要大论》：

“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百病之生也，皆生

于风寒暑湿燥火之化之变”，人体生理病理与天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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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相应，王勋承《黄帝内经》运气学说，指出“疠疾夭

札，一犯于五气之变中”，瘟疫的发生与天时气候的

变化密切相关。其中每年的“岁运”和“司天在泉之

气”对瘟疫发生尤为关键［１］，岁运和司天在泉之气各

有其规律，运气太过或不及将导致气候物候异常，继

而产生不正之气，直接侵袭人体发为瘟疫。《慈

航集·论瘟疫受病之由》中所言“或冬无雨雪，或夏

多亢旱，污浊之气上浮”“春夏之气上升”，皆为不正

之气，王勋称其为“天地之疫毒”，是导致瘟疫的直接

因素。中医十分重视引发疫病的不正之气，姚琼

等［２］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时所在地区的气

候，发现该地２０１９年冬季降雪极少，本应寒冷的季

节反而暖和，反常的温热导致疫病发生。李芝慧

等［３］详解疫情初现之年运气，认为２０２０年庚子年金

运太过，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天刑之年，气

令变化剧烈，易生燥邪，引发瘟疫。

１．２　正虚为本，邪乘虚入　《素问·刺法论》提出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温疫论·原病》强调“本气

［１０］徐晴，王萍，姜艾利，等．从脾虚论治慢性萎缩性胃炎及

胃癌前病变的思考［Ｊ］．中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２１，３９（８）：

１８６１８８．

［１１］赵静怡，赵鲁卿，张声生．张声生以微观积论治慢性

萎缩性胃炎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经验［Ｊ］．北京中医

药，２０２０，３９（１）：３１３５．

［１２］徐珊．慢性胃炎胃络瘀血证论治［Ｊ］．中国中西医结合

脾胃杂志，２０００（４）：２４３２４４．

［１３］刘可，徐晶晶，黄柳向．黄柳向治疗胃癌前病变经验［Ｊ］．中

医药临床杂志，２０２１，３３（３）：４２５４２８．

［１４］王松坡．蔡淦教授论治胃癌前病变的经验［Ｊ］．辽宁中

医杂志，１９９９（１）：１０．

［１５］常富业，王永炎，张允岭，等．中医论毒［Ｊ］．环球中医

药，２００９，２（２）：１１５１１７．

［１６］安晓英．解毒化瘀健脾方治疗胃络瘀血型萎缩性胃炎

的临床研究［Ｄ］．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２０１９．

［１７］李丹艳，张声生，赵鲁卿，等．张声生教授以“通滞法”论

治慢性萎缩性胃炎及胃癌前病变经验［Ｊ］．世界科学技

术中医药现代化，２０２０，２２（４）：１０３７１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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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

乘之”［４］，都反映出正气虚是致病的关键。《慈航

集·瘟疫论治》指出：“病之总由，由贪凉、受寒、停滞

触其外邪而起。”王勋在临证中发现，贫苦百姓因长

期从事重体力劳动而劳筋苦骨、食不饱腹，正气难得

顾护，疫毒邪气乘虚袭人，从而发生疫病。正气强弱

不仅决定着疫病的发生，还影响着疫病的预后发展。

宋成等［５］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重要发病机制

是免疫功能下降，人体正气与免疫功能具有高度一

致性，扶正气能够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从而起到防

治作用。老年人及患有慢性基础疾病等正气虚者感

染新型
!

状病毒后更易患重症，且预后较差，说明了

正气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６］。

２　瘟疫辨证特点

２．１　 结合运气，从运论疫　王勋指出“善医者，必

解天时运气”，分析六十甲子之岁运及司天在泉，罗

列每岁疾病情况，认为有２３年易发生瘟疫，基本集

中于年支逢子午、卯酉之年，另包括辛巳年、庚申年、

己未年。子午年，少阴君火司天；卯酉年，少阴君火

在泉；辛巳年少阳相火在泉；庚申年少阳相火司天，

每一年支岁运的上半年或下半年均有火气加临，故

皆见疫病流行。王勋在《慈航集·六十甲子春邪时

感方》记载甲子年“夏秋瘟疫”，庚午年“痘疹、斑症、

瘟疫并行”，己卯年“瘟疫、疹痘并行”，乙酉年“瘟疫

流行”，辛巳年“夏秋多疫”，庚申年“夏秋时疫，眼目

红肿疫症”。己未年虽未有火气加临，但其年岁土不

及，木兼土化，太乙天符之年，变化剧烈，王勋言其年

“秋疫甚广”。王勋“君相火气加临易发生大疫”的观

点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现代学者顾植山亦指

出客气有火气加临的时段易发生疫病［１］。２０２０年

为庚子年，年支逢子，上半年为少阴君火加临，正是

王勋提及瘟疫易行之年，此年金运太过，气克运天刑

之年，金受火制，病易伤肺，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

发，见咳嗽、咽干、少痰、痰不易咳等症。

２．２　奉参前贤，详辨寒温　王勋详阅张仲景、吴有

性关于疫病的寒温之说，对两位医家疫病论治思想

取舍借鉴，并结合自身居地情况，详辨寒温之实。在

邪气性质上，王勋认同吴有性“温疫为天地异气感

人”之说，认为瘟疫“乃天地之疫毒”“时邪传染，非春

温可比”；在传播途径上，王勋肯定吴有性“邪自口鼻

而入”，同时考虑到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域特点，提出

疫毒邪气随水流入沟渠池河，人饮毒水染疫的水传

播感邪途径；在疫邪性质上，不同于张仲景多从寒而

论［７］、吴有性多从湿温而论［８］，王勋认为疫邪主要为

疫毒及风寒湿之邪。王勋指出瘟疫因寒凉、停滞感

疫邪起病，初时病机为“内滞、外邪盛”。王勋认为外

邪“总由风寒而起”，而内滞则与人饮疫水或江南地

湿而致湿滞脾胃有关；在邪客部位上，王勋受吴有性

“邪伏膜原”理论启发，认为疫毒之邪在“半表半里”；

在疾病传变规律和发病类型上，对于疫毒所携风寒

邪气之传变，王勋遵张仲景六经辨证规律，认为寒邪

首犯太阳，太阳表邪未解，循经入里引动内火，又见

阳明里证口渴烦躁之象，其发病类型属“太阳、阳明

合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王勋所论瘟疫有较多

相似之处，其致疫邪气为疫戾之气，自口鼻侵犯人

体，属“寒湿毒疫”范畴［９］。仝小林运用“寒湿疫方”

治疗轻型、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该方

融合张仲景麻杏石甘汤和吴有性达原饮［１０］，体现伤

寒、温病并重的治疫思想。

２．３　慎审脉象，以脉测证　瘟疫发展传变，或失治

误治，导致不同的证候，王勋专论瘟疫之脉，据脉象

明证立治。初病脉弦大而数，重按有力，属外感寒邪

兼内热壅滞；脉弦迟为寒胜于热；脉数且弱为阴虚邪

盛；寸脉浮见风邪；关脉滑主肝胃不和、三焦不舒；尺

脉弱是上焦热、少阴虚。以上属于脉证相应，也有脉

证不相应者，王勋认为当谨慎辨析脉证，围绕主证候

定其从舍。如《慈航集·瘟疫论脉》指出，对于阴寒

内盛格阳于外导致的“阴证而见阳脉，壮热不退，舌

苔白”，应“从证不从脉”；对于阴盛而致阳气阻遏于

内出现的“阳证见阴脉者，手足逆冷”“阳明胃中壅

滞，气不宣通”，应“从脉不从证”。虽然两种脉证阴

阳属性相反，但王勋皆诊断为寒证而以温法治之。

此外，王勋指出若脉浮取或中取皆弦平，重按散乱，

忽然欲起欲卧，神昏不宁，为“脏腑内伤而夹疫邪”之

重症，是大瘟之年较多的脉证，更须密切留意。王勋

在瘟疫辨证中慎审脉象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治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同分期分型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患者的脉象亦有差别，如重型气营两燔证患

者，见脉沉细数或浮大而数，类似于王勋所论阴虚邪

盛；危重型内闭外脱证患者，见神昏、烦躁、脉散乱无

根［１１］，此脉证亦是王勋所述的瘟疫重症之象。

３　瘟疫论治规律

３．１　因天之时，遵机施治　《慈航集·六十甲子司

天运气施送正气丸方》提出：“治病先要明司天运气，

脏腑经络，五味五色，各有所主……先知岁气，毋伐

天和。”王勋详查岁运，对不同岁运所感瘟疫进行论

述，谨守病机制定治法，制方依岁运、六气选择不同

性味归经的药物，取得较好的疗效。如甲子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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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上半年司天之气为少阴君火，下半年在泉之气为

阳明燥金，气生运，顺化之年，火下生土，岁土太过，

雨湿流行，易伤脾胃。其年夏秋易生瘟疫，与天时相

应，多见“太阳外感，阳明积滞”之证，治宜和解清中，

王勋治以苏豉汤合平胃散加减，方中诸药性味以辛

香见长，专入太阳、阳明经，紫苏、淡豆豉辛香宣散，

枳壳、厚朴、制半夏、陈皮之类化消脾土湿满及阳明

积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现于己亥（２０１９年）岁

末、庚子（２０２０年）岁首。两年皆属天气克运天刑之

年，己亥年木克脾土，土运不及，多现脾胃运化不足

之象，至岁末终之气，脾虚湿盛达到高峰［１２］。庚子

年，火下克金，易伤肺。结合己亥庚子交替之际运气

特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发病时脾肺症状显著，

治以宣肺祛邪、化湿运脾为主［１３］。

３．２　表里双解，顾护正气　王勋认为瘟疫为寒凉、

停滞触疫毒邪气致病，其中疫毒毒性强烈，客于半表

半里，故其强调“初治必须解疫邪之毒”，并将吴有性

“达原饮”进行化裁，使疫毒之邪溃散。对于兼夹之

邪，王勋指出其表里传变见太阳、阳明合病，认为邪

气“多有传经之变，病致缠绵”，而张仲景“治春温先

表而后里”、吴有性“治瘟疫先里而后表”的治法皆不

适宜，其提出双解以“表里分消其势”，在表者多感寒

邪，治以温散；在里者，则结合疫病当年的运气确定

祛邪之法，如丁卯年，司天之阳明燥金克木运，木不

受制，内生火热，治里以清热泻火为主，乙酉年，运气

皆金，岁金不及，木不受制，反侵脾土，横逆中州，脾

胃壅滞，治里当消壅化滞。由于疫毒易伤体虚之人，

王勋治疫顾护气血阴阳，对于孕妇或产后感染瘟疫

者，初治大补气血为主；对于瘟疫愈后阴虚、阳虚之

人亦专调阴阳。王勋所论之瘟疫在病机病候上与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多有契合之处，其联系运气、表里并

治、顾护正气的思路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亦

有指导意义。如陈金红等［１３］从运气关系分析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治疗策略，发现该病治疗用药也体现

表里分治。疫毒感染初期，邪犯肺卫，木盛土虚，治

以开表逐邪、化湿行气；进展期对深入之邪分消走

泄，治以宽胸化痰、祛湿泄浊。在顾护正气方面，有

学者建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以内服中药、药膳

药茶、针灸、导引等法激发机体抗病及康复能力［１４］。

４　疏方遣药特色

４．１　简而不略，平和轻灵　新安地域地处江南，气

候温暖湿润，久居易感湿温邪气，故新安医家群体用

药讲究轻灵平和。王勋遣方用药亦有遵循，选药上

力求精简轻灵。瘟疫篇详列处方３０余首，除加减消

毒饮和败毒散煎方各含１２味药物外，其余皆不超过

８味，因病患多为普通百姓，王勋避用新奇贵重难求

之品，以轻灵之药统筹全局。如苏豉汤合达原饮加

减而成的子午年瘟疫初病主方，仅由紫苏、淡豆豉、

枳壳、槟榔、草蔻仁、生甘草、厚朴７味组成，紫苏、淡

豆豉轻清宣散表邪，枳壳、槟榔、草蔻仁、厚朴行气祛

湿化浊，甘草和缓调补，药简力宏，药性轻灵宣散，药

量皆不过三钱，服药中病即止。当代医家在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时，亦将用药轻、灵、捷付诸防治实

践中，如地处江南的黄山市在疫病防控工作中，总结

当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分型常见为普通型，体

质多平和，故以苏梗、连翘、砂仁、藿香、茯苓、芦根、

薏苡仁等平和轻灵之品宣上畅中渗下，疏利三焦，祛

邪外出［１５］。

４．２　巧借虫性解毒通络　疫毒从耳口鼻入肺，早期

表现为气道壅滞，气虚络滞，随毒邪传变入里，毒热

内生滞络，表现为疫病重症。热毒稽留日久，伤及血

脉，可见络脉瘀阻。疫病后期气血不畅，则络虚不

荣，故而络病广泛存在于疫病的发展环节。虫类药

物轻灵走窜，能入络中散毒邪、通络脉［１６］。王勋瘟

疫制方巧用僵蚕、蝉蜕、全蝎等，僵蚕入血分而祛风

透热；蝉蜕善飞上行，擅长治疗上半身或阳分疾

病［１７］；全蝎善钻缝行隙，随风而入，可搜风解毒［１８］。

王勋以僵蚕、蝉蜕、全蝎配桔梗、牛蒡子等，治疗风火

上壅热毒头面诸症（如锁喉瘟“喉咙堵塞，滴水不能

下咽”“肝火喉痛面赤”；大头瘟“腮颊颐肿”，虾蟆瘟

“两腮肿硬”“耳底抽痛”；烂喉瘟“喉痛破烂”）；还将

僵蚕与连翘、荆芥穗等配伍，用于解斑疹毒热；亦以

僵蚕配伍羚羊角、钩藤等治疗孕产妇瘟疫“肝火化

风、痰厥”或“误药，抽搐反张，发厥”。络病亦是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重要病机变化，其核心病机为“毒损

肺络”，随疾病进展具体表现为疫毒伤络、热毒伤络、

络气郁滞、络脉瘀阻及络虚不荣，虫类药物可解热

毒、祛瘀毒以通络，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中发挥

重要作用［１７］。

４．３　制方灵活，服法多样　王勋制方选药时，对各

种剂型及服用方法等既谨慎考究，又不失灵活变通。

在汤剂中，王勋施送引药颇具特色，如玄参解毒饮中

“引，竹叶一百片、灯心一钱”助清心肺烦蒸，养阴祛

邪汤中“引，用酒半杯，对水煎”增强解表散寒止痛之

力。王勋还发明散剂以应对突发急症，如遇烂喉瘟

急症时用千金吹喉散方吹喉，遇锁喉瘟咽喉急症吹

入开关散神方。另对于急发闭证，除上述散方吹喉

外，《慈航集·锁喉瘟症》还记载涌吐、塞鼻取嚏、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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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放血等法对锁喉瘟急症救急开闭，如“即用开水一

碗，入生桐油三钱，搅入水内，用鹅毛蘸水在喉内搅

之，吐出风涎即愈”；或“用巴豆一粒（去油）、净细辛

五厘、雄黄二厘、牙皂角一厘，各研净末，用小红枣一

个，去核并枣子顶盖，将药末照枣核填入，……，一

刻，药力即到，喷嚏、痰涎涌涌而出”；若乡间取药不

便，“用针刺两手大拇指少商穴，挤出紫黑血，其喉即

松。再用盐一两烧红，开水冲入，俟温漱口，吐出黏

涎即解”。王勋基于不同病情、病程及医疗环境而施

行适当的剂型服法，体现因人、因时、因地、因病制宜

的思想，为当代中医抗疫用药提供了多种思路方案。

５　结语

王勋较全面地提出自然变化节律失常（天虚）、

病原体直接侵袭人体（邪虚）及人体抗病能力不足

（人虚）为疫病发生三大要素，并说明不正之气为天

时运气异常的产物，人所受不正之气即为疫毒。其

基于张仲景、吴有性关于疫病的认识而另立新论，如

据地域特色提出水传播染疫，认为疫病性质为寒湿

兼备，病机为内积滞、外邪盛等。其脉证理论对现代

疫病诊疗颇具启示意义，相关脉证描述可用于现代

临床判断疫病分期分型之参考；所采取的寒温并用、

表里双解之法，为疫病临床治疗提供了范式；制方用

药灵活多样，为现代中医治疫用药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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