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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简斋为民国时期著名医家，有“一代医宗”之

美誉，擅长治疗温热病与疑难杂症。现将张简斋的

生平轶事与临床诊治特色介绍如下：

1 生平轶事

张简斋祖籍安徽桐城，1880年生于南京城南鞍

辔坊5号，1950年在香港病故。出生于中医世家，三

代从医。民国时期，南京名医荟萃。其中已逾不惑

之年的张简斋已名蜚中华医坛。当时金陵民众中公

认医术高超的是“南京二张”，一位指张栋梁，另一位

便是张简斋；后来，与北京名医施今墨齐名，有“南

张北施”之说。

1.1  敢于诊治瘟疫病等急性传染病  1925年春夏

之交，南京地区瘟疫（流感）流行，天天死人逾百。

马林医院（即今南京鼓楼医院的前身）中有几位知

名西医也热心诊治，曾从上海借调美籍医生协助，但

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却束手无策。当时南京有几位名

中医均采用银翘散、清瘟败毒散等方皆未奏效，疫情

日见严峻。张简斋自告奋勇，另辟蹊径，配制小柴胡

汤加味方施予患者，处方：柴胡12g，黄芩10g，制半

夏6g，太子参10g，金银花15g，薄荷6g（后下），射干

10g，陈皮6g，生姜5g，红枣3枚，炙甘草3g。以上为

每人1天剂量，先用冷水浸泡40分钟，旺火煮沸，改

文火煎煮20分钟，煎煮2次，合并滤汁，上下午分服。

重症患者每日2剂，4次分服，很多患者立起沉疴，转

危为安，恢复了健康。这令其他医家对身材瘦小又

一腿微跛的张简斋刮目相看，绅商界人士亦都啧啧

称奇，遂紧急集资采购柴胡等中药几百石，统交张简

斋监制，当时南京老字号的“泰和生”“张泰和”等

10多家中药店日夜加班，配制张简斋的经验方。经

月余奋战，瘟疫得以控制，成千上万市民幸免疫灾，

恢复了健康，从此张简斋一举成名，蜚声医坛。

张简斋及其传人敢于诊治瘟疫病等急性传染病

的真实事例很多。由于当年金陵城的西医缺乏，中

医被逼上梁山。但他们的胆识和得当的措施、独特

的诊治方法值得称赞和后人学习。张简斋及其传人

敢于和善于诊治瘟疫病的事例说明，中医并不是只

能治慢性病，中医更不应丢掉治疗急性传染病这块

阵地。

1.2  善于攻克疑难性疾病  从古到今，有许多疾病

属于难以攻克的疑难性疾病，西医亦感棘手。

民国二十六年，陈立夫有一位同事患腹膜炎，住

在汉口天主堂医院，腹痛高热。医生束手无策，判断

只有6个钟头便可能死亡。张简斋诊治后认为尚有

一线希望，服2剂汤药后，居然高热降下，腹痛消失。

陈立夫先生在1943年患上了痢疾，当时西医用药过

量，或因西药的毒副反应，导致病情恶化。后来陈

立夫飞返重庆后急请张简斋用中药治疗，数剂即愈。

陈立夫之兄陈果夫先生患上了肺病咯血症，张简斋

曾予之精心调治，用辨证施治的方法治愈了陈果夫

的咯血。1948年秋，陈果夫在南京时肺病又发，左

胸侧溃洞流脓，请张简斋等名医会诊。陈果夫存活

到20世纪50年代初，张简斋实是功不可没。陈氏兄

弟该是深知张简斋敢于攻克疑难性疾病的近代见证

人。

1933年，张简斋曾以2剂中药治愈民国政府要

员林森的隐症，林森亲自书写“当世医宗”一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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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1941年夏天，简斋还在重庆治愈宋美龄的胃病。

1943年，简老1周内治愈了时任抗日远征军司令陈

诚的胃疾复发。1945年，简老曾以3剂中药治愈过

宋子文的腰痛症。抗战胜利后，张简斋又在南京治

愈了董必武的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1947年中共代

表团从南京北撤回延安前夕，周恩来与邓颖超还特

地赴城南鞍辔坊张氏寓所，与简老话别辞行，称赞简

老以一介布衣之身，洁身自好，谨言慎行而周旋于当

时军政要员之间，实属难能可贵.

1.3  医德高尚，免费诊治贫困百姓  抗战初期，年近

花甲的张简斋举家离开南京沦陷区迁往重庆，以示

民族气节。当时简老在重庆的诊所每天门诊量达百

余人之多，他对一些穷困百姓一律免费看病，并在处

方笺上签名免费送药。1945年美国《生活》杂志驻

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采访后撰稿说：“现在重庆最

忙的人不是宋子文，也不是陈诚，而是一个医生张简

斋。”所以，张简斋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医德高尚、医术

精明、弟子众多的民国大名医，他是“金陵医派”的

奠基人，不愧为民国“一代医宗”。

1.4  创办南京国医传习所  1934年，54岁的张简斋

偕同南京著名中医随翰英、郭受天等中医界名流捐

款筹办南京国医传习所，亲任校长并亲自授课，开设

了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课程，具备了中医现代教育

的雏形。

民国时期，新文化思潮已经开始流行，西医西

药已经开始侵入南京、上海、苏州等大城市，加上

民国政府取缔中医的事件以及部分中医打着中医

“科学化”的旗号，企图走中医西化之路，民国中

医倍感压力。但张简斋等金陵名中医仍然坚信中

医不会消亡，民众需要中医，在抗争废止中医的同

时，张简斋也看到了中医的一些不足之处，在创办

南京国医传习所时，与随翰英、郭受天等医家坚持

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方针，主张中西合

璧。张简斋提出所有中医授课教师，必须旁听解

剖生理、病理学、诊断学、急性传染病等课程，既当

先生，又做学生，他以身作则，拨冗听课，努力学习

现代科学知识，在反对中医西化的前提下，提倡教

学相长，西为中用，洋为中用，衷中参西。这种精

神和做法在民国时期是超前的，更是难能可贵的。

张简斋等一批民国中医，由于逐步提高了疾病诊断

与鉴别诊断的水准，所以也增强了中医治疗传染

病、发热病、危重病的胆量和水平，常常辨病与辨

证相结合，在辨病的基础上，进行辨证施治，从而

提高了临床疗效。

2 临床诊治特色

张氏医术没有门户派别之偏见，紧密以临床疗

效为关键，他不拘泥于经方与时方，不局限于伤寒与

温病，始终以疗效为着眼点，寻找最优秀的中医治疗

方案。金陵医派吸收了孟河医派、吴门医派、新安医

派、易水医派之特长，其中尤其受到孟河医派与吴门

医派的影响最大。张简斋吸收了孟河医派费伯雄、

马培元、丁甘仁、曹崇山四大家的学术观点与临床经

验；吸取了吴门医派叶天士、吴有性、薛生白等温病

学术的理念和方法，《温热论》为张简斋经常翻阅的

书籍；由于张简斋从安徽迁居金陵，所以受徽州文化

影响较深，新安医学“培元派”的医学思想对其也有

深刻的影响。张简斋及同时期的众多民国中医名家

对中医学传承与创新，奠定了金陵医派。

2.1  辨证细腻，精于立法  张简斋等明清和民国的

名医治疗内妇儿科杂病，辨证十分细腻。从王祖雄

编著的《张简斋经验处方集》和邹伟俊编著的《张

简斋医案》中不难看出，张氏对于多种内科杂症的

辨证分型都十分详尽，立法选方也很细致，如张氏

治疗妇科杂病共有疏和调经法、生血通经法、温补

涩带法、温养毓麟法、和中安胎法、舒肝散结法，软

坚消瘤法、摄血止崩法、温经止痛法、产后调理法等

十大法则。张氏治疗腹泻在《张简斋经验处方集》

中有记载，有解表和里法、胜风淡渗法、解热治利法

等多种方法。

张简斋辨证细腻、精于立法的临床风格也影响

了他的传人。张简斋嫡传弟子傅宗翰一向以辨证细

腻，分型合理而称著。傅老辨治顽固性低热，辨证时

注意病情的微小差异，分伤暑、阴邪郁遏、阴阳失调、

正虚四大类，以及暑热、暑湿、伤暑、风湿、湿热、瘀

血、营卫不和、肝郁、阴虚、血虚、阳虚等十一型，确实

符合临床实际，学习后确能提高辨证施治水平，也反

映出傅老临证思路开阔、辨证细致入微的特点。

2.2  勤求古训，活用众方  “医圣”张仲景一贯倡导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民国“一代医宗”张简斋与

历代著名医家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崇尚经典，博采

众方。他熟读《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并且善

于运用内经方、仲景方于临床。此外，他也善用孙思

邈的《千金方》《和剂局方》、陈言的《三因方》、严用

和的《济生方》、吴鞠通《温病条辨》方以及叶天士

方、刘河间方、李东垣方、朱丹溪方、张洁古方、喻嘉

言方、王清任方……张简斋真可谓是一位崇尚经典，

勤求古训，博采众长，集方书大成为我所用的临床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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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简斋的嫡传弟子、原贵阳中医学院中医系

主任王祖雄教授撰写的《张简斋经验处方集》一书

中，记载了他跟师2年中收集到的张简斋56个处

方中，除部分简老经验处方外，约三分之二以上处

方都遵照前人方剂组成或方意化裁而成，涉及到

的古代方剂有：活人金沸草散（《类证活人书》）、杏

苏散（《温病条辨》）、三妙丸（《医学正传》）、栀子豉

汤（《伤寒论》）、凉膈散（《和剂局方》）、六一散（《伤

寒标本》）、秦艽鳖甲散（《卫生宝鉴》）、生脉散（《内

外伤辨惑论》）、射干麻黄汤（《金匮要略》）、二陈汤

（《和剂局方》）、泻白散（《小儿药证直诀》）、芍药汤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资寿解语汤（《沈氏尊生

书》）……简老处方涉及古方范围之广，令人称道。

“千方易得，一效难求”，正是由于张简斋十分重

视前人方书的宝贵经验，博采众方的处方风格，才促

使他逐渐成为金陵首屈一指的大名医。

2.3  用药轻灵简便  张简斋主张“用药如用兵”，“在

精而不在多”。欣赏“四两拨千斤”“轻可去实”。临

床开放用药主张轻灵简便，反对运用大处方、大剂

量。同时也主张该重则重，该轻则轻。尤其对于功

能性疾病、失眠、郁证等疾病，反对下猛药用重剂。

金陵医派认为，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用药过重，剂

量过大，则药汁也多，在胃中停留时间过长，不利于

气机升降，胃病难愈。

用药轻灵简便为张简斋的用药特色。经笔者研

究，每付药大多在14味之内，总剂量一般在100g左

右。张简斋及传人还特别关注老年人、婴幼儿及肝

肾功能不全之患者用药问题。如老年人，因脏腑组

织结构和生理功能均有不同程度减退，有的甚至合

并多器官较重疾病，会影响中药在体内的吸收、分

布、代谢及排泄。老人用药应酌情减量，主张从“最

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对毒性中药不可多服、久

服；对婴幼儿用药药量宜轻，宜选用轻清之品，慎用

大苦、过辛、大寒、过热、攻伐或猛烈的中药。处方中

宜佐以健脾和胃方药，还应忌用过于滋补之品；对于

肝功能不全者，即使病情需要运用雷公藤、苍耳子、

苦楝子、蟾蜍、斑蝥、蜈蚣、朱砂、雄黄、蜜陀僧、铅丹

等，包括外用在内，均应尽量避免使用；对于肾功能

不全的患者，因中药外用或内服后，中药代谢和排泄

受到障碍，可能会引起蓄积而加重肾功能损害应忌

用。

2.4  处方用药处处顾及脾胃  金陵医派奠基人张简

斋受脾胃名家李东垣影响颇深，他治病用药时处处

注意顾及脾胃，认为脾胃乃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

之源，人体五脏六腑、肢体五官的濡养皆依赖脾胃之

运化。脾胃健则气血充足，正气旺盛，便可抵抗外邪

的侵袭；脾胃功能失常则气血失其生化之源便无力

御邪。简老遵循“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

胃气则死”、“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得谷者昌，失

谷者死”等旨意，在杂病治疗过程中十分注重脾胃

的健康。《张简斋医案》一书记载简老运用“建中益

气法”治中风痱者（类似脑梗死、脑萎缩）；运用“畅

中和胃法”治胃纳不佳案；运用“调胃降逆法”治胃

气上逆嗳气呕吐案；运用“醒脾化湿法治脘胀便溏

案”；运用“和中清养法治胃纳不佳，大便不畅案”等

记载，可窥视出张简斋治杂病顾护脾胃的特色。张

简斋治内科杂病依托最多的方剂是二陈汤、木香六

君子汤，药物常用炙甘草、陈皮、扁豆、干姜、白术、制

半夏、当归、白芍、黄芪、党参、升麻、柴胡等，其中炙

甘草、干姜尤为多见。张氏常用的药食兼用之品有

黍米、谷芽、麦芽、小麦、陈葫芦瓢、伏龙肝、煨姜、红

枣、橘饼、荷叶等。张氏医案中，每案处方鲜见纯下

猛攻之药，大多精纯醇和，轻灵平淡。中医治病，至

今仍以煎剂为先，仍以口服为主，张简斋治病兼顾护

脾胃的风格是有科学道理的。

2.5  创新煎药方法，喜用“代水煎药”  从《张简斋

经验处方集》《张简斋医案》两书中，可以看出张简

斋临床十分重视中药的煎煮方法，尤其是与众不同

的“代水煎药”是一种创新。

汤剂是张简斋运用最为广泛的剂型，简老认为

汤剂适用于急性病及慢性病康复。它制作简单，易

于服用，吸收快，见效快，便于灵活加减，随症易方，

能够较全面而灵活的照顾到各种病情不断变化中的

治疗需要。濮青宇、傅宗翰、侯席儒等多位张简斋嫡

传弟子均向笔者讲过：张简斋尽管患者多，诊务忙，

但再忙也要关照患者及家属，煎药前一定要用冷水

浸泡药材半小时以上，这样可使饮片湿润变软，细胞

膨胀，使有效成分溶解、扩散到煎汁中，以免药物表

面蛋白凝固，淀粉糊化，影响药效。这与近代的煎药

方法实验研究是不谋而合的。一般汤剂嘱患者一剂

药煎2次，每次20分钟，补益药或不易出汁的药剂也

常嘱患者一剂三煎，每次40分钟，易使药材有效成

分尽量浸出，充分发挥药效。张简斋重视气味芳香

的药物的后下，认为薄荷、砂仁、蔻仁、沉香、生大黄、

藿香、佩兰、钩藤等药必须后下，后下应控制在最后

2分钟之内，简老不同意后下为5分钟的说法，认为

这样会使有效成分丧失，而影响疗效。

在张简斋的经验方和医案中，常常出现“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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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药”的情况，颇有独到之处。张简斋常用的“代水

煎药”方法，例如：另以鳖甲、牡蛎、龟版煎汁代水煎

药；另芦根、白茅根煎取汁代水煨药；以伏龙肝（灶

心土）煎水煨药；另黍米、谷麦芽先煎取汁代水煎

药。归纳张简斋“代水煎药”方法如下：一是泥沙较

多的药物，如灶心土（伏龙肝）、糯稻根；二是质轻量

大的植物药，如芦根、白茅根、陈葫芦瓢、夏枯草、荔

枝草等，宜先煎取汁澄清，然后取药汁代水煎其他药

物；三是黍米、小麦、糯米、粳米、谷芽、麦芽等粮食

类的药材；四是红枣、煨姜、橘饼等干果类药材。近

代临床，“代水煎药”这一颇具特色的煎药方法已经

鲜用，值得传承。

3 结语

“张简斋国医医术”已被列为南京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张简斋中医温病医术”已列为江苏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年来，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有关政策，张简斋医术和金陵医派的传承创新体系

已初步形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师带徒”传承方

式已经落地生根，希望学生们应倍加珍惜，深入学习

带教老师的思想理念和临床经验，从而将张氏医术

和金陵医派传承好、发展好，并有所创新。

（整理：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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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抽动症（Tourette  Syndrome，TS）是以

慢性、波动性、多发性运动肌的快速抽搐，并伴或不

伴有不自主发声和语言障碍为主要特征的神经精神

障碍性疾病[1]。本病多发生于儿童时期，国内研究结

果显示，儿童TS的发病率约为0.4%~0.5%，青少年发

病率则接近1%，且男孩发病率比女孩高2~4倍[2-3]。

近年来，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多发性

抽动症发病亦呈上升趋势。如不及时治疗，部分患

儿可出现相关并发症，如强迫症、注意力缺陷、精

神分裂症及精神障碍等，严重者将增加自杀等死亡

的风险[4-5]。目前西医主要采用α-肾上腺素能激动

剂、典型抗精神病药、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和苯甲酰

胺等药物治疗，但由于无法根治，且长时间使用会

引起不良反应，如锥体外系症状、体重增加、嗜睡等
[6-7]，使得患儿及家长无法坚持治疗，导致病情反复，

迁延难愈。

针灸治疗多发性抽动症选穴规律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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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40；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3.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40）

摘 要 目的：探讨针灸治疗多发性抽动症的选穴特点及规律，提取新处方。方法：检索1979年1月1日至 2018年
11月1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的针灸治疗多发性抽动症的

相关文献，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对数据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本研究纳入文献145篇，包含处方155个，腧穴108
个，高频穴位为百会、太冲、风池、合谷、足三里、三阴交、四神聪等，得到基于关联规则的组方选穴模式，并经熵聚类分析

方法得出新处方 4个。结论：本研究基于关联规则分析和熵聚类等多种数据挖掘方法，发现针灸治疗多发性抽动症多从

肝脾论治，且重视以原穴为主的特定穴的使用和配伍，潜在新处方提示从调神、调和阴阳的方向治疗本病，为临床治疗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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