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旴江名医龚廷贤“和”的脾胃观学术视角探析※

● 胡鑫才 1，2

摘 要 龚廷贤是旴江医学明代名医，悬壶云游四十余载，一生著述颇丰，对后世很有影响。本

文以其著作为依据，从龚氏的生平历程、理想信念、医学见解、疾病防治等方面进行探析。龚氏重视

脾胃之气的充足，气足方可保证气机畅通，临证以补、健为主，同时注重脾胃之间的调和、脾胃之阴阳

的调和以及正邪之间的本末关系，并从中医整体观出发，强调五脏之间的协调平和。因此，龚廷贤的

脾胃观是“和”思想在脾胃认识方面的体现，是“和”的脾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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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廷贤（1538年~约1635年），

明代临床医家，江西金溪人。师承

父（御医龚信）业，值中原疫疠流

行，活人无算；中年医名大振，治鲁

王妃臌胀病愈而千金不受，赐“医

林状元”匾额，誉为“回天国手”。

龚氏悬壶云游四十余载，学验俱

丰，对后世很有影响。主要著述有

《寿世保元》《《万病回春》《古今医

鉴》《种杏仙方》《云林神彀》《鲁府

禁方》《济世全书》[1]。现代学者对

龚氏学术思想多有研究，尤其是对

其“脾胃观”思想论述较多[2-4]，然所

论限于龚氏从多角度重视“脾胃”，

而龚氏的脾胃观究竟是什么则未

可知。在研读龚氏著作过程中，深

刻体会到龚氏注重“和”的思想，本

文试从龚氏著作中探析，发掘其

“和”的脾胃观学术视角，以飨

读者。

1 和者，王道也

和，本义读hè，声音相应，又读

hé，引申为声音和谐、协调、和缓、

结束战争或争端、温暖[5]。“和”是中

华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理念，在

传承的过程中影响中医精气神、形

神统一、天人相应的生命观与健康

观。如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故能形与神俱，而尽

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和于阴

阳，调于四时”。在预防和治疗疾

病过程中，不仅强调人体自身的

“和”，还注重整体环境与人之间的

“和”。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是

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

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

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

中医学以“和”为本，注重机体“阴

阳调和”，健康的机体则称之为“平

人”，亦即阴阳气血“和调”之人。

在治疗上强调当以“和”为贵，以恢

复其“和”为目标。故《素问·至真

要大论》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

之，以平为期。”“和”思想是不偏不

倚，是内外和谐与协调。

“和”的思想概括了中医养生

防治疾病的基本思想和落脚点。

体现“和”的代表性内容是治法中

的“和法”。清代《医学心悟》[6]中确

立“八法”，将“和法”作为一个独

立的、具体的治法，列为“八法”之

一。“和法”则以小柴胡汤“和解”

为突出代表，又同时指出“和之义

则一，而和之法变化无穷”。“和”

不仅仅是和解少阳，凡是使得两

方面及以上因素相应、相谐调均

可谓之“和”。“八法”中的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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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吐、下”三法为霸道之法，“温、

清、消、补”每一法仅针对单纯的病

机病势，而“和法”则同时涉及多个

不同的病因病性及脏腑，用药平

和、药物性味及功效多样化、治疗

反应和缓，是为“王道之法”。可见

“和法”不仅是一种治法，它同时还

是一种思想。龚氏相承内经、仲景

心法，提倡治病以“王道”。如在

《种杏仙方·自序》[1]3言：“余自髫

龀，席箕袭业，从家大人医寓中，家

大人辄以霸禁，比长客壶京肆，稍

见俞诸大方，若蒋定西、高使相、刘

秋堂诸老，佥以王道医，交口称

矣。”尤其提到“胃气弱则百病生，

脾阴足而万邪息。调理脾胃，为医

中之王道，节戒饮食，乃却病之良

方”[1]1155。因此可见，龚氏推崇“王

道之法”，强调调理脾胃，是脾与胃

均重视，阴和阳并重，且注重多种

方式，不偏不倚。

2 行医著述为“和”，
脾胃为本

龚氏早年参加科举，是有着远

大抱负的，但因屡次不第，遂遵“不

为良相，则为良医”而承袭家业，且

有 大 志 。 其 在《万 病 回 春·自

序》[1]215中言：“余弗类龆龄博载籍，

有志效古良相，佐天子调元化，登

生民于春台和照之境。”龚氏继承

家业并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要

“究极此道，誓不如卢扁诸名家不

已也”[1]1407。在调和理想（举子业）

与现实（屡次不第）的冲突过程中，

龚氏选择了行医济世的路，认为方

式不同，而目的一样。曾言：“思弗

克为良相，赞庙谟以寿国脉；则为

良医，诊民瘼以寿苍生。虽显晦不

同，而此心之春生均之，有补于世

道也。”[1]215由于家学渊源、聪明勤

奋、立志高远，龚氏很快就有医名，

但他没有满足，且在医名大盛之时

仍在不断游历学习。有言“于是，

取父书读之，旦莫不辍三年间，尽

得其要领，少试之乡邑，乡邑赖之

以为有父风，而予之意念犹未已

也。”[1]848龚氏著述颇丰，也是为了

完成济世的宏愿，“予将借医国之

书而展其济世之心，故书成而世世

共跻予之愿也。即书成，而未必尽

济，亦尽予之心也”[1]848。他人序言

也有类似评价，如“嗟龚子之心之

仁，成是书而公于天下，又有大过

人者”[1]1139。因此，龚氏行医、著述

是为了“和”其理想与现实的不和，

是为了生民的健康、天下的太平。

龚氏将医人医国相对等，人民安康

方可国泰。龚氏耗费了 10年时间

整理出《万病回春》一书，正是为民

安国泰出一份力量。其在自序中

写道：“于是从苦心十祀……集成

此书，名曰《万病回春》……天以元

生万物，俾物之瘁者回春，而后品

汇毓太和；君子以仁生万民，俾民

之病者回春，而后群生跻寿域……

圣天子仁寿天下之化，则举国尽在

春风和气中矣。”[1]215

由《寿世保元·自序》中可知，

龚氏在晚年回到故里，为补充此前

编撰的《古今医鉴》《万病回春》《种

杏仙方》《云林神彀》《鲁府禁方》等

五部医著而写，且学理更加精熟。

因此，此书所论更具代表性。《寿世

保元·凡例》[1]471：“一病证多端，时

医偏执古方，妄逞臆见，非惟不能

奏效，而反加重其病。此皆由晰理

未精，审脉未确以故……攻击太

过，能损人天真之气，有损脾胃。

盖脾土一伤，则不能生肺金，金衰

不能生水，是肾绝生气之源，肾水

枯竭，而根本坏矣，其余诸脏者，皆

失相生之义，则次第而衰惫焉……

一虚而百虚出矣。由是诸病蜂起，

怪症百端，难以名状。”龚氏临证强

调首先要明理，治病该用猛烈之剂

还是得用，但不可伤及天真之气，

脾胃一伤，变证百出。邪去之后恢

复机体健康需要重视脾胃后天之

本，以达真气安和。

3 认 识 脾 胃 ， 处 处
见“和”

3. 1 内伤之因异于东垣 龚氏虽

尊李东垣，“古今论脾胃及内外伤

辨，惟东垣老人用心矣”[1]492，但龚

廷贤的理解并未囚于东垣，而是结

合时代特点有进一步认识。“内伤

之要，有三致焉。一曰饮食劳倦即

伤脾，此常人之患也……二曰嗜欲

而伤脾，此富贵之患也……三曰饮

食自倍，肠胃乃伤者，藜藿者之患

也”[1]493。龚氏根据当时的时代特

点，发展了内伤脾胃学说。认为其

发病与病人的贫富境遇有关，富人

与贫人虽都可内伤脾胃，但发病有

异，病证有异，治疗则不同。李东

垣所处时局不稳定，李氏仅从饮食

劳倦两方面考虑。龚氏理论联系

实践，从实际出发发展理论，而不

是削足适履使客观强合于主观。

这是龚氏在处理理论与实践矛盾

采用“和”思想的体现。

3. 2 脾胃分论，亦重脾阴 龚氏

推崇东垣，且善用补中益气汤，但

与东垣有所不同，也重视脾阴且脾

胃分论，研究者少有重点探讨。龚

氏对于脾胃的认识是分而论之，如

“脾胃之气要冲和，胃司纳受脾运

磨”[1]14。脾胃功能分述，凡嗳气、呕

吐、呃逆、恶心等皆主要是胃之为

病。如“夫嗳气者，胃虚火郁之所

成也”[1]908，与脾的病变多见虚证不

同，在认识胃的病变时，注重分其

寒热虚实，“胃象土……为水谷之

海，诸脏腑皆受水谷之气于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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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胃气之实也，则宜泻之。

……是为胃气之虚也，则宜补之。

胃脉实则胀，虚则泄。关脉滑，胃

内有寒，脉滑为实，气满，不欲食。

关脉浮，积热在胃内”[1]482。在具体

治疗方面也有对应的补虚泄实的

论述，如治呕吐的胃虚有痰者以二

陈汤加藿香、砂仁、白术，治胃虚有

热者以清胃保中汤，治胃虚中寒者

以理中汤加丁香等[1]904。

龚氏对脾阴的重视，体现在其

对脾阴生理特性及发病中的地位

较历代医家的认识更加明确。如

《古今医鉴•卷之一·病机赋》提出：

“胃阳主气司纳受，阳常有余。脾

阴主血司运化，阴常不足。胃乃六

腑之本，脾为五脏之源。胃气弱则

百病生，脾阴足而万邪息。”[1]1154-1155

明确提出了脾阴充足对人体正气

抗邪的重要性。并反对滥用枳术，

“原夫世俗但知枳术丸为脾胃之要

药者，肤略之传也。人或信为健脾

养胃之药而可久服，谬之甚矣。不

特无效，抑且剥削真气”[1]493。此真

气当包括阴阳之气。在《万病回

春》论治内伤时有补真膏[1]268，由人

参、山药、芡实、莲肉、红枣、杏仁、

核桃肉、真沉香、蜂蜜、真酥油组

成，认为其大补真元，其功不能尽

述。从药物组成看，均为平和滋

润、益气养阴之品。龚氏认为白术

甘温、健脾强胃、止泻除湿、兼祛痰

痞，枳实味苦、消食除痞、冲墙倒

壁[1]501-502。枳术丸仅能用于气虚之

人，脾胃有热及阴虚者不宜，过用

同样可损耗真气。龚氏推崇用山

药、莲肉、芡实等具有补脾阴作用

的药物来调节内伤虚劳伤及脾胃

者，如白雪糕[1]268，由大米、糯米、山

药、莲肉、芡实、白砂糖组成，入笼

蒸熟，任意食之，具有扶元气、健脾

胃、进饮食、润肌肤、生精脉、补虚

羸、固真气等功效，并强调内伤并

虚劳泄泻者，宜当饭食之。可见本

方药平和至极，充分体现出“和”的

王道之法。

4 调 脾 胃 ， 以 “ 和 ”
为贵

对于调理脾胃的原则，龚廷贤

强调调气与调饮食，注重脾胃谐

调、阴阳相合及脏腑间的关系。曾

言：“凡善调脾胃者，当惜其气，气

健则升降不失其度，气弱则稽滞

矣。”[1]492多种方法参合而用，不唯

药、不唯补。

4. 1 “和脾胃”，调气为先 中医

基础理论认为，脾胃是人体气机升

降的枢纽，对人体气机调节起着重

要作用。脾主运化以升为健，胃主

受纳以降为顺。“脾胃之气要冲和，

胃司纳受脾运磨。莫使寒温一失

节，损伤元气病难瘥。”[1]14脾胃功能

协调，寒温均不可失节。脾胃之间

具有纳运协调、燥湿相合、升降相

因的关系，对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

能占据特殊地位。当脾胃功能异

常时，常常相互影响，治疗脾胃病

变时龚氏常以调气为先。调气不

仅是补气益气，还包括顺应脾胃的

气机方向特性而恢复其功能。如

“治脾胃损伤，饮食不进，肌体瘦

怯，或泄泻等症。用白术一斤，去

芦、油。火上炙一块切一块成片，

入砂锅内，用水七八碗，如此三次。

将渣捣烂，入水又熬，绞出汁一二

碗，去渣。将前汁再熬，只留二碗，

加蜜四两，共熬至稠粘，滴水成珠

为度，埋土中三日，取出，任意食

之，或用米汤化服亦可”[1]14。这是

治疗脾胃自身病变时，不仅用白术

健脾强胃益气，还考虑到胃喜润恶

燥，另加蜂蜜与白术相协和。调气

的目的在于气健，气健方可升降有

度，否则即容易气机稽滞。因此，

在调治之时不可一味蛮补。如《鲁

府禁方·伤食》中有“健脾丸”[1]80，制

法用法：枳实、炒白术、陈皮、神曲、

木香、姜半夏、炒黄连、炒黄芩、姜

厚朴、酒当归、香附、炒大麦芽、酒

白芍、茯苓、川芎，上为细末，用荷

叶煮，糯米糊丸，如桐子大，每服四

五十丸，食后米汤下。本方名健

脾，但不是纯补，将补、消、清、燥、

润等有机综合，充分考虑到了脾胃

的生理特性。尤其龚氏晚期总结

性著作《济世全书》是随试辄效之

验录，在卷二的伤食篇记载的“理

气健脾丸”[1]883，与“健脾丸”相似，

但制方更加精妙，明确提出人常服

之，可保无虞。在由脾的功能异常

引起的其它病证中，即使是虚，治

疗也不强调补益，而是要“和”，要

注意调节气机。如言“水肿是湿本

是脾，通身浮肿总为虚。利水和脾

兼顺气，峻攻泻水病难医”[1]20。

4. 2 治虚不离“和脾胃” 龚氏在

论述内伤、虚病、补益之法等与虚

有关的内容时，时时强调脾胃。如

“一论大凡大病后，谷消水去，精散

卫亡，多致便利枯竭，实当补中益

气为主，盖为中州浇灌四旁，与胃

行其津液者也。况大肠主津，小肠

主液，亦皆禀受于胃，胃气一充，津

液自行矣。燥甚者，则当以辛润

之，以苦泄之。”[1]547大病之后，正气

受损，然调治之法，强调从脾胃入

手，而且是脾与胃同样重要。龚氏

从生理角度进一步阐明了调脾胃

的原因。

在出现虚损病证或大病后因

不慎调摄，出现诸多虚证，根据病

情需要用到补气养血之药，此时须

注意保护胃气。如言“夫虚损者，

因虚而致也……或大病未复……

须用补气养血之药，亦当以益胃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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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药佐之。盖人以谷气为本，所谓

积气由谷气而生，古人以五味以养

其病”[1]939。尤其在一些由于思虑

过度导致脏腑传变发生的疾病，出

现一些似实而虚的病证时，更加不

可用损伤正气之药，强调了调理脾

胃来缓缓图治，如“若室女童男积

想在心，思虑过度，多致劳损……

若五脏传遍则死，自能改易心志，

用药扶持庶可保生，切不可用青

蒿、虻虫活血行血，复损真元，宜补

养气血，调理脾胃，久则血生而虚

劳之症愈矣”[1]1011。龚氏甚至明确

提出万病之源归于虚，因人不知自

慎而起。针对这样的情况，遵循

“治未病”理念，龚氏提出了防病的

方法，其中就强调了调和脾胃。如

“夫万病之原，总归于虚。虚者，人

不自慎而戕之……然伤之者，则内

伤劳瘵，诸虚百病生焉……预为调

摄者，晚服保合太和丸，以培元气

脾胃之亏”[1]94。考保合太和丸，含

有炒白术、酒洗当归、茯苓、酒炒白

芍、人参、山药、陈皮（带白）、莲肉、

姜半夏、炒枳实、炒神曲、炒麦芽、

山楂、童便炒香附、姜汁炒黄连、龙

眼肉、白蔻去壳、炙甘草、荷叶诸

药。既有补虚之药，又有祛邪之

品，既能燥、又能润，既有气分药，

也有血分药，既有温药，又有寒药，

药性虽杂，但药物间的配伍非常严

谨且有章法。在治疗鲁王妃病案

中也记载了太和丸[1]91，所用药物略

有变化。可见，原方是为预防调

摄，临床治疗时当进行加减以贴切

病情实际。

由此可见，龚氏预防、治疗虚

病总的思想是要注重“和脾胃”。

当然，具体选方用药则非常灵活多

变，总的原则是尊重客观病情而

变化。

4. 3 调它脏以“和脾胃” 中医学

理论认为，脾属土、肝属木、心属

火，非常注重脏腑之间的生克乘侮

关系。在调理脾胃的方法上，龚氏

倡导以养心健脾疏肝为治本之要，

因为“心气和则脾土荣昌，心火，脾

土之母，肝木，脾土之贼，木曰曲直

作酸，故舒肝则胃气畅矣”[1]493。并

指出世俗之医多执泥于枳术丸为

脾胃之要药，而不知久服有剥削真

气之害。力倡家传之三因和中健

脾丸，认为其为调护脾胃通用之

剂。然翻遍全书，未找到详细的药

物组成。从前后文对照，三因和中

丸是否为太和丸值得进一步考证。

此外，龚氏也重视先后天之本的联

系。脾胃不调也可能涉及到肾的

不足，如论治泄泻时，曾有“凡饭后

随即大便者，盖脾肾交济，所以有

水谷之分，脾气虽强而肾气不足

……用破故纸四两（酒炒），肉豆蔻

二两（生），共为末。用生姜四两，

切片，煮枣四十九枚，去皮核，取肉

为丸，如梧桐子大……使脾肾之气

交通，则水谷自然克化。此所谓妙

合而凝者也”[1]18。此处虽强调了肾

气不足，具体用药时仍不忘调和脾

胃，故以姜、枣煮汁糊丸以调治。

4. 4 饮食与“和脾胃” 龚氏强调

饮食不当可损害机体而发病，调理

之法据情而订，不可一见伤食而惟

事消导。《寿世保元·卷二·饮食》

云：“夫食者，谓谷肉菜果之物也

……或有伤于食者，必先问其人，

或因喜食而多食之耶？或因饥饿

而急食之耶？或因人勉强劝而强

食之耶？或因病后宜禁之物而误

食之耶？如因喜食得之，当先和其

胃气，胃气素强，损谷自愈，消导耗

气之药，不必服也。如因饥饿得

之，当先益其胃气，胃气强，所伤之

物自消导矣，宜香砂养胃汤主之。

如因勉强劝而得之，宜行消导之

剂，百消丸主之。若因病后得之，

当以补养为主，宜参苓白术散主

之”[1]547。同样是伤食，龚氏不是固

守死方以待病，做到仔细分辨各种

发病情况，注重正气与邪气之间的

辨证关系，强调须分辨寒热虚实的

差异，正所谓“其所伤之物，有寒热

之不同，所伤之人，有强弱之各异，

主治之法，无一定也”[1]547。根本目

的在于恢复脾胃纳运的功能正常

运转。

龚氏推崇王道之法，从其早年

到晚年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调理脾

胃者，医中之王道也”。其不但善

用药物调理脾胃，更加注重调饮食

以“和脾胃”。《古今医鉴·卷之四·

内伤》篇记有白雪糕[1]1197，按此方养

元气，健脾胃，认为此方为王道之

剂，察此方组成属药食两用之品，

平和至极，但效用不可小视，久服

可“调脾健胃，固本还元”。其推崇

的“医中王道”着眼于机体恢复平

和。如果只是一味盯着“人的病”，

而忽视了“病的人”，就会出现病未

愈而人已危的情况，正如龚氏所言

“欲取速效，自求祸耳。知王道者，

可以语此”[1]1228。

4. 5 其它脏腑病证重视“和脾

胃” 龚氏“和”的脾胃观在其它脏

腑病证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在论

治郁证时，提到越鞠丸治郁结气

滞[1]885，临床可出现胸膈痞闷或肚

腹膨胀或咽喉不清，或痰气不爽或

饮食少思，或吞酸不腐。重点提示

若人脾胃虚弱，即使见郁结气滞之

症，亦当用六君子汤为主。龚氏认

为大凡中气虚弱，变症百出，难以

名状，但用四君补其脾胃，元气渐

复，诸症自退，若用治病之药则属

误治。又如论治疟疾[1]894，认为邪

从外入当以汗解，又以扶持胃气为

本，须分别阳分、阴分而用药。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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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及新发者，可散可截；虚疟及久

者，宜补气血。若过服截药致伤脾

胃，则必绵延不休。可见即使是对

病之方药，也须顾护胃气，还得分

别阴阳之异。对于久病者更加需

要注意调和脾胃，以补气血。脾胃

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的强弱关乎

气血的生成。龚氏也认为“血气

者，乃人身之根本乎”[1]491，而“生血

气者，饮食也”[1]492，“脾胃俱旺，则

能食而肥也。脾胃俱虚，则不能食

而瘦”[1]547，若人生病，“以当归、地

黄辈施之血证则可，然其性缠滞，

有亏胃气，胃气亏则五脏六腑之气

亦馁也。善用药者，必以胃药

助之[1]492。”

痰证是临床常见病，认为善治

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

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治痰法，宜

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也[1]885。

此种论述完全符合龚氏“凡治病，

当识本末”[1]492的一贯主张。又如

论及“痼冷者，肾痼久而冷者也

……其病多由真阳虚弱，胃气不

实，复啖生冷、冰雪、水酪诸寒之

物，或坐卧阴寒久湿之处，日渐侵

脱阳气，以致脏腑久痼而冷……治

之当宜温补肾元，健养脾胃，祛寒

邪，固真气，使阳气得复，阴阳和

平，则无偏胜之患，而寒斯愈矣”
[1]878-879。病虽现于肾，然起病之因

常关乎脾胃，识本末而治病，脾肾

密切相关，采用王道之法，治痼冷

亦需健养脾胃，而健养脾胃之法除

了药物，日常的饮食禁忌也非常重

要，龚氏认为“凡以饮食，无论四

时，常令温暖。夏月伏阴在内，暖

食尤宜”[1]548。温暖即温和暖和之

食，并非热食烫食，同样是强调

“和”。另有治疗其它脏腑病的善

后过程中，注重“和脾胃”。如治一

妇人口苦胁胀[1]645，判定属肝火，先

用小柴胡汤加黄连、栀子，病情好

转后，再以四君子汤加当归、白芍、

柴胡，调理脾胃而最终痊愈。

5 食疗养生体现“和”

自古至今，世人多重视饮食对

健康的影响，比较关心多吃哪些食

物有益于健康。龚氏治病防病、养

生延年注重食疗药膳，但不是一味

地进补，重在调和饮食、滋味、脏腑

功能。明确提出饮食不当的弊端，

“人知饮食所以养生，不知饮食失

调亦以害生，故能消息，使适其宜，

是谓贤哲防于未病”[1]548。

论及老年人延年益寿的诸多

方法，其中尤强调凡年老之人，当

以养元气、健脾胃为主，每日三餐，

不可缺阳春白雪糕（由茯苓、怀山

药、芡实仁、莲肉、陈仓米、糯米、白

砂糖组成）。王道之品，最益老

人[1]606。龚氏治疗内伤劳役、元气

虚损的病证时，在《万病回春·卷之

二·内伤》[1]269中记载用九仙王道糕

进行食疗，由莲肉 (去皮心)、山药

(炒)、白茯苓(去皮)、薏苡仁、大麦芽

(炒)、白扁豆、芡实(去壳)、柿霜、白

糖、粳米组成，制成糕点，不拘时任

意食之，米汤送下。此糕具有养精

神、扶元气、健脾胃、进饮食、补虚

损、生肌肉、除湿热的功效。《鲁府

禁方·内伤》[1]79则有调和大补羹食

疗方：大米、小米、糯米、薏苡仁、莲

肉、芡实、山药、白茯苓各等分，白

糖少许，上炒熟黄色为末，每日空

心白滚汤，和羹食之。以上诸方，

不管是食疗，还是为了防病养生，

所用之物均属平和，寓医于食，体

现了调脾胃以“和”为贵的思想。

龚氏食疗方除了上述的糕、

羹，还有多种剂型，如膏、酒、粥、丸

等。如白术膏[1]599、延寿酒[1]824、神仙

粥[1]615、延寿丹[1]599、太和丸[1]600等等，

无不以和脾胃、固元气、疗虚损、安

五脏为主旨。食疗药膳如果不被

脾胃所喜，再多的花样也起不到作

用。龚氏制订的食疗药膳强调调

和五味，所用药膳大多是选用药性

平和、气味宜人、方便易得的食疗

药材制备而成。其食疗方制作方

便、味美气香，既能满足人们对于

食疗养生的追求，又可适应不同使

用的需求，能够被广大群众所接

受。充分体现出适其所宜、不偏不

倚“和”的思想。

6 总结

中医学是关于人体健康的科

学，是关于“和”的医学。“和”是中

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中医学最

高的生命科学体系的概括[7]。脾胃

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脾胃升降

相因则全身气机条达，脾胃升降失

调则全身气机失和。龚氏言“是脾

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故能

使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升，而成

天地交之泰，是为平人也”[1]1228，认

为脾胃的正常运转对于维持人体

健康起着关键作用。脾胃又具“中

和”之德，即有调节、平衡的作用，

以维持各脏及脏与脏、脏与腑之间

升降运动的相对平衡，防止其脏气

的过与不及，以达到“气归于权衡”

“以平为期”的目的［8］。肝肾心肺

之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均有赖于脾

胃的转枢作用。脾胃和则转枢利，

脾胃不仅调节各脏腑气机的正常

运行，使之不至窒碍为病，同时也

制约其升降出入过度，使升者有

制，降者有约，出入者适宜。反之，

脾胃失和，则“一虚而百虚出”[1]471、

一滞则百病由此而生。具体而言，

龚氏重视脾胃之气的充足，气足方

（下转第30页）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