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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简斋先生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金陵医

家，也是金陵医派的奠基人[1]。他博采众长，灵活应

用《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理论，理、

法、方、药丝丝入扣，对《温病条辨》等诸家学说研

究透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一代名医邹

云翔教授曾手录张简斋医案568篇，经其女国医大

师邹燕勤教授整理出版为《邹云翔手录孤本张简斋

医案》一书[2]。我们通过精读简斋先生病案，深感先

生遣方之精妙，其医案字数不多，言简意赅，用药平

和，君、臣、佐、使配伍灵活，注重气机升降。简斋先

生擅长使用药对，配伍精当；煎药也别具一格，有丸

散包入煎剂，有煎汤代水煎药，还有丹剂、膏剂另服

等多剂型给药。通过药物配伍及其特色煎煮减轻药

物的毒副作用，提高临床疗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现将简斋先生特色用药经验总结如下，以飨同道。

1 擅用药对，配伍精当

简斋先生的医案中可见许多配伍精当的药对，

如：何左案（见图1），肺肾阴虚之咳嗽，治拟柔养疏

化，处方中包含旋覆花配蛤壳、苏梗配桔梗、赤芍配

白芍、杏仁配桃仁、桃仁配薏苡仁、半夏配寸冬、沙

参配半夏、茯苓配茯神、川贝配浙贝等药对，共奏补

肺益肾清肝、降气化痰止咳之效。药对配伍精当，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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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陵名医张简斋先生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是金陵医派的奠基人。《邹云翔手录孤本张简

斋医案》记录简斋医案568篇，经过精心研读，发现简斋先生不仅治法选方思路清晰，在用药、煎服方法方面也独具特色。

他擅长使用药对，配伍精当，药简力专；巧妙地将丸药、散剂包煎融入汤剂中，标本同治；用水先煎白茅根、芦根或者黍米、谷

芽、麦芽等，再以药汁代水煎药，护胃增效；在服用中药煎剂的同时配合吞服丹膏，屡起沉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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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力专，制短展长，相生相长。以下取8组简斋先生

最常用药对略作分析。

1.1  羌活配防风  羌活辛、苦，温，能祛风除湿、宣

痹通络，可祛外风，也善治伏风，以祛上半身筋骨间

的风寒湿邪为佳。王好古云：“羌活气雄，治足太阳

风湿相搏，头痛，肢节痛……乃却乱反正之主君药

也。”防风为“风药中润剂”，可平息内风，还具有升

清燥湿之功。两药相伍，共祛一身内外之风邪，且防

风能增强羌活解表和祛风通络的作用[3]。羌活、防

风是简斋先生临证常用药对，与不同方药配伍可治

疗多种病症，充分发挥其疏风解表、通络胜湿之功。

如：配柴胡、枳壳和解少阳，疏解气机，用于虚体伤风

之发热[2]41、感冒[2]18 ；配桑枝、桑寄生疏化通络，用于

风湿阻络之痹症[2]158 ；代替麻黄以开通玄府、淡渗利

湿，用于风水相搏之水肿[2]255 ；佐升麻、柴胡以醒脾化

湿、升阳助运，用于脾肾阳微之泄泻[2]110 ；合四物汤用

于血虚肝旺之眩晕[2]76、头痛[2]21、癫证[2]268 ；合导痰汤

用于风痰闭阻之痫证[2]106、胸痹[2]51。

1.2  寸冬拌法半夏  半夏辛温燥烈，燥湿健脾，和

胃化痰降逆；麦冬甘苦微寒，质地清润，入肺胃两经，

滋养肺胃之阴，兼清虚火。半夏虽燥，但拌麦冬则燥

性减而降逆之性存，独取其善降肺胃虚逆之气；麦

冬拌半夏则使麦冬滋而不腻，补而不滞。两者相配

以甘缓辛，以燥制润，寒温并用，相互佐制，减轻副

作用而提高疗效。如费伯雄所言：“半夏之性，用入

温燥药中则燥，用入清润药中，则下气化痰，胃气开

通，逆火自降。”简斋先生医案中常以半夏、麦冬与

多种药物相配，治疗不同证型的肺系疾病，如：配沙

参、玉竹清润阴液，用于肺胃阴虚之音哑[2]143 ；配白

芍、甘草以甘平濡润之品养肝柔肝，治疗肝旺肺弱

之咳血[2]221 ；配茯苓、茯神健脾化痰，培土生金，治疗

肺肾不足，经治疗咳止后体虚未复，肌瘦纳少[2]224。

简斋先生临床常用二陈汤调理杂病，在民国时期有

“老二陈”之称，以麦冬加入二陈汤可燥湿化痰、理

气和中而不伤阴。

1.3  淡干姜拌北五味子  五味子酸收，可敛肺气而

滋肾水，生津收汗，涩精止遗；干姜辛散温通，逐寒邪

而发表温经，燥脾湿而止呕消痰。以淡干姜拌五味

子，一收一散，一开一合，互制其短，而展其长，两者

相配散寒蠲饮而无温燥之痹。简斋先生治咳嗽、咳

喘等均会使用干姜配五味子，并配伍他药。如：肺肾

气虚、寒饮内停证伍以桂枝汤[2]206、苓桂术甘汤[2]103温

肺化饮，使肺气得以内守，寒邪得以散发，饮邪得以

温化；肺肾阴虚证伍以沙参麦冬汤[2]275敛肺滋肾，有

金水相生之妙。邹润安曰：“《伤寒论》中，凡遇咳者，

总加五味子、干姜，义甚深奥，经云‘脾气散精，上归

于肺’，是故咳虽肺病，而起源实主于脾，惟脾家所散

上归之精不清，则肺家通调水道之令不肃……干姜

图 1  《邹云翔手录孤本张简斋医案》节选

何左案                    衡左案                    叶左案                沉珀琼玉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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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脾肺，是止咳之来路，来路清则咳之源绝矣；五味

子使肺气下归于肾，是治咳之来路，来路清则咳肃降

矣。”可见简斋先生临证用药综仲景之法，据古而不

泥古。

1.4  蛤粉拌阿胶  蛤粉为蛤蜊等贝壳经煅制粉碎

后的粉末，可清肺热，滋肾燥，降痰清火，止咳定喘，

用于治疗咳嗽、胸痛、咯血等。与药物同制可祛除药

物的腥味，增强疗效，称为“蛤粉炒”，主要用于烫制

阿胶。《本经逢原》记有蛤粉“炒阿胶、鳔胶用之，以

其味咸能发滞性也”。阿胶为马科动物驴的皮经煎

煮、浓缩制成的固体胶，具有补血滋阴、润燥止血作

用，主治血虚萎黄、肺燥咳嗽、劳嗽咳血等。蛤粉拌

阿胶可降低阿胶的黏滞性，制约其滋腻助湿之痹，发

挥其有效作用[4]。两药合用，补肺体而润肺阴，纳气

补血止血而润燥，简斋先生配以赤芍、白芍治疗肝旺

肺弱之咳血[2]196 ；配以白芍、沙参治疗阴液未复、络

脉失养之咳血[2]145 ；配以六味地黄丸治疗肺肾不足

之咳血[2]215。

此外，简斋先生还灵活运用蛤粉拌青黛以清肝

泻肺、化痰止咳，治疗肝旺肺弱之咳血[2]221 ；蛤粉拌

地黄（炭）以养阴清热、凉血止血，治疗气滞血瘀，屡

愈屡发之咳血[2]190 ；桃仁拌阿胶以祛瘀生新、养血和

血，治疗经闭、小腹胀疼拒按[2]232 ；蒲黄炭拌阿胶以

活血化瘀、调经止血，治疗气阴大虚之崩漏[2]149。

1.5  白檀香/木香拌丹参  檀香是一种具有浓郁香

味的木料，白檀香是檀香的一种，以“皮洁而色白”

者为最优，含挥发油，气味芳香，具有调畅情志、镇

静安神、疏肝和胃、宽胸理气、散寒止痛等功效，《本

草备要》云其“调脾胃，利胸膈，为理气要药”。木香

为菊科植物木香的干燥根，《本经逢原》认为：“木香

气香味厚，不独沉而下降，盖能理胃以下气滞，乃三

焦气分之药，兼入肺、脾、肝三经，能升降诸气。”丹

参专走血分，祛瘀生新，养血活血，明代李时珍云：

“盖丹参能破宿血，补新血，安生胎，落死胎，止崩中

带下，调经脉”，故前人有“一味丹参散，功同四物汤”

之说。白檀香/木香拌丹参是简斋先生治疗气滞血瘀

导致腹痛[2]147、胁痛[2]108、痛经[2]256等症常用的气血双

润之代表药对，取“丹参饮”之意，活血祛瘀、行气止

痛，效如桴鼓。两者相配，一气一血，气血双调，可引

檀香/木香入血以行血中之滞，助丹参祛瘀生新，达

气行则血行之目的。

1.6  吴萸拌川楝子  吴茱萸味辛，性善下行而温肝

肾，暖胞宫，有良好的止痛作用；川楝子味苦性寒，

疏肝解郁，行气止痛。吴茱萸与川楝子二者均入肝

胃经，但性味相反，拌制后可反佐用药[5]，更好地引

药入肝胃经。《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言“医用吴萸、

川楝，苦辛温佐苦寒降泄不安”，可用于少腹瘕聚，痛

甚带下。简斋先生在肝胃寒凝气滞所致的腹痛[2]178、

胃脘痛[2]180、痛经[2]44、闭经[2]226等痛症中使用吴萸拌

川楝子，与白檀香/木香拌丹参用于气滞血瘀所致的

疼痛病症不同，可见先生辨证用药之精妙。临证配

伍：于下虚寒湿之痛经，配伍二陈汤以理气化湿[2]44 ；

于冲任虚寒之产后腹痛，配伍小茴香、当归以温经活

血[2]178 ；于肝郁阴虚之胃脘痛，配伍白芍、生地以养

血柔肝[2]111。

1.7  天麻配池菊  天麻入肝经，平肝息风力强，张元

素认为其“治风虚眩晕头痛”，《本草汇言》谓其“主

头风，头痛，头晕虚旋，癫痫强痉，四肢挛急，语言不

顺，一切中风，风痰”。池菊又名滁菊，主要产自安徽

省滁州市，为道地药材，名列“中国四大药菊”之首

菊。《本草经疏》云：“菊花专制风木，故为去风之要

药。”天麻、池菊为简斋先生临证常用药对，与《审

视瑶函》天麻汤、桑丹杞菊丸方义相似，均有散风清

热、平肝明目之意，用以治疗肝阳上亢导致的头痛、

眩晕、中风等证。简斋先生在运用天麻、池菊同时常

根据兼夹证候加减，如：肝血亏虚者，加入当归、白

芍、生地以养血柔肝[2]180 ；瘀血阻络者，加入桃仁、川

芎、红花以活血化瘀[2]160 ；肝肾亏虚者，加入女贞子、

穞豆衣以补益肝肾[2]56 ；等等。

1.8  银胡配鳖甲  银柴胡甘苦微寒，直入阴分，清

热凉血，善退虚热而无苦泄之痹，《本草正义》云其

“退热而不苦泄，理阴而不升腾，固虚热之良药”。鳖

甲咸寒，既能滋阴潜阳，又可引药直入阴分以清虚

热。二药源于清虚热之代表方清骨散，简斋先生每

遇外感发热、内伤发热、产后发热、虚体感冒等证属

阴虚者，必以两药相须相长，增强清退虚热的效果。

对于阴虚伤风者，配伍柴胡枳桔汤[2]17、桂枝汤[2]268养

阴疏风，和解表里；对于阴虚余邪未清者，配伍清络

饮[2]68、沙参麦冬汤[2]100清养托化，滋阴清热；对于伏

邪伤营者，配伍归脾汤[2]276、加减复脉汤[2]100调和气

血，养阴生津。

2 丸散包煎，标本同治

简斋先生为民国大医，擅长诊治疑难杂病，病变

涉及多个脏腑，本虚标实，为了标本兼顾，又不致组

方过于庞杂，先生巧妙地将丸药、散剂包煎融入汤

剂中。汤剂发挥药效迅速，用于治疗标实；丸、散发

挥作用缓慢，用于治疗本虚，培元治本。丸散剂与汤

剂同煎，既能发挥汤药之所长，也能发挥丸散药缓而

图治之长，两者相辅相成，标本同治。李东垣指出：

“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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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意

也。”如：衡左案（见图1），疝气，肝脾不和证，简斋先

生针对患者宿疝复发的病机运用了柴胡疏肝散、疝

气汤两张名方，又精准地加用了五苓散、橘核丸、戊

己丸包煎，使全方共奏疏肝通络、理气清利、补益肝

肾之功。

简斋先生常用的丸、散剂有：补益肺、肝、肾类的

七味都气丸、二至丸、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全鹿

丸；和胃健脾、疏肝理气类的戊己丸、小温中丸、橘核

丸、逍遥丸、越鞠丸、五苓散；清热利湿类的碧玉散、

二妙丸、滋肾丸、清暑益气散、黛蛤散、当归拈痛丸、

指迷茯苓丸等。以下择其一二述之。

2.1  七味都气丸  原方载于清代张璐所著《张氏医

通》：“都丸，治肾气不固，咳嗽滑精。”即六味地黄丸

加五味子，具有补肾敛肺之效，简斋先生多用于治疗

肺肾两虚之咳喘[2]194及鼻渊[2]144等。如在治疗肺肾两

虚之咳嗽[2]111时，常以金沸草散合止嗽散加减肃降肺

气、清肺止咳化痰治标，另用七味都气丸包煎补肾纳

气治本，使金水相生，肺肾同治。

2.2  戊己丸  脾胃按五行划分属土，而天干地支当

中，戊己即是属土，故戊己丸意指治疗中焦脾胃病证

的丸药。戊己丸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黄连、

吴茱萸、白芍组成，具有泻肝火、和脾胃之功。简斋

先生认为此方寒温并用，苦辛宣化，使少阳得和，肝

火得泄，脾胃复健，三味药达泄肝和胃、降逆止呕之

功，故以一方入煎药，而起多效。简斋先生每每在治

疗疝气[2]117、胃脘痛[2]145、呕吐[2]112、泄泻[2]169、鼓胀[2]104、

妊娠恶阻[2]274、产后中风[2]257等肝胃不和之证的中药

汤剂中加入戊己丸包煎。

2.3  全鹿丸  出自《古今医统》，功能补血气，益精

髓，壮筋骨。简斋先生擅用此丸治诸虚百损，五劳七

伤，疗肾阳衰败诸症。然此丸价格昂贵，非平常人家

可得，陈修园曰：“此方冠冕堂皇，富贵之家，无不喜

好。……高年瘦弱，用此早晚两服以代点心，不无补

益耳。”全鹿丸为补益肾元的代表丸剂，邹云翔教授

受简斋先生影响，在治疗肾劳、肾虚、老年人多脏器

气血阴阳不足时，常在汤剂中加入全鹿丸包煎。

2.4  滋肾丸  出自《兰室秘藏》，主治“不渴而小便

闭，热在下焦血分也”。清·李用粹《证治汇补》云：

“治湿不宜热，不宜寒，风胜湿，燥胜湿，淡渗湿，三者

尽之。”滋肾丸由黄柏、知母、肉桂组成，功用滋肾清

热，化气通关。知母、黄柏清利湿热；肉桂潜阳以降

肾火，且引诸药下行。故医案中简斋先生巧用滋肾

丸入煎剂以清下焦湿热，引火归元，多用于喘证[2]65、

消渴[2]260、淋证[2]259、遗精[2]93、尿浊[2]78、痹症[2]95等肾阳

亏虚兼夹湿热下注之证。

2.5  指迷茯苓丸  出自明·王肯堂《证治准绳》，以

半夏、茯苓、枳壳研末，芒硝化水，加上姜汁糊丸，功

能燥湿和中、化痰通络。简斋先生在治疗痰浊风湿

合病之痹症[2]87医案中以宣痹汤清热利湿、宣通经

络，指迷茯苓丸包入煎剂燥湿和中、化痰通络。煎

剂、丸药辛苦通阳，分而论治，足见其构思精巧。

3 煎汁煨药，护胃增效

“煎汁煨药”之法常出现在简斋先生处方末尾，

如“另黍米、小麦、谷芽、糯稻根须、小红枣煎汁煨

药”[2]204，“另芦根、白茅根煎汁煨药”[2]222，“用牡蛎、

鳖甲、石决明煎水煨药[2]98，“荷叶盖煎”[2]245等。“煎

汁煨药”即用水先煎黍米、小麦、谷芽或者芦根、白

茅根等，再以煎煮出来的药汁代替水煨煮其余药物。

这一煎煮特色在简斋先生医案中使用较多，总结其

“煎汁煨药”的运用有以下意义：（1）五谷之品先煎，

可养护胃气，用于久病或脾胃虚弱者；（2）需轻药重

投之品先煎，取药汁后方便煎煮其他药物；（3）质重

坚硬、有效成分不易析出的介贝、矿石类药物先煎，

有助于有效成分的析出；（4）具有药引作用的荷叶

盖煎，可引导全方直达病所。

3.1  五谷为养，顾护胃气  简斋先生医案中常用黍

米、粳米、小麦、谷芽、穞豆等五谷先煎取汁再熬药。

黍米指黄小米或玉米，有和中开胃之功；粳米健脾益

气，养阴生津；小麦养心除烦，补虚养气；谷芽开胃

快脾，下气和中；穞豆即黑豆之细者，可补肝肾，暖肠

胃。《黄帝内经》云：“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

益，五菜为充”，“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

也”。可知谷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而胃气之强

弱决定病情之预后转归。故简斋先生时刻不忘顾护

脾胃，凡遇久病或素体虚弱、产后病者，常以五谷杂

粮先煎，其用意为：一则和中固本，健壮脾胃，以助生

化之源，鼓舞正气驱邪外出；二则调和诸药，以防养

阴滋腻、腥臊秽浊之品碍胃；三则替换小建中汤之饴

糖，避免饴糖甘味太过，又不失味甘建中之意。

3.2  质轻量大，轻药重投  简斋先生医案中常用的

轻药重投之品有白茅根、芦根、藕节、冬瓜皮、赤豆

衣、扁豆衣等，因其质轻量大，故将其先煎取汁，后再

煎煮他药。

白茅根味甘，性凉，具有清肺益胃、凉血止血作

用。清·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云茅根“最善透

发脏腑郁热，托痘疹之毒外出；又善利小便淋涩作

疼、因热小便短少、腹胀身肿；又能入肺清热以宁嗽

定喘”。芦根甘寒，归肺、胃经，功能清热泻火、生津

止渴、除烦止呕、利尿，可用于热病烦渴、胃热呕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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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热咳嗽、热淋涩痛等症。白茅根、芦根鲜品清热养

阴生津之效较干品更佳，简斋先生常喜鲜品治疗发

热、湿温等症，用量大至60～200  g，故先煎取汁以煨

他药，既可提高临床疗效，又能避免体积过大无法煎

煮其他药物。《本草汇言》云藕节“味苦涩，气平，无

毒”，具有止血、化瘀之功，用于各种血症。简斋先生

用藕节与白茅根先煎，以清金平木，治疗肝旺肺弱之

咳血[2]221。冬瓜皮味甘淡、平，性微寒，入脾肺二经，

可止渴、消痰、利水消肿；赤豆衣、扁豆衣质轻而散，

善走肌表，祛除腠理之风气水邪。如叶左案（见图

1），简斋先生将冬瓜皮、赤豆衣、扁豆衣三者合用治

疗风水合病之面浮身肿[2]211。

3.3  质重坚硬，重镇收摄  简斋先生医案中在使用

牡蛎、龙骨、鳖甲、龙齿、石决明、伏龙肝等质重坚硬

之品时也常先煎。牡蛎咸寒，善于平肝潜阳，更长

于收敛固涩；龙骨甘涩，镇惊安神，固精止血；龙齿、

石决明涩凉，镇惊安神，除烦热，平肝潜阳，均可用

于治疗失眠、眩晕等症。如《金匮要略·血痹虚劳

病脉证并治》云：“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龙骨

牡蛎汤主之。”牡蛎、龙骨、龙齿、鳖甲及石决明等

介类药物味咸且重，性多偏寒，有效成分难以析出，

故简斋先生将其先煎30～45  min，待有效成分充分

溶解后再纳入他药，可减轻其咸寒之性，加强重镇

潜阳之功。伏龙肝又称灶心黄土，取之于土而用之

于土（脾），又久经火炼，秉承温热之性，温而不燥。

因伏龙肝之土性，与其余药物混煎则易使汤液混

浊，导致无法服用。先煎静置后取其上部清汁煎煮

他药，则可得其温中、健脾、收摄之功以止血，而不

致药液混浊。简斋先生以伏龙肝煎水煨药治疗脾

肾二阳不足之便血[2]246。

3.4  荷叶盖煎，升阳化湿  简斋先生在外感发热[2]135、

湿温[2]85、泄泻[2]245、便血[2]46等医案中用“荷叶盖煎”。

“荷叶盖煎”是指将荷叶当成“锅盖”覆盖在其他药

物上面煎煮，但其作用远胜于“锅盖”。荷叶入脾胃

经，具有清热解暑、升发清阳、凉血止血的作用[6]。简

斋先生认为将荷叶盖煎可以升清阳而清里热，助脾

健运而化水湿，取其轻清之气，解暑热、化湿浊、止泄

泻；可作为引经药，引他药入脾胃经；作为“锅盖”覆

盖，还可防止药汁煮沸后溢出。另荷叶的清香可醒

脾开胃，解除其他药物的异味，如同日常生活中常用

荷叶包鸡、糯米、排骨等以开胃解腻。

4 珍贵丹膏，屡起沉疴

简斋先生医案中除精妙的组方外，常另以丹剂、

膏剂配合服用，治疗疑难杂症、危急重症及久病体

虚者。常用丹膏有：具有温补下元、镇纳浮阳的黑

锡丹[2]103 ；治疗久咳、音嗄、咳血的沉珀琼玉膏（见图

1）；用于痰热扰心之癫证的白金丸[2]269 ；具有清热镇

惊、解毒作用的万应锭[2]61 ；专治瘟疫、疟痢、烂喉痧、

斑疹伤寒、时毒痈疽等症的七液丹[2]266 ；治脏腑阳虚，

寒湿内阻之泄泻、腹痛、呕吐的来复丹[2]246等。但因

这些珍贵的丹剂、膏剂中有的需用到名贵稀有的药

材，有的需以新鲜草药加工，有的需特殊炮制，部分

现今已将失传，临床也较少使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并

传承、发展。

5 结语

本文通过研读《邹云翔手录孤本张简斋医案》，

探讨了张简斋先生的特色用药。简斋先生擅用药

对，甚至在一方之中同时使用数种药对，时而协同增

效，时而反佐相制，足见其技巧之娴熟；喜用丸散剂

入汤剂包煎，汤剂起效迅速而去标实，丸散缓而图

治以固本；巧用“煎汁煨药”可以起到护胃增效的作

用；使用珍贵丹、膏剂治疗久病体虚、疑难重症。这

些特色用药的经验值得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学习，反

复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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