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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医骨伤科“平补派”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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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清时期中医骨伤科出现了两个主要学术流派：“平补派”和“武术伤科派”。本文从“平补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和代表

医家及其论著两个方面，对明清时期中医骨伤科“平补派”的学术思想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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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流派的形成必须有一定的中心学术思想或
中心研究课题，必须有一批比较著名的人物从事学术

方面的研究工作，必须有著作传世并产生一定的社会

影响［１］。依据这个观点，明清时期的中医骨伤科可分

为“平补派”和“武术伤科派”两个主要学术流派。本

文从“平补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和代表医家及其论著

两个方面，对明清时期中医骨伤科“平补派”的学术思

想进行了阐述。

１　“平补派”的主要学术观点
明清时期气血学说和命门学说的发展，对当时骨

伤科医学理论的建立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关于

气血在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中的作用的理论更

加丰富，关于气血的学术观点，可概括为以下３点［２］：

①气为本、血为神，即气是人体各器官功能的源泉，血
是精神、形态的物质基础；②气和血在生理、病理方面
存在密切的关系，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虚则血

虚、血虚则气脱；③气和血的治疗方法遵循血滞先行
气、血虚先补气。受气血学说的影响，薛己对伤科疾

病的辨证论治，基本上以气血学说和脏腑学说为依

据，所列举的证候也多以补气养血活血等方法治疗。

明代医家关于“命门”的争论，实际是对《内经》

有关肾的内容的发挥，如张景岳认为“肾为生命之海，

为元阳之窦……称命门者是也”，把人体生长发育的

动力归属命门，主张补命门火为治病大法。薛己和内

科温补派的赵献可、张景岳等人学术观点基本相同，

注重治病求本，重视肝肾脾胃的作用，治疗主张补气

血、补肝肾为主，行气活血为辅，并结合自己的治伤经

验，形成了重视内治、重视整体观念与八纲辨证论治

的“平补派”。“平补派”的治法名为平补，实则为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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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常用方剂以四物汤、补中益气汤、八珍汤、六味地

黄丸为主。由此，明清时期中医骨伤科“平补派”的主

要学术观点可总结为：①强调整体观念，辨证论治；

②强调元气及肝肾脾胃的作用，主张培元固本治伤；

③以八纲辨证论治为主，主张平补，反对寒凉。

２　“平补派”的代表医家及其论著
２．１　薛己和《正体类要》　薛己堪称明代命门学说的
首倡者，他的６５则医案中，有约４０则是运用补气以
培元和补脾胃肝肾以固本的。“平补派”以薛己为首，

因此又称“薛己派”。薛己的《正体类要》是我国第一

部骨伤科内治法专著［３］。薛己为明弘治年间御医，由

于身份特殊，其所面对的治疗对象不是达官贵人就是

老弱妇孺，或是损伤后期的病员，鲜有新伤者。因此，

《正体类要》全书多为内治治法，鲜有关于外科手法的

论述。在骨科损伤的病机方面，《正体类要》曰：“筋

骨作痛，肝肾之气伤也。……若骨骱接而复脱，肝肾

虚也”。薛己认为关节脱位复位后复脱及损伤之后筋

骨的疼痛，均为肝肾亏虚之故，治疗力主补肾之法。

对伤科疾病的治疗，以补肝肾、补气血为主，偏于温

补，重视脾胃；他将内科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全面

地应用到伤科，认为“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

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岂可纯任手法，而不求之

脉理，审其虚实，以施补泻哉”［４］。《正体类要》用独

参汤４例、归脾汤４例、十全大补汤１０例、四物汤２１
例、小柴胡汤８例、补中益气汤８例、四君子汤４例、
六君子汤９例、八珍汤１１例、圣愈汤２例、二陈汤１
例、逍遥散１例、清胃散１例、地黄丸１例、羌活防风
汤１例、大川芎汤１例［５］。

２．２　沈金鳌和《杂病源流犀烛》　沈金鳌为清乾隆年
间骨伤科名医，著有《杂病源流犀烛》。沈金鳌认为

“虽受跌受闪挫者，为一身之皮肉筋骨，而气既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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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瘀，其损之患，必由外侵内，而经络脏腑并与俱

伤。……其治之法，亦必于经络脏腑间求之。而为之

行气，为之行血，不得徒从外涂抹之之已也”［６］。即局

部的外伤会导致全身气血运行的变化，对于伤科的患者

不可单独应用外治法，治疗时要从调理全身气血着手。

２．３　胡廷光和《伤科汇纂》　胡廷光为清嘉庆年间名
医，精于伤科，代表著作《伤科汇纂》。胡廷光受薛己的

影响，在骨伤科疾病的治疗上强调八纲辨证、脏腑辨

证，用药以平补为主。在内伤用药中，胡廷光重视保护

脾胃功能，提出温补疗伤，反对寒凉用药，认为“凡损药

其性必热，能生气血以接骨也”“药忌寒凉，恐筋寒肉难

伸也”，提出了“肉伤当补脾，脾健则肉自生”“凡损伤之

症，不宜咸寒之品”的思想［７］。胡廷光在伤科疾病的诊

治中，将整体辨证论治与按受伤部位辨证相结合，并提

倡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对于不同部位损伤后的瘀血停

滞采用三焦辨证“盖闻内蓄不散，治分三部：上宜犀角

地黄，中必桃仁承气，瘀在下者，抵当通利”［８］。

２．４　钱文彦和《伤科补要》　钱文彦为清嘉庆年间骨
伤科名医，著有《伤科补要》，处方用药中遵薛己的原

则，认为伤科诊治中应根据脉象虚实、体质强弱、损伤

部位、新旧伤等辨证论治。钱文彦提出“临症时，须察

脉之虚实，审症轻重，药配伍君臣佐使，治分老幼强

弱”“凡初伤时，切忌热汤淋洗，恐冒汤火之毒”“外用

运、熏、灸、倒四法，宿伤可用，新伤不可用。新伤者，

血未归经，恐其瘀血攻心之患也”［９］；还提出“凡跌打

损伤之证，恶血留内，则不分何经，皆以肝为主。盖肝

主血也，败血必归于肝。”在处方用药中主张以疏肝调

血行经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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