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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 

基于《医门法律》和《临证医案指南》探析喻嘉言与叶天士

辨治咳嗽异同 

 

王莎  许航  李成年  方铁根 

 

【摘要】本文旨在根据《医门法律》和《临证医案指南》比较喻嘉言与叶天士两位医家对咳嗽的认识

以及辨证、治疗的异同。喻嘉言认为，咳嗽病因病机为内外合邪，而重在内因，强调内在体质因素于咳嗽

发病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临证分型主张病随体异，探求治病之本。叶天士认为，咳嗽应分外感内伤，外

邪侵袭主犯肺卫，久则变传五脏，强调外感六淫是咳嗽发病的主要病因。两位医家学术思想鲜明，在咳嗽

的辨证论治上各有建树。喻嘉言独创清燥救肺汤以治秋燥咳嗽并提出咳嗽治病的六大禁忌。叶天士将六经

辨证与脏腑辨证融会贯通，提出风温咳嗽久燥伤阴等创新理论，以经方并蓄时方形成其治咳理论。通过对

比两者对咳嗽的辨治，挖掘其思想异同，探析其治法特色，从而为后世理论研究与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喻嘉言； 叶天士； 咳嗽； 《医门法律》； 《临证医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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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是以咳嗽、咳痰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常见呼吸道疾病，常可单一发病或作为其他疾病的伴随症状。

“咳嗽”一词作为病名最早的记载见于《黄帝内经》,其中《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秋伤于湿,上逆而

咳”,而在《素问》中已有关于咳嗽的专篇《咳论》的记载[1]。后至春秋战国时期各医家对咳嗽的认识已近

全面，其病机多认为是肺失宣降、肺气上逆，但咳嗽的发病原因却很复杂。 

《黄帝内经》详尽论述了咳嗽症状，为后世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历代中医名家对咳嗽的认识发展又

延伸出不同的见解。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首次对咳嗽的病因进行了分类并详细叙述了外感、内伤

咳嗽的病理过程。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结合内经营卫、阴阳理论，首创辨证论治之法，对各类咳

嗽的论证透彻，理法方药俱全，为后世咳嗽辨证论治之准绳[2]。 

喻嘉言作为清初三大名医之一，学术思想尽数体现在其著作《医门法律》中，书中对咳嗽的认识在继

承并发展先贤的基础上提出“大气论”“秋燥论”等创新性理论，并看到了内伤因素即不同患者的特殊体质

在咳嗽发病过程中的先导作用。临证治疗从体质之内因与致病之外因共同出发，尤重内因。叶天士是温病

学说的奠基人，华岫云收集整理其多年医案所成《临证医案指南》，从中咳嗽案例可见叶天士非见咳治咳，

他认同张仲景外感内伤的分类方法，以外感六淫不同邪气致不同证型为指导，多用宣肺祛邪等治邪之法，

并提出“风温致咳久而化燥伤阴”理论丰富了中医对咳嗽的认识。喻嘉言和叶天士对咳嗽的认识均是在先

贤基础之上又分别提出独特见解，通过对比两家思想，探其治法、察其特性能够完善对咳嗽病因病机的认

识，求其共论、析其不同能够指导后世理论研究与临床治疗。故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析喻嘉言与叶天

士辨治咳嗽之异同。 

 

1  喻嘉言论咳嗽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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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嘉言，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述三纲学说丰富中医基础理论，创逆流挽舟之法治疗痢疾，倡导规范

诊治，强调辨证之法，用药之律，其医名卓绝，冠及一时。在探求咳嗽病因病机之道上，喻嘉言独树一帜

内求于本，强调不同体质所易感邪气亦不相同。其外，他善引比类，承袭《内经》对致咳之邪进行全面探

讨。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对咳嗽的阐述，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医家对咳嗽病因病机的认识。 

1.1 喻嘉言体质学说辨咳 

喻嘉言[3]在《医门法律》中虽没有明确提出“体质”一词，但对其论述不胜枚举。论暑湿咳嗽他说：“盖

暑湿之外邪内入，必与素酝之热邪相合，增其烦咳”。暑湿咳嗽的发病除了外邪侵犯，最主要的是人体素酿

热邪同气相求，内在之热主导人感受外在暑湿。辨风寒咳嗽则曰：“夫形寒者，外感风寒也。饮冷者，内伤

饮食也。风寒无形之邪入内，与饮食有形之邪相合，必留恋不舍”[3]，即风寒咳嗽之所以发病，其根本原

因在于形体素寒、过食生冷致寒凉体质易感风寒之邪侵犯肺卫，或内伤脾胃，不得行其津液输布之职，化

生痰饮有形之邪阻碍肺气，内外合邪发为咳嗽。述伤燥咳嗽有言“或因汗吐太过，而津越于外；或因泻利

太久，而阴亡于下”“或营血衰少，不养于筋；或精髓耗竭，不充于骨”[3]。人之阴津外失过度或血液内生

不足，形成阴虚内热体质，久则化燥上蒸，故“致肺金日就干燥，火入莫御”[3]。不论何种原因所致津液

骤失或阴虚体质，其本质总属燥火存内，于是感受燥邪之时无力抵御，咳无止息。 

喻嘉言比类《内经》“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之言，认为形寒饮冷

伤肺[4]。肌肤作为人体最大最外层的保护脏器，联通人与自然，由肺所主，当感受外邪时邪气通过皮毛侵

犯人体，首先影响的就是肺的生理功能。而不同体质之人对于风、寒、暑、湿、燥、火等外邪易感程度有

所不同，即机体自身的功能紊乱和代谢失调，也就是特殊体质因素在咳嗽发病上起着主导作用[5]。 

喻嘉言[3]在《医门法律》中云：“岐伯虽言五脏六腑，皆足令人咳，其所重全在于肺……皮毛先受邪气，

邪气以从其合也。”取前人所长，补前人不足，提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根本在于五脏六腑均能改变平人体质

使其易受相应外邪，并从皮肤犯入肺脏，致内外合邪，咳嗽病因，以此四字扼要。 

1.2 喻嘉言从内辨治咳嗽 

喻嘉言参《黄帝内经》之言，尊《金匮要略》之论，又融自身观点，提出咳嗽无论外感内伤，病根在

内的理论作为其治疗咳嗽的主旨，如治风寒咳嗽，其形体素寒、寒饮循胃上阻肺气才是主要病因，外感只

是引动之机，治疗时改变寒饮内蓄的体质状态才是根本。喻嘉言选《金匮要略》中小青龙汤一方加减治疗

风寒咳嗽。君以麻黄合桂枝行辛温解表、驱散寒邪、通阳化饮之功，外辅枳壳、前胡助皮毛宣散、肺气下

行，内配五味子、芍药敛肺止咳、防辛散太过。值得一提的是喻嘉言还兼顾了脾胃在痰饮内生之中的重要

作用，多于组方之中添加干姜、甘草等平甘补脾、温中化饮药物，使中气旺盛胃气和降，开其痰饮之阴凝，

驱其痰饮从下而出[5]。本其内外合邪之因遣以内外同治之方，组方用药中兼顾脾胃思前人所未及，辨伤燥

咳嗽喻嘉言更是独创清燥救肺汤补前人之未备。 

关于燥邪致病的记载首先源于《内经》，并提出了燥邪发病的临床表现及其治疗原则，然而《内经》病

机十九条中，独缺燥邪[6]。喻嘉言[3]深思《内经》中“秋伤于湿”一言，并改之为“秋伤于燥”，并明言：

“燥者，天之气也；湿者，地之气也。水流湿，火就燥，各从其类，此胜彼负，两不相谋。”他认为秋季天

气不降、地气不升自然之气不相交接，雨水稀少易生燥邪，而人或因汗吐太过，或因火热伤肺，或因肾水

难济造成津血内亏，阴虚燥热的体质，更易在秋日被燥邪所伤。喻嘉言首创清燥救肺汤以桑叶、石膏、甘

草、人参、桑白皮、阿胶、麦冬、杏仁、枇杷叶、知母、地骨等共同配伍，重用桑叶甘寒清肺、透邪润燥，

配煅石膏辛寒泄热，合麦冬、胡麻仁、阿胶、知母、地骨等多种药物养阴润肺、益气生津抓其根本，使肺

得滋养、治节有权，后佐杏仁、枇杷止咳平喘、降逆肺气，其中又合人参、甘草培土生金、健脾益气。内

外兼治，肺脾同疗，秉承“燥为火热甚”上清肺邪，并在前人辛香行气，燥者润之的基础上，指出应当生

津养血，即“亟生其津，亟养其血，亟补其精水，犹可为也”，提倡辛凉甘润，养阴益脾[7]。喻嘉言在疏表

透邪之外更重内因，或补肾水之虚，或泻心火之实，或除肠中燥热，或济胃中津液，总之，急以调整其人

津血亏虚、阴虚内燥的体质状态来治疗病症。 

喻嘉言由《内经》寒饮伤肺、皮毛感邪致咳比类于其他六淫邪气，独树一帜强调“体质”在咳嗽发病



过程中的先导作用，扩展了其他医家对咳嗽病因的认识，其遣方用药祛邪宣肺止咳时亦谨记调整脏腑功能，

纠其内伤体质。喻嘉言勤汲古训，继承与创新并重，辨证循律，治疗有法，对后世医家论治咳嗽具有极大

影响。 

 

2  叶天士论咳嗽师古不泥 

 

叶天士，温病四大家之一，温病学说奠基人，首创“卫气营血”辨证大纲，为温热病的辨证论治开辟

了新途。叶氏门人集其经验所成《临证医案指南》更是临床诊疗必读经典之一。其中仅咳嗽篇即收载了 144

则咳嗽医案，理法方药兼备，多有新论，较集中地总结了叶天士治疗咳嗽的临床经验及学术思想[8]。叶天

士认为咳嗽多因感受六淫或肺脏损伤，更创新性的提出风温咳嗽的概念，丰富了其辨证体系。 

2.1 叶天士外感邪气辨咳 

分析叶天士《临证医案指南》中咳嗽病案，大体可以看出叶天士将外感咳嗽归为风邪犯肺、风寒袭肺、

风热犯肺、风温犯肺、风燥伤肺、暑湿伤肺、湿热郁肺等 7个证候，将内伤咳嗽归为肺脾阳虚、肺胃阴虚、

胆火犯肺、肝火犯肺、肺肾阴虚等 5 个证候[8]。观其分型不难发现，叶天士辨证外感咳嗽完全是基于刘完

素在《河间六书》中所言“寒、暑、燥、湿、风、火（热）六气，皆令人咳”的六淫致咳思想，而风为百

病之长，其性肆虐最易伤人，外感咳嗽的证型之中多为风夹他邪共同侵犯人体而致。 

辨外感之时，叶天士融张仲景六经辨证及其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太阳经在表护卫人体阳气最盛，易为

寒所伤，外邪侵袭，卫表失和发为风寒咳嗽。不同邪气各自特性有极大差别，叶天士据其所致咳嗽的声音、

痰色、恶寒、畏风等临床表现辨证论治，其中温为热邪，前人医家鲜有区分，《临证医案指南》曰“脉右浮

数，风温干肺化燥。喉间痒，咳不爽，用辛甘凉润剂”[9]，首次提出风温咳嗽。认为风温之邪其性不及风

热之烈，病起之初易被忽视，但又如小火慢煮久则化燥伤阴由卫入营血损伤他脏，转为内伤。无论何家辨

咳，其病位首先一定在肺，肺为娇脏易受外邪侵袭，叶天士首以六淫辨咳，论及内伤，叶天士主参脏腑辨

证，以各脏特性与生理功能为出发点，如脾喜燥恶湿，外感湿邪若治疗不及时则易损脾伤脾致气虚、阳虚

咳嗽。外感内伤互为因果，又以所感之邪为主导。 

《临证医案指南》曰：“咳为气逆，嗽为有痰，内伤外感之因甚多，确不离乎肺脏为患也。”[9]叶天士

继承前人，确定咳嗽病位在肺，又受刘完素六淫辨证及肺主皮毛、娇脏易损生理特性的影响，认为咳嗽主

责外淫，感邪日久内犯人体又反牵连肺脏，咳嗽病因复杂，但总不离肺脏为患。 

2.2 叶天士从外辨治咳嗽 

叶天士治咳思想承自《内经》，法从经典且有发展，认为咳嗽首分外感内伤，继分六淫，宜分证辨治。

《临证医案指南》有案：“寒伤卫阳，咳痰。桂枝、杏仁、苡仁、炙草、生姜、大枣。”[9]对于风寒咳嗽，

叶天士常以经方桂枝汤加减祛邪，临证去芍药阴柔之性，免其阻碍肺气宣通，立桂枝为君解肌散邪、调和

营卫，佐杏仁降气止咳，苡仁甘淡可除饮化痰，临证若兼见口渴则加天花粉生津止渴。不难看出治疗风寒

咳嗽之时叶天士总以辛温祛邪为原则，以辛散风以温化寒，着眼致病之邪与临证表现精准用药。 

在前人基础之上，叶天士首创风温咳嗽的说法，指出“风温肺病，治在上焦”，风温之邪初犯肺卫临床

表现为咳嗽痰黄、发热咽痛，因上焦肺气不清，故还常见头胀、机窍不利等症状。《临证医案指南》有例：

“某（十岁）头胀。咳嗽。此风温上侵所致。连翘一钱半、薄荷七分、杏仁一钱半、桔梗一钱、生甘草三

分、象贝一钱。”[9]连翘有清热解毒之功，合薄荷可散风温之邪，生甘草清润、象贝化痰，杏仁、桔梗宣肺

止咳，并能提升药性上达风温侵袭之所。叶天士治上焦常用所谓“微苦微辛”之法，盖大苦则伤肺而走下，

故取微苦，以其味轻上行而不伤肺气；大辛则过于香散耗气，不利于“扶体”祛邪，故取微辛为宜[10]。 

叶天士结合卫气营血辨证理论提出风温之性烈不及风热之邪，易被忽视从而入营透血损伤阴津转为内

伤咳嗽，治宜麦门冬汤辛甘凉润、清养胃阴。叶天士也由风温咳嗽的辨证论治过程发现，在治疗外感之时

进一步强调固护其他脏腑的重要性，同样论及内伤咳嗽，他强调过用辛散或湿热内蕴日久则耗损阳气易发

虚咳，过用寒凉或水饮内蓄损伤脾肾，肾为气之根，脾主升清气故发咳嗽，或肝阳逆行，乘肺而咳等，治

疗时立足脏腑辨证，而非见咳止咳，探求致病之邪多脏同疗。概而言之，叶天士治内伤咳嗽，或以建中宫



为主，或以金水并补，或以平肝降肺，或以三焦同治，断非汲汲从肺治之者可比[11]。 

详观叶天士治疗咳嗽诸案，可见其辨证论治不拘于一脏一腑，分伤寒、温病之不同，察伏气、新感之

殊异，匠心独运融卫气营血辨证与六经辨证理论，强调外感邪气乃犯肺致咳之本，内伤本由外感潜伏日久

循经入里所致。由风温与风热咳嗽一字之别可查叶天士辨证之严谨，对后世医家拓宽治疗思路非常有益。 

 

3  两位医家辨治咳嗽的思想对比 

 

3.1 求同 

3.1.1  思想继承  喻嘉言与叶天士两者辨治咳嗽的学术思想总的来说均继承自《内经》，并在《医门法律》

和《临证医案指南》中多次引用《内经》“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

从其合也”等理论，在其基础之上又融自身看法发展为独特学术思想。首先两位医家都认同咳嗽病位为上

焦肺卫，而肺脏既可由他脏内伤牵连，又易由皮毛感邪侵犯肺卫导致咳嗽。咳嗽的病因虽极其复杂但其病

机总属肺失宣降、肺气上逆。 

3.1.2  辨证论治  在论及外感内伤问题时喻嘉言与叶天士虽各有侧重，但六淫邪气在咳嗽发病过程中的重

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以“上焦如雾”及“肺为华盖主一身之气”的生理特性出发，遣方用药祛除邪气时均

注意用药轻扬。脾胃为后天之本，主升清气亦为肺脏之母，两位医家辨证论治也常有兼顾。咳嗽作为一种

独立疾病又是多种肺系疾病的主要症状之一，其病因病机历来是各位医家的探讨重点，喻嘉言和叶天士均

是中医泰斗，对咳嗽辨治各具特色，寻其共通之处能够帮助后世医家确立疾病之基。 

3.2 存异 

3.2.1  理论发展  从《医门法律》和《临证医案指南》之中探求两位医家的论咳之道，观喻嘉言在咳嗽门

一节中所提及“取《金匮》嚼蜡，终日不辍，始得恍然有会，始知《金匮》以咳嗽叙于痰饮之下，有深意

焉”[3]，可见喻嘉言对咳嗽的理解萌芽于《内经》发散自《金匮》，而叶天士参张景岳《景岳全书》之言将

咳嗽主分外感内伤。在此基础之上，喻嘉言加以己见提出咳嗽乃内外合邪，内为主导的病机，认为脏腑功

能失常，内生邪气乃是四时外感咳嗽发病的病理基础，在内外合邪的先后主次问题上强调体质因素的重要

性。叶天士师从先贤并受温病学说影响，提出咳嗽首分外感内伤，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均易侵犯

肺卫，感邪日久或失治误治又入内损伤他脏造成内伤咳嗽，认为所感之邪才是咳嗽发病之要，不同脏腑的

生理特性不同，如脾喜燥恶湿，外感湿邪易困脾土发为气虚咳嗽、阳虚咳嗽等。 

临床治疗时，喻嘉言以体质出发内外兼治、首调脏腑，叶天士以外感为主宣通肺气、驱散邪气。如同

论风寒咳嗽喻嘉言选小青龙汤加减，重视其寒饮内停故感寒邪的形体状态；叶天士选桂枝汤去芍药加减，

主行解肌散寒宣肺祛邪之功。 

3.2.2  各有创新  同为中医大家，喻嘉言与叶天士对咳嗽的辨证论治均有一定建树，喻嘉言擅用比类之法，

把握《内经》精髓，论病治病比类人与自然探寻其本，独创清燥救肺汤补前人所未有，提出“秋伤于湿”

应为误传并更为“秋伤于燥”，进一步完善了后世对咳嗽病因的认识，临床治疗喻嘉言更是注重总结经验提

出治咳忌全用清热药、忌妄用二陈汤、忌忽视护中气、忌用劫涩药、忌不清证型、急症忌缓治等六大禁忌，

丰富了诊疗体系。叶天士尊从经典，将六经辨证、脏腑辨证与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理论融会贯通，辨证严谨，

创新性提出风温咳嗽的概念，使咳嗽辨证体系进一步完备，也为临床提供另一种思路。治疗时叶天士擅于

运用经方合用时方扩大其治疗范围，如大半夏汤，后世医家大多遵仲景治呕之宗旨，很少有新的发挥[12]；

叶天士以其治咳嗽大胆创新，亦取得较好疗效，对后世医家辨证论治影响颇深。 

 

4  结语 

 

本文通过阅读《医门法律》和《临证医案指南》试图窥探先贤辨咳治咳学术思想，析其异同。喻嘉言

与叶天士两位医家均为清代名士，在对咳嗽的理解上却各有侧重，咳嗽病位虽在肺脏，但喻嘉言主张其病

因是由内伤引动外犯；叶天士则认为咳嗽乃外感侵袭致病又入里。遣方用药之中两者又同重用药宜轻，上



开肺道，顾护脾土，培土生金。 

各家学术中对咳嗽的探讨虽已近完备，但喻嘉言将体质在其中的作用又提升至新的高度。大多医家论

咳总以外感疾病为要，治疗虽兼扶正但以祛除外邪为主，却易忽视脏腑功能是否平和，而喻嘉言注重内在

是否已生邪气，其思想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叶天士乃温病大家且对许多先贤的学术思想理解颇有造诣，这

也是他能将医学思想融会贯通的原因，《临证医案指南》虽为其后人所著，但其中咳嗽医案详实，更可窥见

叶天士辨证详查病因、师古不泥、治法极妙。两位医家的学术思想对现代临床辨证用药也具有较高的指导

价值。析其思想、探其精髓，笔者认为以同气相求、结合内外辨治更能把握咳嗽之机，无论体质、六淫何

为主导，内邪与外邪必存相似特性，临证治疗应结合自然之性兼顾处理。喻嘉言与叶天士两位医家辨治咳

嗽各有千秋，细查其特性与共性加以思考能够更好指导后世临床与研究，拓展处方用药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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