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学
术
探
讨
!

浅谈宋代自然药汁的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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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朱丹溪#局方发挥$讥宋人好用香燥之后%后

世沿袭%甘寒法似与宋代绝缘%令人以为甘寒法是清

代学者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的发明' 清

代叶天士治温善用沙参&生地&麦冬&梨皮&蔗汁等甘

寒以养阴生津%吴瑭总结其经验%制方沙参麦冬汤&

益胃汤&增液汤&五汁饮等%遂使温病救阴之说&甘寒

诸方名扬后世' 近代不少医家以为甘寒以叶天士为

圭臬%这个认识不符合历史事实'

从甘寒自然药汁的历史沿革来看%汉代已启其

端%唐代已广泛应用' 如孙思邈的#千金方$所载

(生地黄煎主热方)就是一首典型的甘寒生津之方%

由生地黄汁&麦冬汁&生地骨皮&生天门冬&瓜蒌&葳

蕤&知母&石膏&竹叶&蜜&姜汁组成' 关于宋代的甘

寒养阴法%后人较少提及%而多注目于其用金石&香

燥药%事实上宋代医家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根据其

医学实践%加以变化和发展%使甘寒自然药汁的应用

更为广泛和成熟%其应用之广泛%构思之灵活%组方

之多变%学验之丰富%后世所鲜见' 是金&元&明&清

以至今日临床所不能相提并论的' 对于这一点%后

人每每忽视' 宋人尤善用甘寒自然药汁%其应用几

乎涉及到各科病证' 这在宋代官修方书#太平圣惠

方$&#圣济总录$%以及部分个人方书都能体现出

来%兹略举数例说明之'

邪热入营%或逆传心包者%清代学者主张用羚羊

角&钩藤&清营汤之类治之%而宋人习用甘寒自然药

汁' 如#太平圣惠方$ (治热病%热毒攻心&烦躁狂

言&精神不定方' 生地黄汁&生姜汁&薄荷汁&白蜜&

地龙')

*&+生姜汁&薄荷汁开泄而润泽%引邪外透,地

龙清心定志%安神镇痉,大量生地汁清热解毒滋养阴

液%维护生机%这与当今西医补液有异曲同工之妙%

千年以前就能有增补体液的观念这是十分难能可贵

的'

热病腑实而致神昏者%医者常用承气法治疗'

而宋代方亦值得借鉴%#太平圣惠方$ (治时气心神

狂躁&言语无度%宜服此方' 鸡子&白蜜&生地黄汁&

川大黄')

*"+鸡子&白蜜安神定志%大黄攻涤清下%妙

在生地黄汁一味%佐大黄则为增液承气法%即清代诸

贤治法之先导%这种辨证思维是宋人治病经验的积

累%旁开清人藩篱之外%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太平圣惠方$中自然药汁在甘寒养胃方中运

用很多' 如(治热病%心胸烦热%口干%皮肉黄%宜服

生地黄煎方' 生地黄汁&生栝蒌根汁&蜜&生麦冬汁&

生藕汁')

*%+其所投自然药汁剂量之大%变化之灵

活%运用之普遍%可谓从来所无%其后素以清热著称

的刘完素在甘寒养阴清热方面的治疗是远不能望宋

人项背的'

此外%#太平圣惠方$运用甘寒自然药汁治疗血

证%用生地黄汁%次选生麦冬汁&生藕汁等%生地黄止

血而具凉血散瘀&清热解毒&滋润补精的功效%有止

血而不留瘀&清热毒&补阴液的优点%故#太平圣惠

方$以生地黄汁为治血证的必用药物' 如(治鼻血

不绝%心神烦闷' 宜服生麦冬煎方-生麦门冬汁&生

地黄汁&生藕汁&生姜汁&白药')

*$+

#太平圣惠方$的

吐血基本方也是生地黄汁&生麦冬汁&生藕汁&生刺

蓟汁&牛蒡根汁等%对于久治不差的吐血%#太平圣

惠方$依#千金要方$法%用生地黄汁&川大黄两味%

经现今临床证明%大黄具有良好的止血作用%合入生

地黄汁凉血散瘀&滋润益精%较之单味大黄的止血则

更为稳当而效佳'

就#圣济总录$所见%甘寒自然药汁的应用几乎

涉及到各科病证%其中尤以伤寒&衄血&胃实热&中

风&咳嗽&妇疾&口疮等为多见%其特点大多以生地黄

自然药汁作为主药%且用量较大%以发挥清热生津&

凉血散瘀的疗效'

#圣济总录$卷五十六载有(治咳嗽久不已' 百

部煎方-生百部汁&生地黄汁&生姜汁&生百合汁&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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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通便在肺系病证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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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属上焦%为五脏之华盖%相傅之官' 大肠属下

焦%为传导之官%变化出焉' 肺合大肠%肺与大肠互

为表里' 因此%肺与大肠的生理病理关系直接影响

到肺系疾病导致便秘的根源所在'

&!肺与大肠的生理病理关系

肺主气%司呼吸%主治节%主宣发%主肃降' 大肠

为传导之府%主津&主排泄糟粕' 肺与大肠相互有表

里络属关系'

!&"肺主治节' 是大肠按正常规律传导的基

础' 肺主治节是肺协助心治理和调节脏腑按正常规

律运行的功能' 因此%大肠的正常传导功能有赖于

肺气的治节作用%更何况肺与大肠有表里络属关系%

肺的治节功能更能影响大肠传导功能%肺的治节功

能正常%大肠传导功能正常%大便通畅%反之则大肠

传导失司%出现大便秘结或溏泻'

!""肺主宣发' 是大肠得以濡润的基础%全身

的水谷精微及津液有赖于肺的宣发作用来完成%因

此大肠的濡润也有赖于肺的输布&宣发功能' 如果

宣发功能正常%肺能布津则大肠濡养正常%津液旺盛

则大便通畅%如果肺主宣发功能减退或异常%则大肠

不能得到津液的濡养%则大肠津亏%大便秘结'

!%"肺主肃降' 是大肠传导功能的动力' 肺的

肃降功能推动了大肠的传导功能%协助大肠把糟粕

向下排出%直至排出体外' 故又有(肺藏魄)

##############################################

肛门又

各一盏%枣四两去皮核')

*"+此类用生自然汁治咳嗽

的方法%后世极少应用%它具有清热润燥&生津达表&

固肺扶正的作用%对久嗽&燥咳&阴虚顽固咳嗽则尤

为适宜%临床可备一格'

#圣济总录$ (治时疾壮热%头痛鼻衄不止' 生

地黄饮方-生地黄汁&生藕汁&生姜汁&生蜜')

*"+以

生地黄汁合生藕汁共奏清热凉营止血之功%生姜汁

则宣通气液%使邪有出路%而杜寒凉阻遏玄府之弊%

生蜜甘润扶中%使寒凉不伤脾胃' 耐人寻味的是上

方去生藕汁%诸味药量稍作调整%则成为治疗脾胃虚

弱的主方' 如#圣济总录$卷四十六载有(治脾胃虚

弱%不能饮食%肌体黄瘦%姜蜜煎方-生姜汁&蜜&生地

黄汁')

*"+

又如在妇产科病治方面%#圣济总录$中对产后

内热瘀血渴燥者%用生藕汁和生地黄汁为主药%藉以

凉血散瘀%清热止血,若壮热虚烦者%生藕汁&生地黄

汁之外加入淡竹叶&白蜜以补中清热'

个人方书中自然药汁的运用也很广泛' 如许叔

微的#普济本事方$中交加散!生地汁&生姜汁"%治

疗血瘕' 严用和的#济生方$中有大苏饮!大苏汁&

生地黄汁"%治疗吐血或呕血' 张锐的#鸡峰普济

方$亦载录生地黄煎方%用以治疗热病%心胸烦热%

口干之证%方由生地黄汁&生瓜蒌根汁&生麦门冬汁&

生藕汁&以及蜜和酥组成' 在#全生指迷方$等医书

中%还往往将药汁与其他药相合成方%如以黄连末与

新瓜蒌根汁相伍治胃中燥热' 这些植物药大多具有

清热生津&凉血止血之功%不经过煎煮烧制%并直接

榨取新鲜药汁%取其自然之性%使药物更易发挥其功

效'

上边数例说明宋代于甘寒自然药汁已广泛应

用%渗透到各个病种%并积累了丰富而确切的治疗经

验' 并对后世医学发展而起到的潜移默化作用%值

得进一步加以发掘和研究' 某些学者不了解这一史

实%亦步亦趋地概称宋人好用香燥金石%置广用&习

用大量甘寒自然汁于不顾%不免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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