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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上海滩名医辈出 ,各显身手。1929

年秋 ,上海一巨贾 ,因患伤寒遍请中西医高手诊治 ,病势日

增 ,某名医断为“误投辛燥 ,法在不救”。名医祝味菊力排众

议 ,全力承揽 ,“具结”担保 ,果断采用附、桂、麻、姜之剂 ,不数

日而愈。当时沪上医界为之轰动 ,不仅赞其医术 ,更佩服其

“具结”担保之勇气。陆渊雷谓“君 (祝味菊) 心思敏锐 ,又自

幼专力治医 ,造诣非予所及。”徐相任称他为“国医中不羁才

是也”。名医章次公也大为叹服 ,自谓 :“此后一逢先生则奉

手承教 ,俯首无辞。”考陆、章诸公皆为沪上医硕 ,自视颇高 ,

能说出如此肺腑之语 ,足见对祝味菊钦佩之情。祝味菊
(1884 —1951) ,以善用附子著称 ,人誉“祝附子”,是近代中医

史上一个著名流派 ———“火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文借其

轶事开头 ,谈谈火神派。

所谓火神派 ,是因为该派风格独特 ,以善用附子、干姜等

热药著称 ,屡起大证、重证 ,惊世骇俗 ,在全国独树一帜 ,而且

代有传人 ,发扬光大 ,历百余年而不衰 ,至今犹有余韵。

中医史上有金元四大家 ,有经方学派、温补学派、温病学

派等等 ,千百年来 ,它们各树一帜 ,各呈异彩 ,汇聚而成中医

学的丰富源流。鲜为人知的是 ,在清代末年 ,四川还出现了

一个重要的医学流派 ———火神派。以笔者看来 ,其理论之精

妙 ,用药特色之鲜明 ,影响之大都不下于上面各家医派 ,堪称

中医宝库里的明珠 ,实有发掘之必要。各位同仁若有兴趣或

有相关资料 ,万望不吝赐教。

医史证明 ,凡能创造一家学派者 ,必有领军人物和几个

代表人物 ,还要有一定的理论著述与相当的临床实践 (医

案) 。这几条缺一不可 ,否则难以形成气候 ,更无以造成影

响。按此标准衡量 ,火神派可谓条条具备。

其领军人物是郑寿全。郑寿全 (1804 —1901) ,字钦安 ,

四川邛崃人 ,清同治年间 ,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誉满全

川 ,《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以善用附子 ,单刀直

入 ,拨乱反正著称 ,“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实医林一代雄

杰。

传此派之学者 ,百余年来不乏其人。吴佩衡 (1888 —

1971)南下昆明 ,云南遂有“吴附子”之名 ,他尤以善用附子治

麻疹逆证而风靡一时。祝味菊 (1884 —1951) 东去上海 ,沪上

医界几无不知“祝附子”者 ,他治热病 ,虽高热神昏 ,唇焦舌

蔽 ,亦用附子 ,认为热病不死于发热 ,而死于心衰。吴、祝二

位 ,驰名华夏 ,其影响较之郑钦安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中祝味

菊还是第一个提出“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概念者。

其它还有华阳刘民叔 (川藉沪上名医) ,以及陆铸之 (有火神

之称) 、补小南、范中林、龚志贤 (重庆) 、戴云波 (成都) 等 ,皆

为四川人 ,这一点颇有意味。其中祝味菊虽系浙江人 ,但弱

冠 (25 岁)入川 ,拜蜀中名医刘雨笙等 3 人为师 ,数年学成 ,

且在四川度过了 17 年的光景 ,逐步形成温补为特点的用药

风格 ,1926 年为避“川乱”才迁居上海 ,名扬沪上。

火神派的著述 :郑钦安 ———《医理真传》(1869 年) 、《医

法园通》(1874 年) ;吴佩衡 ———《麻疹发微》、《伤寒论新注》、

《吴佩衡医案》;祝味菊 ———《伤寒质难》、《祝味菊医案选》;刘

民叔 ———《鲁楼医案》;范中林 ———《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等等。

粗略总结 ,火神派理论有如下一些特点 : ①学术上以《内

经》为宗 ,“洞明阴阳之理”,“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病情

变化非一端能尽 ,万变万化 ,不越阴阳两法。”(郑钦安语) ②

临床上则“用仲景之法”,用药多为附子、干姜、肉桂等 ,附子

常用至 100g 以上甚至 300g ,尊附子为“百药之长”(祝味菊

语) ,用方则多为四逆汤、白通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 ,这是火

神派最鲜明的特点。③用药上虽有执滞之嫌 (其它医派如寒

凉派、温补派亦有此特点) ,但该派持论还是公允的 ,并不专

用姜附 ,其它药当用者则用 ,并不偏颇 ,“予非专用姜附者也 ,

只因病当服此”(郑钦安语) 。④对附子的应用有一整套铰为

成熟的经验 ,包括其配伍和煎煮方法 ,如祝味菊用附子多配

伍磁石、枣仁等 ;吴佩衡大剂量投用附子时 ,必令久煮 3h 以

上 ,以口尝不麻舌口为度。

理论总是抽象的 ,实践才是具体的。下面引用吴佩衡大

剂四逆汤治愈重症肺脓疡一案以供玩味。患者海某 ,女 ,19

岁。因剖腹产失血过多 ,经输血后 ,突然高烧 40 ℃以上。经

用青、链霉素等治疗 ,体温降低 ,一般情况反见恶化 ,神识昏

愦 ,呼吸困难 ,白细胞高达 20 ×109/ L 以上。因病情危重 ,不

敢搬动 ,未作 X线检查 ,于 1959 年 1 月 3 日邀吴佩衡会诊。

患者神志不清 ,面唇青紫灰黯 ,舌质青乌 ,鼻翼煽动 ,呼吸忽

起忽落 ,指甲青乌 ,脉弦硬而紧 ,按之无力而空。辨为心肾之

阳衰弱已极 ,已现阳脱之象。治唯扶阳抑阴 ,强心固肾 ,主以

大剂四逆汤加肉桂 ,药用 :附片 150g ,干姜 50g ,肉桂 (研末 ,

泡水兑入) 10g ,甘草 20g。预告病家 ,服药后若有呕吐反应 ,

且吐后痰声不响 ,气不喘促 ,尚有一线生机。药后果吐痰涎 ,

神识较前清醒 ,嗜卧无神 ,舌尖已见淡红 ,苔白滑厚腻 ,鼻翼

不再煽动 ,咳出大量脓痰 ,脉象同前。前方加半夏 10g ,茯苓

20g ,甘草减为 8g。三诊时神清 ,唇舌指甲青紫大退 ,午后潮

热 ,仍有咳喘 ,咯大量脓痰 ,脉弦滑。前方出入 :附片 200g ,

干姜 100g ,上肉桂 (研末 ,泡水兑入) 10g ,公丁 5g ,法夏、橘红

各 10g ,细辛 5g ,甘草 8g。此后病入坦途 ,诸症均减。经 X

线检查 ,双肺有多个空洞 ,内容物已大半排空。细菌培养 ,检

出耐药性金葡菌 ,最后诊为“耐药性金葡菌急性严重型肺脓

疡”。仍以附片 150g ,干姜 50g ,陈皮、杏仁、炙麻黄各 8g 善

后 ,1 周后痊愈。(《吴佩衡医案》)

按 　此案颇能代表火神派诊治风格 ,其认症之独到 ,用

药之峻重 ,皆非常医所及 ,读来令人钦佩。如此凶险之症 ,吴

氏以其过人胆识 ,高超医技挽之 ,令人叹服。若从白细胞 20

×109/ L 、咯吐脓痰、肺脓疡等入手 ,很可能陷入“痰热蕴肺”

的认识中 ,用些鱼腥草、黄芩之类套方 ,一般医者难以免此俗

套 ,那就很难想象是何后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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