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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甘仁（1865—1926），孟河医派丁氏学派创始

人，孟河医派后期之领袖。丁氏学识渊博，除重视钻

研《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大

中医经典外，还攻读《脉经》《医门法律》《张氏医通》

《温热经纬》《世补斋医书》等著作，特别对于仲景之

学有独到的见解。丁氏谓医有二大法门，一为《伤寒

论》之六经病，一为《金匮要略》之杂病，皆为学理之

精要，治疗之准则[1]。伤寒分广义伤寒和狭义伤寒：

广义伤寒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狭义伤

寒是广义伤寒之一的伤寒，指感受寒邪引起的外感热

病[2]。张仲景于《伤寒论》中以六经辨伤寒，使邪之强

弱、病之传变有迹可循，亦使后世医家治疗伤寒有章

可遵。丁氏遵《伤寒论》而不拘泥于伤寒方，在《丁

甘仁医案·伤寒类》中共记载16则病案，皆以六经辨

证为切入点，循六经传变规律，辨别其夹杂情况，随机

应变。丁氏用药和缓轻灵，擅长用“轻可去实”之法，

创和营达邪、疏邪解表、疏邪化痰、宣化畅中之治疗理

念，施以适当治法，做到法随证变，进退有序。现选取

4则医案探讨分析，从中体会丁氏思想的精妙。

1 和营达邪

孔左，外邪袭于太阳，湿滞内阻中焦，有汗恶

风不解，遍体酸疼，胸闷泛恶，腹内作胀。宜疏邪解

肌，化滞畅中。川桂枝八分、仙半夏二钱、炒枳壳一

钱、白蔻仁八分、炒赤芍钱半、广陈皮一钱、大腹皮

二钱、六神曲三钱、紫苏梗钱半、苦桔梗一钱、赤苓

三钱、制川朴一钱、生姜二片。[3]19

本案为外感夹湿治验案。当外邪袭于太阳，风阳

伤卫阳，使卫不固营，营阴不能内守，因此汗出；痰湿

内阻中焦，使脾失健运，气机失宣，滞久生痰，痰湿内

生，蕴结气机，气机阻滞而导致腹内作胀、胸闷，并致

脾升胃降功能失调，则出现泛恶之症。丁氏以“疏邪

解肌，化滞畅中”之法治之，理法完备。方中妙用解肌

调营的桂枝汤，其中桂枝配芍药，二者一收一散，相互

为用，既于发汗中兼敛汗之效，又于和中并调卫之功，

各尽其长又相互制约，使桂枝之辛散之力不耗伤阴液，

赤芍易白芍，用赤芍活血行滞之功替白芍柔肝敛阴之

效，收而不恋邪，从而使表邪得解而里气和，营卫自调，

充分体现了丁氏“和营达邪”之妙法。患者体内湿滞

交阻为甚，去甘草、大枣之助湿增满之药，且于方中合

二陈汤之法以理气和中、燥湿化痰；半夏、茯苓、生姜

三药合用，取半夏厚朴汤之意，增强行气化痰之力；神

曲、陈皮二药配伍，行燥湿化痰之功，减轻呕恶、脘腹

胀满症状；大腹皮、白蔻仁行气化湿宽中；枳壳、桔梗

调气机升降。诸药相伍则表寒得除，内湿得化。

2 疏邪解表

袁左，伤寒两候，太阳之邪未罢，阳明之热已

炽，热薰心包，神明无以自主，发热谵语，口渴欲饮，

脊背微寒，脉浮滑而数，苔黄。宜桂枝白虎，一解太

阳之邪，一清阳明之热。川桂枝五分、仙半夏二钱、

生甘草四分、连翘三钱、熟石膏三钱（打）、炙远志一

钱、朱茯神三钱、知母钱半、生姜一片，红枣二枚。[3]20

尤在泾曰：“二阳并病者，太阳病未罢，而并于阳

明也”[4]，本案为太阳阳明两经并病治验案。病案中太

阳表邪不罢，寒邪侵扰，《类经》云：“太阳司天，寒淫所

胜，则寒气反至”，太阳经走脊背，故脊背微寒。《伤寒

贯珠集》[5]曰：“发汗不解，邪不外散，而欲内传，为太

阳而之阳明之候也”，故太阳之证未除，内传陷于阳明，

阳明大热，直熏心包，外邪侵心，则心包络当先受病，

起“代心受邪”之功，心主神明，心神被火热所扰，则主

神明之力紊乱难以自主，故发热谵语。阳明内热，热灼

津液，故口渴欲饮。丁氏以桂枝白虎汤加减治之。方

中含桂枝汤意，透邪解表发汗，并将酸寒之芍药剔除，

使上涌之邪热不至滞于胸中，而使邪有所出。蕴白虎

汤意，去阳明之热，以遏邪热之势。《内经》曰：“热淫

所胜，平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故方中知母、

石膏苦甘以散热，甘草之甘以益气，以缓热盛伤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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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连翘入心、肺二经，长于清心火，散上焦风热，以单

药而行解表、清热之功；半夏辛开散结、化痰消痞，远

志安神益智、祛痰开窍，茯神宁心安神，三药共用使痰

化而神有所归。运用“疏邪解表”之法，诸药合用，表

里双解，既疏太阳表邪，又除阳明内热，全方共奏解表

清里、通腑泻热之功。本案中，丁氏遵仲景伤寒之法，

循六经之意，表里兼顾，用药环环相扣。

3 疏邪化痰

贺右，伤寒两感，挟滞交阻，太阳少阴同病。恶

寒发热，头痛无汗，胸闷腹痛拒按，泛恶不能饮食，腰

痠骨楚。苔白腻，脉象沉细而迟。病因经后房劳而

得，下焦有蓄瘀也。虑其传经增剧，拟麻黄附子细辛

汤加味，温经达邪，去瘀导滞。净麻黄四分、熟附片

钱半、细辛三分、茯苓三钱、仙半夏三钱、枳实炭一

钱、制川朴一钱、大砂仁八分、楂炭三钱、延胡索一

钱、两头尖钱半（酒浸，包）、生姜三片。二诊，昨投

麻黄附子细辛汤，去瘀导滞之剂，得畅汗，寒邪已得

外达，发热渐退，腹痛亦减。惟头胀且痛，胸闷不思

纳食。脉象沉迟，舌苔薄腻。余邪瘀滞未除，阳气不

通，脾胃健运失司。今制小其剂而转化之。[3]22

本案为太阳、少阴两经同病治验案。患者虽两

经同病，实则有先后之别，丁氏拟以麻黄附子细辛汤

为底方便可见一斑。《伤寒论》[6]曰：“少阴病，始得之，

反发热脉沉者，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故此病案为

少阴虚寒，复又感寒而得。感寒则太阳伤寒，邪正交

争故恶寒发热、头痛无汗。经后本就血气亏虚，房劳

则加重精血亏耗，气生乏源，血行无力，津停气滞，故

胸闷腹痛拒按。气不行则湿邪生，蕴结脾胃，使其运

化失权，受盛无力，脾升胃降失常，故泛恶不能饮食。

腰为肾之腑，肾主骨，肾精亏耗则腰酸骨楚。丁氏拟

以麻黄附子细辛汤为底方，方中麻黄开腠理，细辛散

浮热，附子固元阳，扶正祛邪、助阳解表[7]，治疗少阴

本虚复感外邪的太少两感证，表里同治，最为恰当。

茯苓、仙半夏、制川朴、生姜四药，取张仲景半夏厚朴

汤之法，行气散结、降逆化痰，助疗气虚湿蕴之证；延

胡索禀初夏之气，味辛性温， 入少阴经，温经畅气，以

解下焦蓄瘀之患；枳实炭、楂炭，炒炭后使行气与和

胃之力更甚，疗气弱，助脾胃，双管齐下。诸药合用使

外邪得解，内壅得化，祛邪而不伤正，行气而化湿滞。

丁氏灵活运用“疏邪化痰”之法，使邪去，阳生，身安。

4 宣化畅中

陈左，气阴已伤，伏邪留恋，渐欲传入少阴，虚

阳易于外越。痰湿弥漫中宫，清阳不能宣布。颇虑

正虚邪实，姑拟扶正达邪，宣化痰湿。俾太阴之邪，

从阳枢外泄乃顺。潞党参三钱、生甘草八分、广陈皮

一钱五分、熟附块二钱、仙半夏三钱、熟谷芽三钱、软

柴胡八分、云茯苓三钱、生姜三片、红枣五枚。[8]

本案为正虚邪恋治验案。病因为表有外寒内

有伏邪，内外交阻耗气伤阴，气阴两伤，邪不去而累

及少阴，致阴亏不制阳之势，故阳无以制，虚阳外越。

气虚推动无力则津停湿生，痰湿蕴结中焦困脾，致使

脾主升清之力被遏。丁氏虑其正虚邪实，拟用扶正

达邪之法，宣化畅中。方中党参、甘草、茯苓、陈皮、

半夏拟用六君子之法以补气血、化痰湿、益气健脾。

方中妙用熟附块，熟附块为通十二经纯阳之药，其性

善走，外则达皮毛而除表寒，里则达下元而温痼冷，

彻内彻外，行内外之功；熟谷芽、生姜、红枣三药温中

焦之寒，健运脾胃使寒去而脾胃之阳得复。诸药合

用共奏补气养阴、祛痰行气之效。本案充分突显丁

氏扶正祛邪、固护脾胃的治疗理念。

5 结语

综上，丁氏遵《伤寒论》而不拘于伤寒方，医外

感多经方、时方合用，立论和缓，重视固护脾胃。对

于外感夹湿之证以桂枝汤加减和营达邪，对于太阳之

邪未罢合并阳明之热证以白虎汤加减疏表清里；对太

阳、少阴两感之证以麻黄细辛附子汤加减疏邪化痰；

对于伏邪留恋渐入少阴之证以六君子汤加减宣化畅

中。丁氏临证强调抓主证，药少量小效宏，其经验值

得进一步深入挖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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