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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特约 江中集团

六经辨证恒动观思想探讨

$

!姜侠!!山东中医药大学!济南 "#$$%&"

摘要!中医学有两大特色!一为整体观!一为辨证论治" 对于整体观的恒动性!已有人对此做过研究探讨!而对于辨证的恒动观!

却极少有人提出!更鲜有人进行系统的讨论" 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包含了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脏腑辨

证等等方面!而这其中又以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寓涵了丰富的辨证恒动观内容!最能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恒动性!最能体现中医

学的诊疗特色!值得我们探讨#研究和继承"

关键词!六经辨证$恒动观$学术探讨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疾病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演变过程# 因此$

只有用动态思维的方法去观察病情$才能全面%准确

地把握疾病$进行恰当的施治# 恒动观思想由来已

久$从&恒动'一词首次出现在(易经) &乾元恒动曰

*龙+'中$到汉,郑玄再一次阐述&恒动'$他在(考

灵曜)篇中说&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 譬如人在大

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其后朱丹溪的

&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首次把

&恒动'的概念引入到中医理论中来$使恒动观思想

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充分的阐发# 而在朱丹溪之前的

张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在(伤寒论)中单就太阳病

变证这一类情况$列出相关处方 *# 首$许多方下还

有加减法$

.%/虽然张仲景没有明确的提出&恒动'一

词$(伤寒论)却是在辨证论治处方用药上贯彻恒动

观的典范# 这是中医学发展数千年来$对于恒动理

论应用的最好的著作$故本文以此为切入点# 同时

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的哲学中有关恒动观的资料$发

现时间和空间是恒动观的两个主要体现方面$故文

章以时间和空间为主线$探讨恒动观思想在六经辨

证诊疗中的应用#

%!六经辨证的整体恒动观

在(伤寒论)的 +,- 条原文中涉及到&动'这个字

的共有 .*%%%#%%+&%""%%"-$%",&%-"%%.$%%**%%+&%

%*- 共 %% 条条文$涉及到病机%症状%脉象各个方面#

从这些条文中$可以看出恒动思想在六经辨证中有

多方面的体现#

六经辨证把六经病看成一个整体的病变过程$

而六经病中各个病证则是这整个病变过程中相互关

联的一个阶段# 因此$在辨证中$不应孤立看待六经

病证$而应以整体恒动观的观点认识六经病证# 仲

景将阳一分为三$本身的含义就有恒动的意思在里

面# 太阳也好$阳明也好$少阳也好$并不是可以截

然分开的$只是根据阳气分布的部位不同$其多%少%

强%弱和作用不同$因而命名也就不同$其实只是一

个阳在体内体外升降出入游行而已# 对于三阴也应

如此理解# 因此$三阴三阳实际上就是说明了人体

的阴阳之气是处在一个恒动的状态中的#

"!六经辨证的时间恒动观

(伤寒论)共 +,- 条条文$其中讨论日数变化的

条文就多达 ,# 条之多$也就是说$(伤寒论)中超过

四分之一的内容是在围绕时间讨论疾病的动态变

化#

"(%!发病时间恒动观

感受了邪气$并不是得病第一天就能表现出典

型的哪一经病的症状# 每一经病各有特点$各经病

特点的出现$是感受外邪后随时间的进展而逐渐明

朗化$如原文第 * 条所说&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

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这说明伤寒发病初期$

只能分出阴阳两种不同的属性$还不能分清是六经

中的哪一经病# 那么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看出来这

个病人患的到底是哪一经的病呢0 从(伤寒论)的原

文中可以看出个大概#

原文第 & 条1&伤寒一日$太阳受之#'如果太阳

肤表受邪而发为太阳病的话$太阳病典型症状的出

现$是在受邪的当天# %-&%%-. 两条所说1&始虽恶

寒$二日自止'%&伤寒三日$阳明脉大#'这是定型为

阳明病# "*% 条1&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

这条间接说明了如果伤寒三日脉不小$就可能出现

少阳病# 从上面几条条文可以看出$感邪后三阳病

的形成在时间上呈动态演变发展$且有先后次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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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

至于三阴病$"*$ 条说1&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

阴当受邪'$可知三阴病的定型其应在三阳之后# 具

体来说$+#- 条1&伤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转气下趋小

腹者$此自欲利也#'这是定型为太阴病# "-" 条1&五

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这是定型为少阴病#

关于厥阴病的定型时间$原文中没有明确的条文描

述$但是厥阴是三阴之最后$其定型的日期$应当比

少阴病更晚$应在伤寒第六日#

从以上条文中可以看出$人体受邪之后出现典

型的六经病的症状是从一二日到五六日不等的$这

个时间李克绍先生称之为&前驱期'# 至于前驱期时

间长短不同$柯韵伯认为1&气有高下$病有远近$适

其至所为故也#'各经所主的部位既然有远近之分$

受邪后其主症的出现$自然有迟早之别了# 前驱期

就是六经病由不典型到典型$由感邪之初到定型的

发病的动态变化过程# 所以我们说六经病的发病是

随着时间而恒动的#

"("!疾病传变时间恒动观

疾病的过程$就是邪正斗争的过程# 随着正邪

的进退$病机的变化$症状就会不断地发生变化$所

以疾病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恒动的过程# 从前驱期到

定型期疾病是恒动的$定型之后疾病也是动态的$决

不会总是停留在原始的症状上# 这些变化的结果$

除了自愈者外$其余的在 (伤寒论)中$有的叫做

&传'$有的叫作&转属'或&转入'#

."/

&传'是同一经

病随时间变化而在逐步深化$就是运动变化$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它与时间关系密切# 下面就从六经病

分别论述之#

"(%(%!太阳病!第 &%# 条都是从临床脉症的动态

变化角度$来判断疾病是否发生传变# 尽管是在受

邪之初$如果脉症发生了变化$则说明疾病发生了传

变-相反$尽管受邪已二三日$如果脉症没有变化$则

提示疾病没有传变$如果病情不继续发展$正气逐渐

恢复$七日以上就有可能自愈# 但是太阳病的自愈$

绝不是症状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而是逐渐由重转

轻$由轻到无$有一个时间的过程# 其发热恶寒不是

直线消退$而是变为间歇性发作$如&一日二三度

发'%&一日再发'的桂麻各半汤和桂二麻一汤证就

是#

太阳伤寒$肤表郁闭$汗不得出$卫强而荣亦强#

如果阳气郁闭太重$&八九日不解'$脉中之荣极度充

盈$就常向容易出血的薄弱的部位$突破经络而外

溢$出现&衄'证$这就是 &. 条的内容# 张仲景称之

为&阳气重故也'#

"("("!阳明病!自发本经的阳明病$其诱因也是感

受外邪$故初病时也能出现恶寒$不过阳明病初期的

恶寒短暂而轻微$第二日恶寒自止!%-&"$第三日即

脉搏转大$恶热%自汗出等症就会相继出现!%-+"#

这种患者都是阳气素盛或素蕴内热$所以一旦受邪$

短时间即从热化#

治疗阳明腑实证的主方是调胃承气汤%小承气

汤和大承气汤$这三个方子从方名上就能体会到病

情变化发展的意思# 阳明腑实证的主要的一个症状

就燥屎$而日数的多少对燥屎的形成至关重要# 对

于阳明病中的燥屎的形成仲景就有二三日%四五日%

至六日%六七日的描述$我们虽不能看得过死$但都

是诊断燥屎的参考日期#

"("(+!少阳病!少阳病的主方是小柴胡汤和大柴

胡汤$仲景以大小名方$说明此二方证有一轻一重之

分$因此在 %$+ 条中仲景说道1&太阳病$过经十余

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

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

柴胡汤下之则愈#'太阳病已经过经十余日$经过下

法之后柴胡证仍在者$本应服小柴胡汤后呕自止$但

此时不但呕不止$胸胁苦满也发展为心下拘急$而且

郁郁微烦等症仍在$说明病情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加

重了$是邪已偏于里$即当改用大柴胡汤治疗#

"("(&!太阴病!伤寒系在太阴$在脾阳充实之后$

还可能驱湿下出$出现暴烦下利日十余行的症状#

但是这种驱使肠中腐秽自去的好现象$却是需要一

段时间的$也就是说脾阳不是一下子就能健旺起来

的$仲景告诉我们这大约需要七八天的时间$&至七

八日$虽暴烦下利日十余行$必自止22'!"*-"

"("(#!少阴病!少阴病初得之时未发汗$延至二三

日$这时发热更轻$因&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

!+$""疾病在三日之内还不至于发展到里证的地步$

所以以麻黄附子甘草汤轻解外邪#

若是三日之后$疾病就不可能还呆在表证的阶

段了$若是出现了水气为患的症状$就以真武汤扶阳

镇水!&至四五日22此为有水气'"-若是出现了便

脓血就以桃花汤温涩固脱!&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

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22'"-若是出现了少阴热

化的症状$&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

卧22'!+$+"就要以黄连阿胶汤育阴清热了# 即使

是少阴病的主方四逆汤证$也是在&五六日自利而

渴'之后$仲景才说&属少阴也'#

"("(.!厥阴病!厥阴病是六经病发展的最后一个

阶段$也是病情最危重的一个阶段$而最能反映厥阴

病病情变化的$就是仲景在厥阴病篇中有七段条文

,%%,

!江西中医药 "$$* 年 * 月第 * 期总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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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精彩的语言描述的厥热胜复证$而这七段条文中$

有五条与天数有关$这就是 ++.%+&"%+&%%++"%+++

条# 在这五段条文中$仲景阐述了&厥'与&热'动态

变化的三个方面#

!%"厥热相平$表示阴阳没有偏胜$如 ++" 条$

&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

为九日$与厥相应$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又如 ++.

条$&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此后不热也不厥$

也必自愈#

!""热多厥少有发血证的可能$尤其在久利伤阴

的情况下$阳回稍一太过$就会发痈脓# 如 +&% 条$

热四日$厥反三日$又热四日至七日$其热不除$就必

便脓血#

!+"厥多热少为病进$如 +&" 条$厥四日$热三

日$又厥五日$阳气逐渐衰退$为病在发展#

"(+!欲解时间恒动观

六经病皆有&欲解时'$这是(伤寒论)中很重要

的一部分内容$每一经病都有&欲解'之时$这说明疾

病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的$也说

明了六经病的向愈是具有恒动性的#

太阳病解的具体时辰$张仲景认为是从巳至未

这一段时间# 因为这是一天之中阳气最盛的时候$

人体的阳气$得天阳之助$驱邪有力$轻微的外邪$不

能自容$所以将愈的病人$多于此时好转#

&阳明病$欲解时$从申到戌上#'!%,+"这条提到

阳明病多愈于从申至戌这一段时间# (素问,生气

通天论)说&日西而阳气已虚'$阳明病本为阳热亢盛

之病# 当天阳渐虚之时$其邪气亦随之渐衰$故可在

日入前后自愈#

&平旦人气生'$所以仲景认为&少阳病欲解时$

从寅至辰上#' !"*""这是因为少阳为&游部'$郁结

发病$不郁则病解$而寅至辰系卯前卯后$恰是阳气

生发之时$当被郁之少火随天阳之升得以舒发$所以

少阳病在邪衰之后$多于日出前后精神慧爽$症状消

失#

&夜半阳气还'$亥至丑时$正是夜半前后$&太阴

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 !"*#"所以太阴病之将愈

者$多于此时病情好转#

阳生于子时$至寅而渐盛$阳气前进$阴邪必退$

所以&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

&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丑至卯时

是太阳即将升出地面的时辰$人身的阳气$也随着天

阳之将升而呈现由里出表之象$所以厥阴病多愈于

这一阶段#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六经病的愈解之时是

恒动变化的$实际上也是人体的阴阳之气的恒动变

化$虽不可将欲解时看得太死$不过也应当借鉴其来

指导临床#

+!六经辨证的空间恒动观

+(%!转属的空间恒动观

传是动态变化$转属也是动态变化$所不同的

是$传是同一经病的逐步深化$而转属则是变成了不

同的另一经病# 从这一经病变成另一经病$这是空

间上的变化# 在(伤寒论)中$空间的概念是什么呢0

笔者认为$这个空间可以是六经辨证的空间$就是说

三阴三阳是不同的空间名词-同时$这个空间也可以

是人体自身的空间$上中下三焦%五脏六腑%表和里%

血分和气分等$比如原文 ,* 条说&藏腑相连$其痛必

下$邪高痛下'$这里的&痛下'就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太阳病多是感受外邪而发病$其他五经病可由

他经转属而来者# 根据&阳明居中主土也$万物所

归$无所复传'$从理论上讲阳明病可以由其他五经

病传变而来$除了 %-%%%-#%%-* 条由太阳和太阴转属

而来之外$少阳病&发汗则谵语$此属胃'$少阴病下

利$手足自温者能自愈或可治!"-*"$厥阴病&欲得

食$其病为愈'!++,"$虽说这不一定是阳明病$但也

是通过胃气恢复才能自愈而不再发展#

&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 !".."$少阳病可由

太阳病发汗利小便伤津化燥发展而来-也可以由厥

阴出阳而来$&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仲

景在本条提示厥阴里热可以外出少阳#

太阴病可由三阳病误治伤及脾阳而成$就是所

谓的&始为热中$继为寒中' -也可由太阳病误下邪

陷$致脾络不通$即 "*, 条所述的&本太阳病$医反下

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

因少阴与太阳为表里关系$故太阳病最易转入

少阴$如 ", 条所述$&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

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欲攻其表$此误也#

22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又因太阴

为三阴屏障$故太阴虚寒也易传入少阴$成为脾肾阳

虚证$这就是 "** 条所论述的内容$&自利不渴者$属

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 当温之$宜服四逆辈#'

厥阴病可由少阳病热深厥深转属而至$++, 条形

象的描述了少阳与厥阴之间转化的过程$&伤寒热少

微厥$指头寒$嘿嘿不欲食$烦躁# 数日$小便利$色

白者$此热除也# 欲得食$其病为愈# 若厥而呕$胸

胁烦满者$其后必便血#'同时阳明病误下也能伤及

厥阴$&若脉数不解$而下不止$必协热便脓血也#'

!"#-"#

所以$中医学有&实则太阳$虚则少阴' &实则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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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虚则太阴' &入则厥阴$出则少阳'之说# 从以上

的分析可以看出$六经病的发病不仅有时间上的动

态变化$也有空间上的恒动性#

+("!坏病的空间恒动观

什么叫坏病0 (伤寒论)在 %.%".* 两条原文提

到这个名词# 教科书上对&坏病'的定义为1&因误治

使病情恶化$难以用六经正名者#' 也就是说$坏病是

六经病非规律性的变化$既然不能再用六经命名$那

么它的病情就发生了空间上的动态变化# 所以$坏

病具有空间恒动性#

仲景对坏病的辨治在太阳病篇描述的最为详

细$比如太阳病可以由典型的麻黄桂枝证传变为蓄

水证%蓄血证%结胸证%痞证等# 用了相当大的篇幅

来阐述坏病的治疗法则$&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

治之'$是仲景创立的灵活变化%随证变通的辨证论

治方法$也是中医辨证恒动观的最好体现# &随证治

之'之&随'就是一个动态的词语# &随证治之'之法

是以谨守病机为准则$而于立法%选方%遣药%服法等

灵活多变以应病之变化# 疾病作为一个过程固然有

着相对的静止$但我们要以承认疾病的动态变化为

前提$&随证治之'就是在疾病恒动发展的过程中$在

恪守病机前提下的多种变通$始终贯穿着恒动的精

神#

&!六经辨证的脉象恒动观

在疾病恒动演化的过程中$脉象的变化往往可

以成为判断疾病变化的重要依据# 如太阳病提纲证

提出&脉浮'$而其后的第 " 条%第 + 条又以&脉浮

缓'%&脉浮紧'作为太阳中风证与太阳伤寒证的主要

鉴别点# 第 & 条又以&脉静'%&脉数急'的变化相对

比$作为判断表邪是否内传的重要依据# 又如第 +*

条1&太阳病$十日以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

22脉但浮者$与麻黄汤#'也是以脉象的恒动发展

作为判断邪气是否内传%邪势盛衰的依据#

(辨脉法)曰1&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

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阳脉者生$

阳病见阴脉者死#'阴病见阳脉示正气恢复$疾病向

愈$如 +"* 条1&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

愈#'厥阴中风为&阴病'$&浮'为阳脉$&脉微浮'表

示阳气在逐渐恢复$故阴病见阳脉为向愈之征# 阳

病见阴脉示正气已衰$疾病加重$如 ," 条1&病发热

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

汤#'即是以脉之&沉'示表邪衰退%阳气已虚# 本为

太阳表证!阳病"$疾病变化而见沉脉!阴脉"$说明邪

气内入$病邪由表入里#

当然在(伤寒论)中脉象的恒动性并不局限于

&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这一句话$随着

病情的动态发展$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脉象-也可以

说$脉象的恒动性从侧面说明了病情变化的恒动性$

也说明了六经辨证的恒动性#

#!六经辨证的用药恒动观

既然(伤寒论)认为疾病的静止是相对的$绝对

的运动是疾病存在的固有方式$那么临证时在用药%

剂型及药物的煎服法等方面$就应该立足于应病情

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六经辨证的用药也具有恒动

性#

#(%!药量及药味的恒动性

以麻黄与石膏为例$来分析一下(伤寒论)中是

怎样灵活加减药物的# 结合麻黄汤与白虎汤证$可

以发现麻黄与石膏在表实证传到阳明病的过程中的

加减运用1感受风寒之邪$表气郁闭!麻黄汤证$只用

麻黄不用石膏"

%

表寒郁滞较久或寒郁较重$内生郁

热!大青龙汤证$麻黄为主$辅以石膏"

%

表寒进一步

入里化热$郁热迫肺!麻杏甘石汤证$麻%石并重"

%

化热更重!酌情加重石膏的用量至 # /"$ 倍于麻黄$

石膏为主$辅以麻黄"

%

完全入里化热!白虎汤证$只

用石膏$不用麻黄"# 在这个过程中$有表邪向内动

态发展之势$即用麻黄之浮向外散之-有入里化热动

态演变之象$即用石膏之寒清之# 随着整个病情的

动态变化来确定药物的用量及取舍$而不囿于个别

症状#

.+/

又如同为阳明腑实证$仲景视腑实病机之缓急$

而设调胃承气汤%大小承气汤以应变$调胃承气汤有

甘草之缓而无枳%朴之峻$大小承气汤有枳%朴之峻

而无甘草之缓$而大小承气汤又因有无芒硝而分峻

缓#

.&/而在阳明病中$除了正阳阳明外$还有太阳阳

明和少阳阳明$太阳阳明治以麻子仁丸$少阳阳明以

&蜜煎导而通之'即可$可谓法中有法$变中寓变#

再从 %$% 条和 %$+ 条言之$此两条病在少阳$本

应和解$今误用下法$但下之后$柴胡汤证仍在$故

&复与柴胡汤'# 此时有两种不同的转归$前者服汤

后$正气得药力之助$奋起抗邪$正邪交争$故见&蒸

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后者误下后$伤津较甚$

以致邪入阳明$此时纯粹的小柴胡汤无能为力$故见

&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 由此可知$同为柴胡

汤误下$因伤正或助邪的程度有别$病之缓急各异$

势缓者用小柴胡汤$势急者宜大柴胡汤# 大柴胡汤

为小柴胡汤去甘缓之参%草$加大黄%枳实等较峻之

药# 体现了病重药亦重$病动药亦动的原则#

+%*%+#+ 条均为阴寒内盛%阴盛格阳的危重证#

但前者下利清谷$迅速伤及少阴阳气$而致&手足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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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引汤析疑

$

!马俊姣!!南京中医药大学 "$$# 级硕士研究生!南京 "%$$","

$

!指导%华浩明!!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 "%$$","

摘要!&金匮要略'治风方风引汤虽记载过于简略!然方剂组成特别" 据多方考证!认为乃医圣笔墨" 其方能重镇熄风!清热安

神" 诸家亦都从除热熄风的立法原则!来分析方中药物的配伍意义"

关键词!风引汤$&金匮要略'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风引汤为(金匮要略)的附方$后人因惧怕方中

石药过$恐其伤人害人$故多不敢用此方$以致仲景

良方被湮没# 但是$风引汤不仅开创了介类潜阳$咸

寒养阴的先河$而且对后世医家多有影响#

%!风引汤乃仲景方

本方载于(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症并治第

五)$记载十分简略$篇云1&风引汤$除热%瘫%痫# 大

黄%干姜%龙骨各四两$桂枝三两$甘草%牡蛎各二两$

寒水石%滑石%赤石脂%白石脂%紫石英%石膏各六两#

右十二味$杵$粗筛$以韦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

三升$煮三沸$温服一升#'该方虽见之于今本(金匮

要略)$但因记载过于简略和方剂组成寒温固泄并用

等原因$以至后人怀疑非仲景方$而系宋人校刻时所

附# 程云来(金匮要略直解)%吴谦(医宗金鉴,订正

金匮要略)皆认为此方是宋代林亿%高保衡等在校订

(金匮要略方论)时附入唐人之方$遂在注解中删去

不释# 又有尤怡曰1&孙奇以为中风多从热起$故特

附于此' !(金匮要略心典)卷上"# 张锡纯亦认为1

&风引汤方下之文甚简$似非仲景笔墨$方书有疑此

系后世加入者$故方中之药品不纯 ' !(医学衷中参

西录,医论)"# 但是$这仅是一种猜测$并没有多少

实际根据# 然风引汤属于仲景方的证据颇多#

&&&&&&&&&&&&&&&&&&&&&&&&&&&&&&&&&&&&&&&&&&&&&&

例

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甚或&利止

脉不出'$比后者&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

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的四逆汤证$其阴盛格阳之势

尤急$故用通脉四逆汤治之# 此两方药味虽同$但附

子%干姜用量有别$故后者回阳救逆$通达内外之力

尤强#

.&/

#("!剂型的恒动性

&汤者荡也'$能急其所急-&丸者缓也'$能缓其

所缓# 所以在(伤寒论)中仲景采用了不同的剂型以

应病情之缓急$如蓄血证有缓急之不同而设有抵当

汤和抵当丸$大结胸证据病之缓急设有大陷胸汤和

大陷胸丸$再如上文中提到的正阳阳明据证之缓急

设三承气汤$而 "&* 条的太阳阳明治以麻子仁丸$"++

条的少阳阳明以蜜煎或土瓜根%猪胆汁外导即可-

+-. 条理中丸方后注中甚至提出了一方二法$以适应

病势缓急之变$充分体现了仲景治病的剂型恒动观#

#(+!服法的恒动性

仲景视病之轻重缓急$在服药的方法上也有详

细说明# 如 ", 条病缓势轻的&胃气不和'之证$服调

胃承气汤要&少少温服'$而 "&- 条治燥热内结的阳

明腑实证$又主张&顿服'以应病之急# 此外$十枣汤

的&平旦服'%黄连汤的&昼三夜二'%麻黄连翘赤小豆

汤的&分温三服$半日服尽'$也是应病之缓急而服之

例# 由此一来$六经辨证的病脉证治%理法方药就能

一线相贯$这才是恒动的辨证之法$灵活的辨证之

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恒动观是六经辨证的一大

特点$贯穿于六经辨证的病%脉%证%治的每一个阶

段$且从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三维立体的特色$摆脱了

现今临床上辨证的线性思维# (伤寒论)通过 +,-

条%%%" 方的病脉证治$科学地%形象地%真实地%理论

联系实际地揭示了中医辨证论过程中最为精髓%最

为宝贵的思维特征$即&动'的%&活'的$亦即&恒动'

的辨证思维大法与规律$从而使六经辨证历经两千

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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