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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鞠通和络调肝法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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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吴鞠通医案"的研读#分析了肝病过程中肝络不和的病机#从而提出了将和络调肝法应用于慢性乙肝和肝

硬化的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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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著名医家吴鞠通治疗肝病善于运用和络调

肝法' 在(吴鞠通医案)中运用和络调肝法治疗的

疾病有胁痛*吐血*单腹胀*癃闭等病证%这些病证主

要与现代医学的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腹水*上消化

道出血*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密切相关' 和络与调

肝在肝病治疗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现就学习体

会谈一点粗浅认识'

和络%即调和诸络%使不和之络调和畅达之意'

络脉之+络,是与+经,相对的概念%+经,是气血流

通的主干道%络脉是横行的细小的经脉%是气血精微

物质与脏腑交换的场所%也是脏腑排除痰湿瘀血等

有害物质的最前站%是与脏腑直接密切相关的功能

载体%与脏腑功能能否正常发挥息息相关' 络脉阻

塞不畅功能失调%就会直接影响到脏腑的气血通行%

出现一系列络脉不和*脏腑功能失调的症状' 肝络

不和在(吴鞠通医案)中主要是指在内外因素影响

下出现的一系列典型的肝病症状%包括&胁肋部疼

痛*腹部包块*吐血*面色黧黑*肌肤甲错*腹部青筋

暴露*蜘蛛痣%舌暗有瘀斑*瘀点'

和络调肝法这一治疗思路%最早出现在(金匮

要略)中' (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

十一)曰&+肝着%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

欲热饮%旋覆花汤主之',是最早用旋复花汤治疗肝

着的记载%这是和络调肝法应用的雏形' 到清代叶

天士才明确提出治络的思想%他在(临证指南医案)

指出+久痛入络%久病入络,%+百日久恙%血络必

伤,%同时创立了一系列通络*补络的治疗方法' 吴

氏学究叶氏%师法仲景%将和络与调肝治疗思想有机

结合%结合临证%使治络思想在胁痛*血证*鼓胀等病

的治疗中推而广之'

+和络调肝,在吴氏医案中称之为+宣络,*+通

阴络,*+和阴络,等%名称虽异%本质则一' 和络法

临床应用多受叶天士+久痛入络%久病入络,思想的

影响而较局限%唯吴氏继承了叶氏的通络思想又有

所创新%将通络与调和肝胃相结合%大大扩大了通络

法的应用范围%使和络不离于久痛久病又不拘于久

痛久病' 调肝因为肝脏在人体脏腑中具有特殊的地

位%肝脏于气血的通行关系密切' 肝体阴用阳位处

下焦%肝主疏泄而藏血%情志*外伤等因素可以导致

肝失于疏泄%首先发生气机不畅%进而发生气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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瘀%久而久之病由经及络%渐而入微%络脉的瘀血进

一步加重了肝脏的气血精微的交换障碍' 肝脏的虚

实可以影响脾脏的运化功能和肾的主髓生精功能%

可与脾肾密切相关相互影响' 从吴氏医案中可以看

出%络病有四&一为瘀阻络脉' 经络气血不畅可以引

发积聚久痛缠绵不愈%甚至出现鼓胀等症%血瘀本身

就是积聚病症的重要病机%更有甚者+血不利则为

水,' 治疗当疏理络脉畅达气血"二为络脉拘急'

络脉之气不利则卒然疼痛' 治疗当柔络缓急止痛"

三为络脉损伤' 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

加之肝为藏血之脏%络脉瘀久自伤%肝气乘逆%则可

出现吐血' 治疗当和络止血"四为络脉虚弱' 多在

疾病中后期%性质多为虚实夹杂%治疗当补益经络兼

顾宣通' 吴氏认为凡有肝郁疼痛者无论新病久病皆

可应用' 针对肝气郁结吴氏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

解%他认为肝郁可以一分为二&一为经郁%一为络郁'

经主气%直行"络主血%横行' 若为经郁%则宜用柴胡

直行上下而走经"若为络郁则宜宣络%用新绛*旋复

花等药横走络脉%舒达肝络之气兼而活血%气血两

治' (素问-调经治篇)云+经络支节%其病所居%随

而治之%病在脉%调之血"病在血%调之络',肝络郁

滞则气机不畅%会出现胁肋胀痛%腹痛"气郁化火则

出现心烦易怒%头痛%舌红脉数"火热迫血妄行则会

出现吐血衄血"肝气横犯脾土则会出现腹胀纳呆%大

便不调%舌苔厚腻等症' (素问-缪刺篇)曰+今邪客

于皮毛入舍孙络%留而不去%闭塞不通..而生奇病

也',将和络与调和肝胃有机的结合是对治络思想

的发展%符合气血同病*气血同治的原则'

吴鞠通和络用药习用新绛*旋复花*降香*苏子*

郁金*横归须%称之为新绛旋复花汤' 此方乃是从仲

景旋复花汤和缪仲苏子降气汤化裁而出%临证多在

此方基础上加减应用' 如兼治阳明则在原方基础上

加入半夏*秫米等"二便不通则加入姜炒黄连"胸背

痛痛则加入桂枝以温经通络兼治太阳"小便短赤可

加入盐炒黄柏"腹痛可根据病情加入两头尖%小茴香

和白芍"瘀血重则加入桃仁*丹皮以活血"湿气过重

则加入晚蚕沙*茯苓等淡渗利湿性味平缓之药' 此

方用药加减虽繁但可用吴氏医案中的一句话概括即

+宣通络脉%两和肝胃,'

临床上%可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属肝

络不和而具有以上所述典型症状者%(吴鞠通医案)

中有许多和络调肝的典型病例'

胁痛案 (吴鞠通医案-卷二-胁痛篇)记载伊氏

+肝郁胁痛%又被误汗误下致不食不饥*不寐不便%

时时欲呕%心烦易怒%身热',吴氏用新绛旋复汤加

桃仁*川楝子*黄连*半夏*秫米治疗收功' 胁痛心烦

乃因肝气郁滞化火%不寐*不便是因肝失疏畅%横逆

犯胃%则时时欲呕' 黄连可以清火健胃%桃仁辛润活

血通络%半夏秫米和胃降逆止呕' 除此案外还可参

考苏氏案%恒妇案'

吐血案 吴氏认为吐血症有内伤*有外感%有在

气*有在血%有寒*有热之分%反对机械的见血投凉'

因为肝为藏血之脏%阴为体%阳为用%肝郁化火亦可

导致吐血%吴鞠通在医案中讲到+若郁怒胁痛而吐

血%则属阴邪%非温不可',临床应用中%肝为刚脏劲

气初平%取松灵之能入肝络者宜之%宜用沙参*麦冬*

白蒺藜之类%吴氏习用新绛旋复花汤加减和络调肝%

使气机畅达%络脉瘀滞已去%然后才投以甘寒养阴之

品收功' 如(吴鞠通医案-卷二-吐血篇)载有王案

+脉弦如刃%吐血后左邪胀痛',吴氏认为此案治在

肝络%使血不瘀%则吐血可止%止后当与补阴%所以治

疗首先应用新绛旋复花汤加桃仁*丹皮以化瘀通络

柔肝%后用沙参*麦冬*郁金等平和之药%而非大黄*

黄芩*侧柏等苦寒药物%因为苦寒之药易伤阳气而更

易留瘀%于证不符' 有关吐血的治疗还可参考王氏

案%沈氏案%岳氏案%汝氏案等'

单腹胀案 (吴鞠通医案)曰+有肝郁者%必克脾

土%脾受克者必停饮',木郁则克土%克阳土则不寐%

克阴土则嗔胀%自郁则胁痛%肝病则不能主疏泄%故

二便不通' 肝主血络亦主血%故治肝者必治络' 吴

氏认为%单腹胀的发生不单是水湿凝聚%与肝郁有极

大关系' 肝主血络%所以治疗单腹胀周身水肿%腹大

如鼓%青筋暴露%在肝脾同治的同时%还应治络%络和

则气得以行而血不郁滞%邪有出路' 若胁痛腹痛较

重%可单独应用新绛旋复花汤治疗"若湿浊之气较

重%腹胀明显可在上方的基础上加入晚蚕沙*白通

草*茯苓以祛浊阴' (吴鞠通医案-卷二-单腹胀)中

毛氏案即用和络调肝之法治愈患者%可以参考'

吴氏临证善于应用和络调肝法治疗相关疾病%

辩证精准%用药加减变化灵活%匠心独运' 遇痛症*

血症*郁证*肿胀之类%凡属气血瘀滞肝络%导致络脉

不利的病症%俱可应用新绛旋复花汤加减治疗' 思

路广%用药精%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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