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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对$亦称对药$系相对固定地将具有相协同$

相互制约关系的两%三味药组配使用以增疗效的一

种配伍形式$是医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逐渐积累的

用药经验$是固定方药的基本构成要素$随证化裁的

基本结构单元& '神农本草经(曰)药有阴阳配合

**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

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

七情概括了药物配伍的基本形式$药对也构成了组

方用药的基础& 仲景遣方用药法度严谨$复方之配

伍机圆法活& 而药对是最简的复方$最能体现制方

之义& 笔者尝试将附子与桂枝药对在经方中的配伍

及应用$作以粗浅探讨$以供同道参考&

"!附子桂枝性味特点

"$"!附子!'神农本草经(,)主风寒咳逆邪气$温

中$金疮$破瘕积聚$血瘕$寒湿?辟$拘挛$膝痛$

不能行步&+'本草汇言(,)附子$回阳气$散阴寒$逐

冷痰$通关节之猛药也&+'本草正义(,)本是辛温大

热$其性擅走$故为通十二经纯阳之要药$外者达皮

毛而除表寒$里者达下元而温痼冷$彻内彻外$凡三

焦经络$诸脏诸腑$果有真寒$无不可治&+总之$附

子$辛%甘$大热$有毒$归心%肾%脾经$具有回阳救

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等功效&

"$#!桂枝!'神农本草经(,)主上气咳逆**利关

节&+ '本草汇言(,)散风寒$逐表邪$发邪汗$止咳

嗽$去肢节间风痛之药也&+桂枝为樟科植物肉桂的

干燥嫩枝$辛%甘%温$归心%肺%膀胱经$具有发汗解

肌$温通经脉$助阳化气$平冲降逆等功效&

#!论中桂枝附子药对的应用

#$"!桂枝加附子汤!'伤寒论(第 #% 条,)太阳病$

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

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太阳病发汗祛邪为正

治之法$但以通身微微似有汗为度$若发汗太过$津

液卫阳耗伤$则病由表及里$由太阳内陷少阴心肾$

致心肾阳虚& 卫阳不固$玄府不合而漏汗恶风"津液

耗伤$无以下输膀胱$且肾阳虚%气化不能故小便难"

阳虚液脱$筋脉不得温煦%濡养$故四肢微急$难以屈

伸& 综观全局$实为太阳病误治后$初涉少阴$以阳

虚为主的阴阳两虚证& 仲景用桂枝汤加甘草一两化

气平补阴阳$加炮附子一枚温补少阴& 桂枝补心阳$

附子补肾阳$伍用温补少阴阳虚"芍药甘草汤扶阳益

阴$姜枣草调理中焦&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伤寒论(第 #"%##

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

之& 若微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太阳病

正治当汗而发之$反用下法$致表邪不解$反而内陷

心胸$心胸阳气不振$正气未大伤$尚与未解之表邪

相争而欲托其外出$故脉来急促乏力"表邪内陷胸

中$阴乘阳位$则胸中满闷不舒"又言)微恶寒者+$

是为阳气虚甚& 综而观之$本方同桂枝加附子汤均

为治疗太阳病误治!后者为发汗太过#后$以阳虚为

主的阴阳两虚$内涉少阴证之剂& 仲景用桂枝汤去

酸敛凝滞%碍于复阳的芍药$以温通心阳$加附子温

补肾阳$合而成温补心肾之剂&

#$+!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金匮要略-

水气病脉证治第十四(曰,)气分$心下坚$大如盘$

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主

之&+本条文论述阳虚寒凝$水饮停聚$结于心下$气

水同病的证治& 仲景立治气以治水之法$使气行则

寒水亦行$治用温阳散寒$通利气机$宣化水饮之剂&

以桂枝合附子温心肾之阳"生姜%麻黄%细辛温经散

寒$宣阳化饮"草枣和营卫&

#$'!桂枝附子汤!'伤寒论(第 ",' 条,)伤寒八九

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

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脉浮虚而涩$身体

疼痛$不能转侧$为风湿搏结寓于经络$且湿性重浊

所致"不呕不渴$说明无少阳证和阳明证"总为风湿

阻于筋脉之证$当温阳逐湿& 桂枝通阳化气利水$祛

在表之风$附子助阳化湿止痛$祛在里之湿$合用温

经复阳$分消表里之湿&

#$&!甘草附子汤!'伤寒论(第 ",& 条,)风湿相搏

$骨节疼烦 $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

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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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阴证略例$的研究%阐述阴证学说之产生与建立及其对病因病机&鉴别辨治&遣药制方等的认识%探讨元代医家

王好古的学术思想'''阴证学说(

关键词!王好古"阴证略例"学术思想"阴证学说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阴证略例($元-王好古著&王好古$字进之$号

汝庄$晚年退居草堂$号海藏老人$金-承安...元-

至大!约在 "#%%..."+%. 年#时赵州!今河北赵县#

人& 王氏博通经史$以进士官本州教授$广览医籍$

曾与李东垣!杲#同游学于张洁古!元素#之门$复从

东垣学医$尽传所学$后乃精研极思轩岐以来诸家$

成为金%元著名医家之一& 其生平著述颇多$现存

有,'阴证略例(%'医学元戎(%'汤液本草(%'此事

难知(%'癍论萃英(等&

"!阴证学说之产生与建立

人之为病$医之诊病$必本于阴阳$其理之详而

可考者$莫早于'内经(& 岐伯论述阴阳脉曰,)人迎

一盛$病在少阳$二盛病在太阳$三盛病在阳明$四盛

以上为格阳&+'灵枢(亦有/)阴阳俱盛$不得相营$

故曰关格$非止吐逆%不得溺而已也&+至汉代张仲

景所著'伤寒论(问世$则对于阴阳的论述可谓趋于

完备了& 其后历代医家皆奉为经典$深入研究者甚

多& 然因'伤寒论(所述多详于三阳而略于三阴$后

世诸医家之立论阐述则亦三阳者多于三阴$且承平

之时$)贵人挟朔方鞍马劲旱之气$加以高粱肥浓之

养$故掺以刚剂$往往而中&+致使医者临症)皆不言

三阴+$)黜阴候不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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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王好古在临床实践中深

主之&+汗出恶风不欲去衣$是表阳虚"短气%小便不

利%或身微肿$是里阳虚"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

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说明风湿并重$已由肌肉侵

入关节& 仲景取附子%桂枝%白术并用$兼走表里$助

阳祛风化湿$且重用甘草缓急止痛&

#$(!桂枝芍药知母汤!'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

证并治第五(,)诸肢节疼痛$身体魁羸$脚肿如脱$

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风湿

相搏$阳气痹阻$气血不行而肢节疼痛游走"久病游

走$关节肿大为身体魁赢之义"湿流于脚$湿胜则肿$

故脚肿如脱"风湿上犯阴滞清阳则头眩"湿邪阻滞气

机$胃气失于和降$故短气$温温欲吐& 总由正气先

虚$风湿偏胜$日久不解$化热伤阴$风湿上犯$中阻$

下流$乃生诸症& 治当祛风逐湿$通阳宣痹$寒热合

用$阴阳并调& 仲景用附子桂枝通阳宣痹$温经通

络$散寒止痛$"麻黄$防风$白术$生姜祛风逐表里之

湿"甘草$芍药$知母滋阴清热$缓急止痛&

+!现代临床运用

桂枝加附子汤可用于病毒性心肌炎$动脉炎$静

脉炎$心律不齐之心阳虚弱者"桂枝附子汤$甘草附

子汤$桂枝芍药知母汤中桂附相用可治疗风湿性关

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

/"0

'!小结

素有)方书之祖+之称的'伤寒论(在运用)药

对+方面堪称典范& 张仲景在众多方剂中应用桂附

配伍,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去

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三方虽各自主症不同$但在

方药组成和功能效用上都存在着共同点$桂枝温通

心阳$附子温壮肾阳$伍用温补心肾$可用于阳气虚

弱$寒气内生诸证& 桂枝附子汤$甘草附子汤$桂枝

芍药知母汤三方均治风湿相搏肌肉关节疼痛$同为

祛风通阳胜湿之剂$也都包含桂枝附子药对$其中桂

枝温经散寒$通利关节$附子温壮阳气$散寒止痛&

同用通达经气$驱散阴寒$祛风逐湿$走肌表调和营

卫$入关节温煦津血$取效于肌肉关节筋脉疼痛诸

证& 通过桂附配伍可见$药对从微观角度反映组方

原则和配伍理论$随证添减即可产生相应方剂& 因

此研究这些具有独特稳定疗效的药对组合的运用规

律%法则及原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学习张仲景的

理法方药$继承发展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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