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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术流派是中医学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鲜明学术思想或学术主张、独到临床诊疗技

艺的学术派别，具有清晰的学术传承脉络和一定的

历史影响与公认度。中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表

明，“一源多流、流派纷呈”是中医临床与学术传承创

新的基本特征，是贯穿于中医发展史的一个突出现

象，是中医临床特色优势的体现，也是打造名医和培

养高素质中医人才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著名中医学者孟庆云教授提出以章次

公、朱良春先生为学术宗师的“章朱学派”的概念[1]。

从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分类看，“章朱学派”来源

于地域性流派孟河医派[2]，又具有世医流派的特点。

1 渊源和脉络

章朱学术流派的渊源和传承脉络清晰可见。

章次公（1903—1959），名成之，号之庵，镇江丹

徒大港村人。其父名峻，字极堂，前清秀才，清末参

加江苏省新军，隶属革命志士赵声（伯先）部下，同

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失败后隐居乡里，郁郁离世。章

次公先生幼年遵父庭训：不过问政治，学问从医，强

健体格，习文练武。12岁时起学习《内经》《伤寒论》

等中医经典著作，1920年考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1925年毕业后在上海广益中医院从事诊疗及教学工

作3年，嗣后任上海世界红卍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

并与王一仁创办中国医学院。1929年和徐衡之、陆

渊雷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以“发皇古义，融会新

知”为院训。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章次公先生应

召赴京工作，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并担任党和国家领

导人保健医生、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曾两次与

毛泽东主席彻夜长谈，为建国初期中医药的改革出

谋划策，被毛泽东誉为“难得之高士”。

章次公先生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时，深受丁

甘仁先生器重。丁甘仁先生是常州孟河人，与次公

先生的故乡镇江大港相距不远，可谓同乡。历史上，

孟河名医辈出，形成了以“费、马、丁、巢”为代表的孟

河医派。清末民初，马培之、费伯雄、余听鸿、丁甘仁

诸贤纷纷著书立说，熔经方、时方于一炉，而又有创

见。章次公先生最膺服的是丁甘仁和余听鸿两位医

家，身处这样的学习环境，自然从孟河医派汲取了丰

富的营养。毕业后，章次公先生又师事江阴经方大

家曹颖甫，曹颖甫先生毕生研习仲景学说，著有《伤

寒发微》《金匮发微》《伤寒实验录》等，临证应用经

方，大刀阔斧，对章次公先生影响颇深。次公先生还

是晚清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大师对岐黄

之术、仲景之道的研究和朴实无华的治学方法，也使

章次公先生受益匪浅。

朱良春（1917—2015），字默安，号伦，镇江丹

徒人。朱老幼读私塾与小学、中学，中学时期因病

延医而立志学医，1934年赴武进孟河，师从清代御

医马培之后人马惠卿习医，侍诊抄方，诵读《内经》

《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书读百遍，

其义自见”，对四大经典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在跟随马惠卿先生临诊之余，能够亲眼看到马培之

先生的日记《记恩录》和手书方笺，耳濡目染，启迪

良多。1年后，朱良春先生考入苏州国医专科学校，

抗战伊始，转入上海中国医学院，受业于恩师章次

公门下。朱良春先生一生谨记恩师教诲，行医做人。

1939年2月，悬壶南通，适逢疫病流行，因治愈大量

登革热和霍乱患者而享誉一方。1945年，创办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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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专科学校，延请章次公先生为校长，培养了一

批中医骨干人才。解放后，1952年牵头组织成立

“中西医联合诊所”，后更名“南通市联合中医院”，

1954年将医院无偿交给政府，成立南通市中医院并

任院长，为南通市中医院的诞生和发展倾注了毕生心

血，在任期间，医院1959年被评为“全国红旗单位”，

1978年获“全国医药卫生先进单位”称号。改革开放

后，敢为天下先，培育杏林“朱家军”，创办中医药临床

研究所，成立良春中医医院。2009年朱良春被人社部、

卫生部、国家中管局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朱良春先生对恩师章次公推崇备至，章次公先

生视弟子为得人乃传的知己，师生之谊，延续了近

八十年，成为中医史上的一段佳话。1938年朱良春

先生毕业，章次公先生赠予“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

仙手眼，菩萨心肠”寿山石印章一枚，并手书“发皇古

义，融会新知”条幅，赠“良春贤弟”。章次公先生逝

世20周年时，朱良春在上海玉佛寺举行追思会，率弟

子整理先生医案；章次公逝世40周年之际，朱良春

出版《章次公医术经验集》，并举行纪念会；2003年，

朱良春率弟子在上海集会，纪念章次公诞辰100周

年，缅怀先生的硕学盛德；2013年，章次公110周年

诞辰之际，96岁高龄的朱良春先生广为搜集先生遗

著，再次出版了《章次公医术经验集增补本》。

在近80年的行医生涯中，朱良春先生高举章次

公“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学术旗帜，继承和发扬章

次公先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立足临床，勤于科

研，著书立说，培养了遍及海内外的大批高徒，逐步

形成了章朱学派。

20世纪70年代，中国中医科学院何绍奇、中日友

好医院史载祥、《中医杂志》杂志社朱步先等人跟随朱

良春学习，成为朱良春先生的第一批高徒，业已成为海

内外医学大家。1980年代起，朱良春先生多次赴全国

各地讲学，并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东省中医院、上海

市中医文献馆、河南省中医院、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设立研究站，在南通市中医院建立全国名老中医工作

室和国医大师朱良春学术经验传承研究室，培养了第

二批学术继承人，深入继承、学习、整理和挖掘了章朱

学派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与此同时，朱良春先生

悉心培育子女成为“朱家军”，担纲“章朱学派”的主要

传承任务。如今，新一代传承人已经崭露头角。综上

所述，章朱学派的学术渊源，植根于仲景学说，来源于

孟河医派，是孟河医派在当代的发展和重要分支。

2 学术特点

2.1  发皇古义，融会新知  章次公先生所处的上世

纪30年代，正是西风东渐，中医前途渺茫的时代，他

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作为上海中国医学院的校

训，颇具创新精神。

章次公先生悉心研习《内经》《伤寒论》《金匮

要略》等经典，对仲景学说颇有研究，在“张仲景在

医学上的成就”一文中，对仲景在医学上的贡献总结

为“（1）张仲景是掌握主诉诊断的第一人；（2）在临

床上不仅诊断详细，而且是指出辨证用药、因人而施

的整体性综合疗法的第一人；（3）同时，在急性传染

病中，张仲景是注意循环系统的第一人；（4）如大陷

胸汤、承气汤、抵当汤的应用，又说明张仲景是倡导

排毒疗法的第一人；（5）张仲景用人参、水蛭、虻虫

等药物，也标示着在药治上，他是创用高级植物和动

物的第一人；（6）他应用小建中汤、人参汤、薯蓣丸

等方，在营养疗法上，张仲景是展开它的应用和肯定

它的价值的先导者”[3]。章次公强调应该用唯物的

历史观点认识《伤寒论》，从临床实际出发，用现代病

理学、药理学、治疗学等方法进行研究，不能漠视仲

景以后各代医家积累的经验，不能停留在仲景时代。

他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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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中西医互相攻讦

的状况，他指出：“如果依旧深划鸿沟，互相攻短，那

无异是开倒车，阻碍医学发展”。[4]倡导“双重诊断，一

重治疗”，主张运用中医四诊八纲及六经、卫气营血、

三焦等各种辨证，着眼整体，兼采西医诊断手段，加

强对疾病的认识；治疗则以中医手段，经方时方、民

间单方皆可采用。

朱良春先生高举“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大旗，

提出“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实践是根本”[5]，“任

何一门科学都是需要继承、创新两个方面，历代卓

有成就的医家，没有一个不是在学术上精研经典、勤

求古训，才有所创新的”。在精研经典的基础上，通

过老师的领路，多临床、多实践、多体会、多心悟，才

能把理论实践融会贯通，得到飞跃、提高，三者不可

或缺。对于中西医的关系，1961年7月朱良春先生

在《江苏中医》提出、其后1962年第3期《中医杂志》

发表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关系的探

讨》[6]一文，提出了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的主

张，认为证候是疾病反映的现象，疾病是证候产生的

根源，“证”和“病”是一种因果关系，具有不可分割

的有机联系，否定或肯定证和病的任何一方面，都是

片面的、不完整的，提出宏观辨证，微观辨病，有机结

合，相得益彰。这在当时是颇具新意的认识。

章次公和朱良春先生的这些观点，既强调精研

经典，继承前人的经验，又注重汲取现代知识，充分

体现了创新意识。这也是章朱学派最主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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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推究病因，务求实效  章次公先生临证推究

因明，务求实效；遣方不落俗套，出奇制胜。对于温

热病寒温之争，他摈弃门户之见，“宗仲景者，每歧视

清代温热家言，而温热家亦诋毁经方，互相水火，历

三百年而未已，其实均门户之见而已”[3]，认为温病学

说乃《伤寒论》之延伸与发展，寒温是外感热病的完

整体系，绝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其治热病，全凭察症

审因，熔寒温于一炉，或辛温、或辛凉，风格独特，经

验丰富，并十分注意顾护心力，甘寒、甘温并用，挽救

危亡，胆识过人。朱良春先生一脉相承，对于急性热

病的治疗，提出“先发制病”的论点，从热病的个性

出发，见微知著，发于机先，采用汗、下、清诸法，控制

病情发展，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尤对通利疗法的应

用，了然于心，作用首先是逐邪热，下燥屎、除积滞在

于次；下得其时，下得其法，岂止夺实，更能存阴[7]。

对于慢性久病，章次公先生则穷其本源，细别

主次，明辨阴阳，而后谨守病机，药随证转，常从肾、

风、痰、瘀论治，如咳喘之纳气归肾、中风之搜风通

络、痹病之祛痰蠲痹、胃痞之化瘀护膜。朱良春先

生继承了先师的学术主张，强调“肾中真阳”是人

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五脏六腑的功能得以正常运

转，有赖于命门真阳的温养煦绾，在机体生长、发

育、成长、生殖、衰老以及发病、疗愈等过程中，具

有重要的作用与密切的关系。倘若命门火衰，真阳

不振，不仅将出现一系列阳虚症象，而且还会影响

整体病变，因此对于慢性杂病，提出培补肾阳论。

认为劳倦内伤之症，如专事滋阴补肾，则恢复甚慢；

倘以培补肾阳为主，佐以滋肾，则阳生阴长，奏效殊

速。这一学术主张，充分体现在对痹症的治疗上，

“益肾壮督治其本，蠲痹通络治其标”已经成为痹症

治疗的共识，朱良春先生也因此蜚声海内外，享有

“南朱（良春）北焦（树德）”之称誉。

朱良春先生云：“中医之生命在于学术，学术之根

源本于临床，临床水平之检测在于疗效，所以临床疗效

是迄今为止一切医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医学强大生命

力之所在。”明确阐述了章朱学派务求实效的学术主张。

2.3  用药精当，直达病所  章次公先生对本草素有

研究，早年在中医学院即教授药物学。他首开病机

论药性之先河，突破四气五味，以临床为主旨，以病

机药性为重点，用药精专；乐于使用民间单方、验方

和现代药物研究成果，注重实效；剂量或轻或重，切

合病机；一些药物的作用、诸家之说难以互相印证，

则经实践后予以确定。诊余之暇，奋笔著述，著有

《药物学》四册，后又续编两册，大部分内容被收入前

世界书局所编《中国药物大辞典》。

章先生深受张仲景、叶天士等医家影响，对于虫

类药物研究良多，尤有心得，认为虫蚁搜剔、祛风逐

瘀等用途甚多，常以虫类药物入复方，以增强疗效，

如用僵蚕、蝎尾治中风，地龙治咳喘，九香虫治胃痛，

蜘蛛、地鳖虫治痿症，蟋蟀、蝼蛄治肿胀等，都是对

前贤宝贵经验的发挥。

朱良春先生继承章次公先生的用药特点，临证选药

精当，力专效宏，剂量超常，直达病所；又擅用药对，执简

驭繁，得心应手。他潜心研究虫类药数十年，20世纪70

年代编著国内第一部虫类药专著《虫类药的应用》，并于

近年出版增订本。系统论述了虫类药物的发展历史、应

用部位、加工炮制、功效主治、现代研究、前贤论述、临

床应用等，按照虫类药物主要功效，将虫类药物总结归

纳为攻坚破积、活血祛瘀、行气活血、宣风泄热、搜风解

毒、息风定惊、开窍慧脑、清热解毒、消痈散肿、收敛生

肌、利水通淋、化痰定喘、补益培本、壮阳益肾等十四类，

极大地丰富了虫类药物的理论，拓展了虫类药物应用范

围。对虫类药物的应用，是章朱学派鲜明的用药特色。

3 结语

章朱学派具有明晰的学术渊源、独特的学术思

想、卓显的临床疗效，对近代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诚如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诸国本先生

所言，“发皇古义凭底气，融会新知不染尘，薪火相续

明艳处，章门立雪到朱门”。深入研究章朱学派，对

于研究近现代中医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轨迹，传承和

发扬老一辈医家的学术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是章朱学派门人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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