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术 探 讨

6 2018 年总第 50 卷第 1期

《临证指南医案》为清代医学大家叶天士著，由

其门人华岫云搜集叶氏临证医案加以分类整理编撰

而成。叶天士（1667—1746），名桂，号香岩，江苏苏

州人，清代著名医家，中医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叶

氏出身医学世家，幼承家学，广拜名师，勤求古训，广

泛继承前人学术经验，遍采众家之长，同时师古而不

泥古，创立新说，临床治疗别开法门。《临证指南医

案》作为反映叶氏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关键著作，

其中的温病学思想、脾胃分论、倡养胃阴思想、奇经

辨治理论、络病理论等大为后世所推崇，后世研究层

出不穷，使之得到了良好的继承和发展。笔者在学

习该书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亦包含着叶天士丰富的

情志学思想，对于防治情志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现总结如下。

1 重视情志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等方

面的作用

《灵枢·百病始生》云：“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

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自内经时代起，中医学就注

重情志因素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到了陈无择的《三

因极一病证方论》，更是明确把七情因素作为人体致

病的三大病因之一。叶氏系统继承了《内经》以及

历代诸家的学术思想，其论理诊病悉本《内经》，兼

收众家之长，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情志致病理论体系。

如《临证指南医案·卷六·郁》（以下均省略书名）

赵案：“郁勃日久，五志气火上升……《病能》以诸

禁鼓栗属火，丹溪谓上升之气，从肝胆相火，非无据

矣。”考此处《病能》当为《至真要大论》之误，但是

不影响我们理解叶氏对《内经》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再如《卷二·吐血》席案：“《金匮》谓：男子脉大为

劳，极虚者亦为劳，夫脉大为气分泄越，思虑郁结，心

脾营损于上中，而阳分委顿。”说明叶氏对仲景学术

思想亦有极深的研究。其他诸如“重培其下，冀得风

熄，议以河间法”、“若嗔怒而动及肝阳，血随气逆者，

用缪氏气为血帅法”之类，比比皆是。不仅如此，《临

证指南医案》中还列有很多对情志致病总结式的话

语以启迪后学，如“嗔怒郁勃之激伤肝脏，形劳苦志

而耗损心脾，及恣情纵欲以贼肾脏之真阴真阳也”，

“情志不舒则生郁，言语不投则生嗔，谋虑过度则自

竭”等，诚可谓经验之谈也，体现叶氏治学既注重继

承，又不乏创新。

2 情志因素致病广泛，病情复杂

叶氏行医五十余年，毕生忙于诊务，积累了大

量的临证经验，其对情志致病更是重视，这在《临

证指南医案》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书中有大量的

医案记载了病人因情志因素而起病或导致病情加

重。根据笔者统计，全书涉及情志致病相关医案共

296例，占除儿科卷以外全部医案数（2492例）的

11.88%，涉及疾病60门，占除儿科卷以外全部疾病

门数（82门）的73.17%。至于卷十儿科医案，因小

儿质薄神怯，情志未坚，且易发惊痫等证，故本文不

将其纳入讨论范围。从统计与分析中可以看出情志

因素致病涉及病种繁多，且临床发病率高，致病具

有广泛性。另外通过分析大量的情志致病相关医案

可以看出，情志致病临床表现多样，病情复杂。有

学者对《临证指南医案》中“思”志致病医案进行

分析，仅思志导致的疾病就有17种，共28案，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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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又可分为四种（愁烦忧思，恼怒思虑，隐情曲

意，操持萦思），涉及病机六个方面，可见审病之微，

辨证之细[1]。

3 情志病证多与肝胆、心、脾胃相关

情志因素虽然致病广泛、病情复杂，但叶氏诊

治情志病证能够执简驭繁，在遍采前贤医家之长的

基础上加以发挥，总结出从肝胆、心、脾胃论治情志

病证。如《卷六·郁》华岫云按：“其原总由于心，

因情志不遂，则郁而成病矣，其证心、脾、肝、胆为

多。”

3.1  肝为将军之官，情志致病多由肝起  叶氏认为肝

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主动

主升，若刚劲之质得为柔和之体，遂其条达之性，则

无病以生。今情志不舒则生郁，郁则气之升降开合

枢机不利，肝之疏泄功能失司，而肝又为将军之官，

善干他脏，肝气一逆则诸气皆逆，气逆则痰生，遂火

沸风旋，神迷魂荡，无所不至矣。根据笔者统计，全

书296例涉及情志致病相关医案中，有130例辨证明

确与肝有关，占情志致病相关医案的43.92%。这些

医案中叶氏又根据肝脏生理病理的差别将其致病机

制分为肝风、肝阳、肝火三类，不仅如此，书中还将肝

风、肝火单独列出，自成一门，足见叶氏对肝在情志

致病中作用的重视。

3.2  肝胆常并论，情志亦可独伤少阳胆腑  叶氏从胆

论治情志病证主要有三种情况：其一，肝胆并论。

如《卷一·中风》某案：“兼因平昔怒劳忧思，以致

五志气火交并于上，肝胆内风鼓动盘旋，上盛则下

虚。”因肝胆互为表里，皆为风木之脏，且同居相火，

故情志因素扰及身中风阳而致肝胆共同为患。其

二，以少阳木火或少阳经络论治。如《卷三·木乘

土》张案：“是阳虚体质，郁勃内动少阳木火，木犯

太阴脾土，遂致寝食不适”，《卷七·便血》程案：“少

阳络病，必犯太阴，脾阳衰微，中焦痞结，色痿如瘁，

便后有血”。其三，直言从胆论治。《卷七·惊》华

岫云按：惊则伤胆……惊之所伤，由心猝及乎胆，由

胆即及乎肝，遂致心主君火兼肝胆中相火风木骤然

而起。《卷三·阳痿》更是直接指出：“郁损生阳者，

必从胆治。”盖因胆为中正之官，主决断，又为中清

之腑，《内经》云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又云少阳为

枢，故叶氏认为若得胆气舒展，少阳畅达，则何郁之

有？

3.3  心为君主之官，情志之病“其原总由于心”  心为

君主之官，主藏神而处任万物，情志致病首先多伤及

肝脏，但是情志的产生发乎于心。《素问·灵兰秘典

论》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说明心是神

志产生的场所。《康熙字典》注：“情，心之动也。”情

志作为人对客观事物能否满足自己意愿而产生的内

心体验和态度表现，是“心神任物”这一过程的具体

体现。《灵枢·邪客》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精

神之所舍也”，指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虽然分

属五脏，但却以心作为总的主宰，是由心主神志的生

理功能所统领的。叶氏很好地继承了《内经》心主

神志的理论，重视心神在情志产生中的作用。如《卷

六·郁》戴案“隐情曲意不伸，是为心疾”，是说悲哀

惆怅、萦思不解都是心产生的问题；《卷三·遗精》杨

案“心动神驰，神驰精散”，这里所说的“心动”就是

心神受损、心不主神的过程，正如《灵枢·口问》说：

“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

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卷七·惊》华岫云按：“惊则

伤胆……惊之所伤，由心猝及乎胆。”通过分析，我们

可以看出，情志伤及他脏亦是由情志先作用于心，再

由心传及他脏而致病，因为叶氏强调：七情之郁，其

原总由于心。

3.4  脾胃为本，情志致病多伤及脾胃  叶氏系统地继

承了《内经》以及仲景、东垣等人的理论及临床经验

并加以发挥和创新，其在临床上辨治杂病多重视脾

胃。叶氏对李杲的《脾胃论》推崇备至，不仅说“内

伤必取法于东垣”，甚至认为一部《内经》中的基本

理论，无非是说明以胃气为本的道理[2]。这在《临证

指南医案》情志所致脾胃病中体现尤为明显。纳食

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凡能导致

气机升降失常之病因，皆可伤及脾胃而为病。一方

面，情志致病多由肝起，由五行而论，肝胆属木，脾胃

属土，情志一有不畅，则肝气怫郁，横逆克土，致脾胃

运化功能失常。诚如《卷三·木乘土》鲍案中所言：

“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卷三·肿胀》夏

案亦云：“嗔怒怫郁，无不动肝，肝木侮土而脾胃受

伤。”故叶氏谆谆叮嘱，恐医者但认为脾胃之病，不知

实有肝邪所起，因土败木贼，肝气日横，脾胃日败，延

至不治者多矣。另一方面，情志不和又可直接伤及

脾胃。如《卷三·脾胃》王案：“素有痰饮，阳气已微，

再加悒郁伤脾，脾胃运纳之阳愈惫”，《卷六·郁》某

案：“恼怒肝郁，思虑脾伤”，因思为脾志，思虑太过则

伤脾，又因思则气结，气机滞涩不畅，脾胃升降之机

失常，运纳无权，导致诸证峰起。

4 注重体质因素、气候季节、生活习惯等对情志致

病的影响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中医学认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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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与自然界的变化亦是相统

一的，故曰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叶氏在临

证过程中注重体质因素、气候季节、生活习惯等对情

志致病过程的影响。

4.1  体质因素  黄煌教授曾对《临证指南医案》中的

体质理论进行研究，将其分为六种：木火质、肝郁质、

湿热质、阴虚质、阳虚质和脾弱质，笔者发现木火质、

肝郁质、阴虚质和脾弱质均易导致情志疾病的发生，

书中如“失血有年，因其久伤，复遭忧悲抑郁，阳夹

内风大冒”，“高年水亏，肝阳升逆无制……遇烦劳为

甚”，“形瘦色苍，木火体质，身心过动，皆主火化”等

等。

4.2  气候季节  凡四时之气，春生、夏长、秋收、冬

藏，自然界的气候季节可以影响人体气血阴阳的变

化从而对人体疾病的产生发展造成影响。如《卷

一·中风》某案：“今年风木司天，春夏阳升之候，兼

平昔怒劳忧思，以致五志气火交并于上，肝胆内风鼓

动盘旋，上盛则下虚”，是说当年的运气偏胜以及季

节的变更使情志易于化风生火；再如《卷二·吐血》

席案：“半月前恰春分，阳气正生，因情志之动，厥阳

上燔致咳，震动络中，遂令失血”，是言春季阳升合情

志之动导致人体阳气上逆而致病。

4.3  生活习惯  WHO曾给出过一组关于影响人类健

康的因素的数据：人类的健康有60%取决于个人的

生活方式和习惯。这一点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有

着明确的体现，叶氏重视生活方式与习惯对情志致

病的影响，案中诸如“平昔形神皆劳……加以夜坐

不静养”，“案牍神耗，过动天君”，“客馆办事，曲运神

思”，“寡居多郁，宿病在肝”，“郁勃久坐，中焦不运”

等等，比比皆是。大概劳则气耗，烦则阳动，寡居多

郁，操持太过则伤营，久坐少动则气结，客馆案牍、诵

读吟咏、曲运神思，身虽静而神常动，复加情志不和

扰动，则互相影响而为病。

5 治疗上注重移情易性，愉悦开怀

叶氏诊治疾病重视病因，必从起病处着手。情

志致病多起于情怀不畅久久不能释然，或情志骤然

过激而加于身心，其源在于心之不得开怀。如若不

能修治其心，纵使频投草木之药，见效亦微，或者愈

而复作，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故其治疗情志之病强

调“盖郁证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医者构思灵巧，不

重在攻补”，“内伤情怀起病，务以宽怀解释”，“必得开

爽，冀有向安”，如若但治其身不治其心，则“情怀不

得解释，草木无能为也”，“以内起情怀不专草木微功

耳”。《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恬淡虚无、精神内守，即与叶

氏所言移情易性、愉悦开怀相合，则不仅仅适用于

情志疾病的防治，更是养生却病、益寿延年的不二法

门，因此书中在总结情志之郁的治疗时，以道家修心

养性的一句话作为结语：“若必欲求十全之治，则惟

道家有一言可以蔽之，曰欲要长生，先学短死，此乃

治郁之金丹也。”

6 结语

《临证指南医案》作为清代医案发展的里程碑，

是反映叶氏学术思想的关键著作，其中蕴含的丰富

的情志学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地去发掘和学习

继承。叶氏系统地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

验，论治情志疾病兼采众家之长，同时又加以创新和

发挥，自成一体。书中所载医案体现情志因素致病

广泛，且病情复杂，涉及病种繁多，然而叶氏能够执

简驭繁，总结出从肝胆、心、脾胃论治情志病证，又

秉承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注重体质因素、气候季

节、生活习惯等对情志致病的影响。在治疗上叶氏

往往别出心裁，对患者谆谆善诱，教导其移情易性，

愉悦开怀，用药轻清灵活，笔者不再一一赘述。总

之，书中的经验和叶氏的学术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

发掘和继承，诚如1992年国际心身医学大会权威学

者指出的那样：“世界心身医学应向中国的中医学寻

找智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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