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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验方”的来源

全国中医院校骨伤科系列教材《中医骨伤科学》
从 50 年代中后期至今已有 11 个版本[1]，每个版本中

引用过的方剂，均附“索引”于篇末，方便查阅和运

用；从第二版起，对方剂的出处作了标注，标注方式

有三：出自经典医籍的用“原著书名”；为市面在售

中成药的用“成药”；出自各地名医经验的则用“经

验方”。第二版附方 158 首，其中标注“经验方”48

首[2]。第三版教材出版时值文革，学制三年，《中医

外科学》与《中医伤科学》合并为一门课，定名《外

伤科学》，并以此作为第三版教材名称[1]。第三版教

材中引用过的方剂亦附“索引”于篇末，按笔划顺序

排列，而标注形式略有变化：出自经典医籍的仍用

“原著书名”；为市面在售中成药的则统一改用“经验

方”，但在方剂组成上则不列具体药味而标注“处方

略(成药)”；出自各地名医经验的仍用“经验方”标

注，故第三版教材只有“原著书名”与“经验方”两

种标注方式。统计其附方共 284 首，“经验方”109

首[3]。
1977 年恢复高考后，中医院校出版第四版本科

教材《中医伤科学》，第四版教材对附方的标注，继

续沿用了第三版的方式，出自经典医籍的仍用“原著

书名”；对“经验方”的标注则作了严格的区分，凡

是在第二版(《中医伤科学讲义》)中首次出现的，本次

再引用时出处标注为“《中医伤科学讲义》经验方”，
凡是在第三版中首次出现的，本次再次引用时出处标

注为“《外伤科学》经验方”，如在第四版首次出现的

经验方则标注为“经验方”[4]；对中成药的标注则沿

用第二版标注方式：如“跌打风湿膏药(成药)，[组

成](略)，[功效与适应症]活血祛风，通络止痛。治损

伤，风湿等局部疼痛，[制用法]外贴患处”。统计第

四版总方 232 首，属第二版经验方的有 18 首，属第

三版经验方的有 17 首，属新增加的经验方有 21 首，

属中成药类有 15 首。这样，第四版教材对“经验

方”的出处标注作了科学界定，为第五版及以后教材

编写附方标注作了范例，这就是“经验方”的来源。
2 蔡荣“经验方”界定

2.1 从制订附属医院骨伤科的“协定处方”谈起
1968～1976 年间，蔡荣任广东中医学院外伤科学教

研组副主任，负责广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广州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同)骨伤科临床与教学

工作。随着业务量的增长，1974 年 4 月，医院印刷

出版了对开版的“广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协定处方”，
骨伤科有 16 首方入选“协定处方”，这 16 首方分别

是肢伤一方、肢伤二方、肢伤三方、肢伤四方、肢伤

五方、骨科外洗一方、骨科外洗二方、头伤一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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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二方、胸伤一方、胸伤二方、腰伤一方、腰伤二

方、腰伤三方、腹伤一方和腹伤二方等。据曾跟随蔡

荣教授编书的两位前辈黄关亮、彭汉士[5]老师回忆，

骨伤科的 16 首“协定处方”均由蔡荣执笔编写制

定。据考，当时统一规定协定处方不能冠以任何发明

人的名字，故均以数字方的形式出现(其它科亦如

此)。
1973 年 9 月，广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外伤科学

教研组出版了“《外伤科资料汇编》 (内部资料)”(此

书现收藏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图书馆，以

下简称《汇编》)，《汇编》“前言”写道“为……推

动我组教学、医疗、科研的工作进一步向前发展，现

将我组近一年来中西医结合治疗外伤科常见病、多发

病的点滴经验和体会，选编成册，供同志们参考，

……”。入选的 15 篇文章中，骨伤科占 5 篇，蔡荣

的《伤科内治八法临床运用》排在第 2 篇，此文在

骨伤三期辨证用药基础上，结合临床将其细分为八

法，在每法中又详细列出[证候]、[适应]、[效能]、[运

用]，在[运用]栏上针对部位选方，针对伴随症状加

减，在选方上重点介绍了自拟处方的运用，同时亦推

介古籍处方选择，但在处方出处上有明确标注，以防

混淆。文中列出自拟处方，以“部位 + 数字 +(伤

期)”命名的处方有：头伤一方(初期)、头伤二方(中、
后期)、胸伤一方(初期)、胸伤二方(中、后期)、腹伤

一方(初期)、腹伤二方(中、后期)、腰伤一方(初期)、
腰伤二方(中、后期)、肢伤一方、肢伤二方(中期)、
肢伤三方(后期)等，共 11 首，并附于文后方便查阅

与应用，其它从古医籍引用的方则简略。
蔡荣把自己的用药经验和体会，凝炼成以“部位

+ 数字 +(伤期)”命名的 11 首处方，入选于 1973 年

9 月的《汇编》中，可以说是“骨伤科协定处方”早

期形式；继而在 1974 年 2 月，蔡荣把此文在《新中

医》以题为《伤科内治八法及其临床运用》 [6]公开发

表，与《汇编》比较，两文内容无质的变化，后者文

字精简些，在处方[运用]描述上：不用“部位 + 数字

+(伤期)”方式，直接作为经验处方使用并标出用量，

比较处方组成与用量，其仍是 《汇编》 出现的 11

首。
据上述“协定处方”、《汇编》、《新中医》等三

份资料分析，蔡荣制定这 11 首“部位 + 数字 +(伤

期)”自拟处方，与 1974 年 4 月“广东中医学院附属

医院协定处方”，骨伤科 16 首“协定处方”中的 11

首是完全吻合的。
2.2 通过第三版教材把“协定处方”升级为“经验
方” 在 1975 年 8 月，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的，冠名广东中医学院外伤科学教研室主编的“中医

学院试用教材《外伤科学》 (即第三版教材)”中，蔡

荣担任伤科学部分的编写，并正式将这批协定处方以

“经验方”标注出处，写入了教材附方目录，据统计，

将“协定处方”16 方中的肢伤一方、肢伤二方、肢

伤三方、骨科外洗一方、骨科外洗二方、头伤一方、
头伤二方、胸伤一方、胸伤二方、腰伤一方、腰伤二

方、腹伤一方和腹伤二方等 13 首方写入。至此，通

过第三版教材，把“协定处方”升级为“经验方”。
1980 年，在蔡荣全面主持的第四版教材的编写中，

把肢伤一方、肢伤二方、肢伤三方、骨科外洗一方、
骨科外洗二方、腰伤一方、腰伤二方、腹伤一方和腹

伤二方等 9 首方编入。此后，所有骨伤科学教材、
骨伤书籍及发表的论文，大凡引用到第三版教材首次

出现的“经验方”，其出处均以“《外伤科学》经验

方”标注。
2.3 蔡荣“经验方”的佐证 近年，对蔡荣的研究

中有不少观点认为，肢伤系列及其它方剂属蔡荣创立

或祖传于蔡忠。黄张杰[7]认为“蔡荣的祖父蔡忠是清

末广东五大伤科名家之一，曾创制“跌打万花油”，
对治疗骨折、脱位、刀伤、火伤等有卓效，闻名国内

外。其母梁敦娴亦是民国初广州著名的女骨伤科医

生。蔡老(指蔡荣)著作颇多，如主编《中国医学百科

全书中医骨伤科学》、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

《中医伤科学》，参加审订《中医大辞典》，参加编写

《外伤科学讲义》、《外伤科学》、《老中医医案医话

选》、《正骨讲义》等。有多首伤科经验方传世，如

治胸胁伤方、治肢伤方、治骨折损伤方、舒筋活血

方、治腰痛方、肢伤三方、骨科外洗一方、治胸肋骨

痹方等”。徐志伟等[8]认为，广州地区名医“验方学

术继承性还体现在祖传或师承传授。近代岭南名医蔡

忠，创制了“跌打万花油”。建国后蔡氏家族无偿献

出祖传秘方，其孙子蔡荣为广东省名老中医，有验方

“骨科外洗一方”、“肢伤三方”存世。蔡荣弟子彭汉

士指出：“肢伤三方是全国著名骨伤专家蔡荣教授的

经验方，我院(指当时的广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自

1964 年开始使用本方治疗中后期骨折和迟缓愈合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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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促进骨折愈后的作用明显，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

效”[9～10]。
综上所述，蔡荣“经验方”既体现了蔡氏家传，

亦证实了蔡荣发展创立之功。
3 蔡荣“经验方”的理论基础与应用

蔡荣(1921-1980)，文科出身，博学精思，大学

毕业后弃文从医，深得蔡氏伤科的家传，在数十年伤

科临证中，精读医学典籍，受聘于广州中医学院后如

鱼得水，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展完善中医伤科学

病因病机、辨证治法理论。
综观蔡荣“经验方”，性平温和、用药不偏、分

治明显，带有岭南伤科用药的特色，是从 《正体类

要》所崇尚的“三期分治”演化出来的。所谓“三期

分治”即攻、和、补三法分别应用于骨折外伤之初、
中、后三期。此法源于元代名医王好古“治病之道有

三法，初中末也。……初治之道，法当猛攻；中治之

道，法当宽猛相济；末治之道，法当宽缓”。明·薛己

最早在骨伤科中应用此三法，在其著作《正体类要》
中的治则、治法、方药处处体现此内涵。蔡荣在《骨

折迟缓愈合》中写道：“《正体类要》云：‘肢体损

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

和。’骨折局部损伤，每能导致机体脏腑、经络、气

血功能紊乱。在辨证施治过程中，必须重视脏腑、经

络、气血功能；要求局部与全身联系，骨与软组织并

重。”正是蔡荣深刻领悟了其中“整体观”与“治病

求本”，继承了骨伤三期治法，创制了肢伤系列的

“经验方”，运用于骨与软组织损伤的初期、中期与后

期。正如 《伤科内治八法及其临床运用》 中所述：

“治疗骨折，在正骨手法、夹板固定等外治同时，内

治初期以行气活血为主，中期以接骨续损为主，后期

以补益气血、补养肝肾为主”[6]。在收集蔡荣生前公

开发表的 23 个骨伤医案中，其处方用药均以“经验

方”为基础，辨证加减应用。
4 蔡荣“经验方”组方用药特点

蔡荣“经验方”制方师承古法，在其《论伤科病

机》及《伤科内治八法及其临床运用》二文中可知，

其注重望闻问切，遵循《内经》理论之法，临证之

时，随证加减，“既不可固执于一方一法，也不要机

械地分期而治。治疗损伤病证，必须通过辨证施治，

掌握比较全面治法，才能收到显著疗效” [6]。蔡荣

“经验方”组方量轻药简，首顾气血，以四君、四物；

急则治标，伍以活血化瘀之剂；另佐以祛风湿、补肝

肾、强筋骨之品，随证讲究三者用量比例。在本院骨

科现行的院内制剂中：如理伤消肿口服液、补肾续骨

口服液、壮腰生髓口服液、和血舒筋丸、关节康、补

气通络胶囊、健骨方、驳骨丹、祛风通络散、疗筋

膏、跌打追风液等处方的组成中，仍有蔡荣“经验

方”的影子，骨科专家在门诊中药处方中，运用蔡荣

“经验方”加减的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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