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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派启萌于《周易》、《内经》，发展于东汉张

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后经宋、元、明、清朝等诸

多医家的探索和创新，至清代由四川著名医家郑寿全

最终发展形成一套完整而成熟的理论及实践体系。临

床上重视人体阳气，善以姜、桂、附治疗重病沉疴，

疗效显著。一百多年来扶阳名家层出不穷，其中最有

名者包括嫡传弟子卢氏一门(卢铸之、卢永定、卢崇

汉)，以及范中林、唐步祺、吴佩衡、祝味菊、李可，

卢崇汉弟子刘力红、唐农等。
1 火神派思想概要

1.1 阳主阴从的重阳观，尤重坎中一阳 《内经》
指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

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阴阳的变化是天地间最根本的变化形式，生、长、
壮、老、已是阴阳变化的根本体现。火神派在阴阳两

纲中重视阳气的作用，提出阳主阴从的观点。阳主阴

按：本例患者由于生活在岭南，外在湿热之气盛

行，加之为中年妇女，形体偏胖又嗜食肥甘油腻之

品，致内、外湿热之邪相合而使其便秘顽固缠绵。初

诊以清热利湿、运脾理气、兼宣肺疏肝为法，火炭

母、地榆、泽泻清热利湿；白术取生且量倍于枳实，

意在运脾理气而使便浊自下，临床往往能使便秘患者

肠蠕动功能得以逐渐恢复；苦杏仁、莱菔子宣肺降

气；柴胡、赤芍疏肝以助脾运；火麻仁、玄参润肠通

便。复诊时腹胀有所加重、餐后明显，乃热邪渐祛，

热蒸之力渐减反增湿阻之故，故前方去火麻仁、柴

胡、泽泻，加太子参、大腹皮、厚朴以加强运脾行滞

除湿之力。再诊时大便已每日 1 行，但仍量少质粘、
排出困难，之所以易大腹皮为槟榔意在加强行气通便

之力，而易太子参为五爪龙则是取其补而不腻之性。
药后患者便秘基本好转，大便也可日行 1 次但仍稍欠

爽；考虑此时热邪虽已基本祛除，但因虑于湿邪之粘

滞仍以运脾理气化湿为主进治。故易赤芍为白芍，易

玄参为大腹皮则意在开气而不助热伤阴，使气通则湿

化；且大腹皮合槟榔有通畅全身气机之妙。之后守方

再巩固治疗 1 周，最终取得良好效果。
便秘一症，临床治疗通常以通下为主；但湿热便

秘误下最易损脾伤胃，使脾气难以升腾化湿，湿反乘

虚下陷则便秘更加难愈。因此，治疗湿热便秘尤其顽

固性患者时，应以运脾调畅气机为基础、清热芳化除

湿祛除病因为先；同时开上、畅中并施，使肺气宣

畅、脾升胃降、肝气疏通、肠道通调则邪有出路，弥

漫于三焦之湿热逐渐得除，肠道与其它脏腑间重新达

到“阴平阳秘”，则大便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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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的观念由来已久，早在《周易》中就有了对它的记

载。《易·乾卦象》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

统天”；“至载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乾为

阳，主万物的生机，是天，处于统治地位；坤为阴，

主万物的生长，处于阳的调节之下，所以顺应天，处

于被统治地位。
卢崇汉[1]强调治病养生旨在重阳扶阳，认为人体

的正常生理是以阳为主导的阴阳二者相对平衡协调的

结果，而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以阳为主导的阴阳对

立统一协调的正常生理关系遭到破坏所致。基于此，

卢氏提出“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

火消阴”；“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
的指导思想。扶阳学派重视阳气，尤其重视坎中一

阳。卢氏认为，坎中一阳为人身立命之本，人体的

生、长、壮、老、已都由坎中一阳的状态决定。
疾病的发生也是由于这坎中一阳受损所引起，所

以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郑寿全医学三书》 [2]云：

“病有万端，发于一元，一元者，二气混为一气者也。
一气盈缩，病即生焉。”“病也者，病此气也。气也

者，周身躯壳之大用也。”郑氏认为人的生成是本于

父母的真气温煦化育而成形，人之所以能够生存而不

发病全赖坎中一阳化生精血以营养身体，坎中一阳旺

盛外邪就不能侵袭它，内在七情也不能干扰它；从生

理上讲，没有坎中一阳人就不能生存立命。
1.2 火神派组方用药特点及规律 火神派脱胎于伤

寒学派，崇尚经典并推崇仲景学说，善于运用经方扶

阳治病，单方重剂，发挥运用都颇具特色。重阳扶阳

包括扶上中下之阳，如桂枝、参、芪等扶上之阳；

姜、蔻、西砂等扶中之阳；天雄、附子、硫磺等扶下

之阳[3]。《医理真传·辨认一切阳虚证法》说：有当

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有当温养以扶阳

者，甘草干姜汤。其中肾阳乃人立命之本，扶阳学派

尤善于扶助肾阳。温阳诸方白通汤、理中汤及自创之

潜阳丹、封髓丹等，皆从仲景四逆汤一方衍出。四逆

汤在火神派中被视为“补火种之第一方”，四逆汤能

扶先天之真阳，真火伏藏，使命根永固。郑钦安[2]则

反复强调：“甘温固元，是姜、附、草，不是参、
芪、术”。四逆汤乃回阳主方，仲景将其列于寒入少

阴，证见爪甲青黑、腹痛下利、身重畏寒、脉微欲

绝，凡人一身全赖一团真火，真火欲绝，故病见纯

阴 [4]。火神派认为凡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

用，不必等到肢冷脉绝、阳气欲脱之时。
2 火神派对中风的认识

《金匮要略》认为中风病之病因为络脉空虚，风

邪入中。火神派在中风的认识上也体现了重阳的思

想，遵循“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为主阴为从”
的道理，认为“阳衰在何处，风邪即中何处”；在治

疗上提出“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

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的治疗主

张。
郑寿全在《医法圆通》认为，凡得此疾(中风)，

必其人内本先虚，一切外邪始能由外入内，一切内邪

始能由内出外，闭塞脏腑经络气机，皆能令人死，不

得概谓皆由外致也。郑寿全对中风的认识为“真气衰

于何部，内邪外邪即在此处窃发”。他对世人常用的

中风治疗方法进行了评价：“常见卒倒昏迷，口眼

斜，或身软弱，或周身抽掣。众人治之，专主祛风化

痰不效”。提出自己的意见：“若专主祛风化痰，每每

酿成脱绝危候，何也？正虚而邪始生，舍其虚而逐其

末。况一切祛风化谈之品，皆是耗散元气之斤，未有

不立增其病者”。由此总结出自己的治疗原则为治中

风要扶其真元，使内外两邪绝灭；宗旨为不治邪而实

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
郑寿全对中风病机进行了分析：“虽然风由外入，

痰因内成，总缘其人素禀阳虚”，言阳虚损伤已极，

而外之风邪始得乘其虚隙而入之；即阳衰在何处，风

邪即中何处。阳虚则中宫健运之力微，中宫之阴气即

盛，阴气过盛，而转输失职，水谷之湿气，与内之阴

气相聚，而为涎为痰。久久阳微，寒痰上涌，堵塞清

道，遂卒倒昏迷。治疗方药用附子理中汤加砂仁、半

夏，起到扶其真元，使内外两邪绝灭的作用。
3 火神派弟子治疗中风举隅

3.1 半边风 （卢铸之案） [5] 徐某，男，52 岁，病

状：月 29 日夜得半边风，手足失灵，口不能言，系

气急入房，精流不止，两手脉触不到，手冷，额亦

冷。诊断：寸不及尺，气不归元。初方：制附片一两

五钱(先煮 2 h)，桂枝尖六钱，淫羊藿一两，益智四

钱，西茴香五钱，葫芦巴八钱，炙甘草三钱，生姜一

两五钱。方解：用附片刚烈之性，率领葫芦巴、益智

仁温肾益脾，使水温而气升，肾脾之精随气机逐渐上

升。甩淫羊藿导脾胃之精气归于沤中，使水沸而气易

升。用桂枝尖起太阳之气交于太阴阳明，胃升而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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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气动而化源达心达膻中，引气归神之意。服初方

后，手脚已能活动，尚不自如。
次方：制附片二两(先煮 2 h)，硃茯神五钱，淫

羊藿五钱，益智仁四钱，西茴香五钱，葫芦巴六钱，

炙甘草三钱，生姜一两五。方解：加硃茯神镇定精神

魂魄，都归温性药品之中。服次方后，已能下地行

走，但还不灵活，言语已正常。
三方：制附片三两(先煮 2 h)，桂枝尖六钱，益

智仁四钱，葫芦巴六钱，补骨脂五钱，淫羊藿八钱，

松节五钱，炙甘草二钱，生姜一两五钱。方解：加补

骨脂大助壬癸二水，得松节以引导，期达于筋脉骨节

之中，与桂附之性能温筋热骨，冀期筋骨中之精血续

续不间。服药后两脚走路有力了，精神尚不足。
按：今见此象，应把精气神三字握紧，使水火互

相为用，乾坤可能立极，先用火，火为立极之本，气

为团神之用，精为生气之质。应使精气神打成一片，

使上下内外相通想照，水火之交换有力，乾坤之立极

可稳。遵古全天真之意，移精变情之法，使情动而意

随，意稳而心安，心安而神定精气得归于炉中元阴元

阳自然能分能合。心脾肾三家互相为用。
3.2 中风偏瘫-脑血栓形成 （李可案） [6] 张亚康，

69 岁，1980 年 4 月 19 日初诊：高大肥胖体型，1
月来腰困如折，夜甚。小便余沥，昨晚睡前觉右肢麻

木，今晨醒来已偏瘫，嘴向右歪斜，漏气，漏饭，舌

短，语蹇，头晕气短，按脉浮软，舌淡胖有齿痕，舌

左瘀斑成片。县医院内科诊为脑血栓形成。年近古

稀，形盛气衰，肾元久亏，肝失滋荣，气虚失运，发

为偏枯。拟补阳还五汤加减，以益气固肾、祛痰化

瘀、虫类通络。处方：黄芪 120 g，当归、生龙骨、
生牡蛎各 30 g，赤芍 15 g，川芎、桃仁、红花、地

龙、白芥子、天南星、白附子、桂枝、天麻、僵蚕、
地鳖、炙甘草、鲜生姜各 10 g，枣 10 枚，胡桃 4
枚，3 剂。每天针灸曲池透少海，合谷透后溪，阳陵

泉透、阴陵泉、风市、足三里、牵正穴。4 月 21 日

二诊：口眼歪斜已愈，语言饮食已无碍，手脚可抬

举，患手握力恢复，效不更方，原方 3 剂。4 月 24
日三诊：生活已自理，舌上瘀斑退净。用三七、琥

珀、红参、紫河车、止痉散各 30 g，研粉，每天 2
次，每次 3 g 口服。痊愈。随访 5 年，一切如常。
3.3 中风 （祝味菊案） [7] 张先生，1 月 14 日一诊。
症状：耳鸣目花，肢麻言謇，口歪气逆，溲频短，苔

白腻，脉沉弦。病理：下虚上盛，血压过高，气血上

并，中湿复盛，经络壅滞，心肾亦衰。病名：阳虚感

寒，类中。治法：当与潜阳化湿，兼益心肾。处方：

磁石(先煎)60 g，苍术、桑枝、牡蛎(先煎)、附子(先
煎)各 15 g，朱茯神 18 g，姜半夏、酸枣仁各 24 g，

菊花 6 g，大腹皮 12 g，天麻、黑锡丹各 9 g，生姜

汁半茶匙。1 月 16 日二诊。治法：再与潜阳，淡化。
处方：磁石(先煎)60 g，苍术、茯神、附子(先煎)各
18 g，生牡蛎(先煎)45 g，补骨脂、葫芦巴各 15 g，

酸枣仁 24 g，姜汁炒川连 2.4 g，天麻 9 g，淫羊藿、
大腹皮各 12 g。三诊诸恙如前，脉仍弦细。治法：

与前法损益。处方：灵磁石(先煎)60 g，苍术 18 g，

朱茯神 18 g，生牡蛎(先煎)45 g，酒制黄连 1.8 g，附

子(先煎)18 g，姜半夏 30 g，肉桂(后下)4.5 g，天麻

6 g，大腹皮、黑锡丹(先煎)各 12 g，生姜 9 g。
按：素体阳虚，下虚上盛，耗气伤血，精血逆

乱，风挟痰湿，壅滞经络，故见肢麻言謇，口歪气

逆，耳鸣目花；苔白腻，脉沉弦是为寒湿内盛之候。
治与潜阳化湿，兼益心肾甚为合拍。用附子补肾温

阳，祛寒化湿；磁石、牡蛎镇静安神，是为祝氏经验

之药，兼以朱茯神、酸枣仁养心安神，天麻、菊花平

肝清肝；苍术、姜半夏、大腹皮、生姜汁健脾和中，

化痰通络，加之黑锡丹温肾助阳。诸药合力，使肾阳

充旺，阴霾自散，下元得以巩固，则冲逆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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