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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杲!阴火"证治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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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杲所谓"阴火#为内伤发热!其病因为饮食损胃!劳倦伤脾!致脾胃气虚所致$其病症特点主要表现为与外感相对的发

热或显见热象的火热证$治疗上创立了甘温除热和升阳散火的治疗大法!并创制了补中益气汤和升阳散火汤等传世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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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杲!""M& N"#O"#%字明之%晚年自号东垣老

人%金代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 李杲自幼敏达%

少年时曾学习(论语)*(孟子)*(春秋)等儒家经典

著作' 后来%又拜范仲淹的后人范炼为师%至 ## 岁%

已成为知名儒生' 李杲 #& 岁时+母王氏寝疾%命里

中数医拯之%温凉寒热%其说异同%百药备尝%以水济

水%竟莫知为何证而毙' 君痛悼不知医而失其亲%有

愿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志吾过'$-当时%河北一

带名医有河间的刘完素和易水的张元素%刘完素已

近晚年%而张元素因治好刘氏之伤寒病名声大振'

于是李杲+捐金帛-厚礼拜张氏为师' 而张氏之学

术思想%主要来自(内经)%并受华佗*王冰*钱乙*刘

完素等医家的影响' 李杲随其 +学数年%尽得其

法'-基本掌握了为医之道' 由于他受(内经)与其

师张元素学术思想的影响%加上当时战争频繁%饥困

劳役%惊恐忧伤%容易损伤脾胃%时医又滥用苦寒重

损胃气%导致大量脾胃病的发生' 李杲在深入系统

地探讨脾胃生理病理的基础上%提出+内伤脾胃%百

病由生-学术见解%首倡+阴火-一证%并创立了甘温

除热*升阳散火的治疗大法' 本文就+阴火-的病因

病症及治疗特点作一详细阐述%以冀读者对李杲阴

火学说有更深入理解'

"!"阴火#的病因及病症特点

+阴火-一证为李杲所独创%李杲在其著作中多

处提到阴火产生的病理机制%(脾胃论)

."/中说+今

饮食损胃%劳倦伤脾%脾胃虚则火邪乘之而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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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此处+火邪-即为阴火%因饮食损胃%劳倦伤脾%

致使脾胃气虚而生热"+阴虚则内热%有所劳倦%形

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

熏胸中%故为内热'-在这里李杲明确指出阴火为内

伤发热%阴火与元气是对立统一的%阴火的存生取决

于元气%而元气盛衰与脾胃有很大关系' 他说&+火

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可见%元气旺盛%则阴

火无以存生%这就是(内经)中+气食少火%少火生

气-"元气不足%则阴火妄动为害%也就是+壮火食

气%壮火散气-'

+阴火-的提出%是以(内经)为依据的' 李杲在

(脾胃论)中引(素问0调经论)中+病生于阴者%得之

饮食居处%阴阳喜怒'-说明了内伤饮食劳倦之证%

与+病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相对应%而为阴证'

李杲所论的+阴火-%其概念十分广泛%包括心火*下

焦包络之火*相火*肾间阴火*七情之火等多种' 如

(脾胃论)云&+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

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 心不主令%相

火代之' 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脾胃

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这充分说

明阴火源于中焦%起于下焦%系见于上焦' 阴火产生

的根本原因在于脾胃气虚'

在李杲的论述中%不仅阴火所涉及脏腑不同%而

且病理表现亦多种多样%从李杲重视外感与内伤之

辨%以及按阴火论治的病证看%阴火乃是与外感相对

的发热或显见热象的火热证%属于内伤范畴' +阴

火-的病症特点正如(脾胃论)云&+脾证始得%气高

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

不任风寒而生寒热' 盖阴火上冲则气高%渴而烦热%

为头痛%为渴%而脉洪'- +脾胃一伤%五乱互作%其始

病遍身壮热%头痛目眩%肢体沉重%四肢不收%怠惰嗜

卧%为热所伤%元气不能运用%故四肢困怠如此'-阴

火一证与阳明热证的临床表现是完全不同的&阳明

热证起于外感%身热口渴%汗出脉洪有力"而阴火之

证起于内伤劳逸%身热心烦 !这并非外感实热之

证#*头痛!疼痛时作时止%不像外感者常痛不已#*

懒言少食*四肢困倦*自汗口渴*动则气短而喘*脉洪

无力' 另外由于脾胃不足%清阳下陷则见大便泄泻%

或内脏下垂等症%病属内伤%当用甘温除热之法%若

误作外感治%则重虚元气'

#!"阴火#的治疗思路及特点

+阴火-学说的最有价值之处%是根据中医气化

理论提出+阴火-的治疗思路.#/

' 气化学说认为%只

有谷气上升%脾气升发%元气才能充沛%阴火才能收

敛潜藏' 由于他重视脾胃%并强调脾气升发的一面%

因而在治疗上创立了甘温除热和升阳散火的用药法

度%并创制了补中益气汤和升阳散火汤等传世名方'

#%"!甘温除热!对于+阴火-的治疗%李杲在(脾胃

论)中提出+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

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 (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

之' 又云%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

李杲认为+阴火-的形成%乃是脾胃受损所致%+脾胃

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则无

阳以护其荣卫%则不任风寒%乃生寒热%此皆脾胃之

气不足所致也'- +然而与外感风寒之证颇同而实

异' 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 伤其

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其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

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

虚其虚也'-为此李杲创立甘温除热一法治疗+阴

火-一证' 深入研究李杲甘温除热法的代表方剂补

中益气汤的组方原则%可知甘温除热法其实包含两

层涵义&即用人参*黄芪*白术*甘草等甘温之品补中

益气"用升麻*柴胡等风药升阳举陷'

补中益气汤的药物组成为黄芪*人参*甘草*升

麻*柴胡*橘皮*当归*白术' 东垣立补中益气汤的本

旨是用黄芪来益皮毛*闭腠理%用人参补肺气%用甘

草来泻心火!过度烦劳%则虚热内生%得甘温之品以

益元气%而虚热自退%故东垣认为芪*参*草三药为除

烦热之圣药#%用白术来除胃中热%用升麻*柴胡来

引黄芪*甘草之气味上行%用陈皮理胸中之气%用当

归来和血' 胃气就是元气*卫气*荣气%是生发之气%

如同春夏之气%有欣欣向荣*生气勃勃之机%中虚得

补%元气恢复%清阳升发%则诸症自愈' 明代医家赵

献可曾说&+凡脾胃%喜甘而恶苦%喜补而恶攻%喜温

而恶寒%喜通而恶滞%喜升而恶降%喜燥而恶湿%此方

得之'-!(医贯0后天要论0补中益气汤论)#'

李杲临证组方%擅用升麻*柴胡两药' 升麻是足

阳明胃经之引经药%可升发脾胃之清阳%李杲认为&

+升麻%此足阳明胃*足太阴脾经行经药也' 若补脾

胃%非此药为引用%行其本经%不能补此二经-"柴胡

为足少阳胆经之引经药%可升发少阳春升之气' 李

杲说&+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也%故

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胆气不升%则飧泄*肠癖不一

而起'-故+胃中清气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

本方的用量%李杲原方黄芪最多为 $ 克%其余皆为

&%) N# 克%意取轻清上升' 后世医家用于济急时常

加大剂量%但需要注意的是%升麻*柴胡二药用量不

能太大%一般为 " N$ 克%即使余药加至 P N"O 克

时%这二药也不得超过 $ 克' 因为内虚之证忌升散%

本方借此二药只为升提下陷之清气%多用了此二药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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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使本方成了升散剂%非李杲制方原意'

#%#!升阳散火!李杲把脾胃作为人体的气化中枢%

人体从对食物水液的消化吸收%转为各脏腑之气%以

及糟粕排泄都属于脾胃气化%其形式是升降出入'

一旦脾胃气虚%则中焦滞塞%会影响到三焦阳气的升

降出入%气机失常%则上焦阳气郁而化热"因脾虚清

阳不升%脾湿下流于下焦%致下焦阳气郁而发热' 对

于+胃虚过食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及+血虚而得

之-的四肢发热%肌热%筋痹热%骨髓中热%发困%热

如火燎%扪之烙手等病证%李杲根据(内经)虚则补

之%火郁发之理论%用升阳散火汤!人参*甘草*防

风*柴胡*升麻*葛根*羌活*独活*白芍#益气升阳%

发散郁火'

本方有生脾胃阳气%散中焦郁火的作用' 但本

方作为泻火剂却没有一味苦降药物%为何1 历代医

家对此曾作过经典评论' 明代医家吴昆在(医方

考)中说&+少阳者%三焦与胆也' 经曰&少火生气'

少火也%生物之本%扬之则光%遏之则灭%今为饮食填

塞至阴%抑遏其上行之气%则生道几于息矣%故宜辛

温之剂以举之' 升麻*柴胡*羌活*独活*防风*干葛%

皆辛温上行之物也%故用之以升少阳之气%清阳既出

上窍%则浊阴自归下窍%而食物传化自无抑遏之患"

芍药味酸%能泻土中之木"人参味甘%能补中州之气"

生甘草能泻郁火于脾%从而炙之%则健脾胃而和中

矣' 李杲圣于脾胃者%其治之也%必主于升阳%俗医

知降而不知升%是扑其少火也'-

清代医家汪昂在(医方集解)中亦云&+!东垣#

治肌热表热%四肢发热%骨髓中热%热如火燎%扪之烙

手%此病多因血虚得之%及胃虚过食冷物%抑遏阳气

于脾土%并宜服此' 此手足少阳药也%柴胡以发少阳

之火为君"升*葛以发阳明之火%羌*防以发太阳之

火%独活以发少阴之火为臣"此皆味薄气轻%上行之

药%所以升举其阳%使三焦畅遂%而火邪皆散矣' 人

参*甘草益脾土而泻热%芍药泻脾火而敛阴%且酸敛

甘缓%散中有收%不致有损阴气为佐使也'-(医林纂

要)中亦说到&+阳气一有所遏抑%则愤逆而见为火

焉!火郁在中*下二焦%此方所治是也' 若酒食頬厚

烧
!

%则又助火%而火逼中*上焦%乃为凉膈散症

矣#' 火郁于下%真阴愈灼%苦以发之%拨自肾命之

中!柴胡解骨髓中热#%宣之脾胃之上!葛根*升麻散

脾胃热#%达之四表之末!羌活%独活祛四肢热#%阳

气可不郁矣' 参*芍*草*姜*枣%以厚滋脾胃%而和其

阴阳%所以固其气血之本也' 胃伤冷食%何以不用消

导而用和补1 曰%此非伤食%乃伤于所食之冷而抑遏

阳气耳' 胃已虚矣%何可更消1 人参*甘草*姜*枣以

温之%则冷气消矣' 热盛如此%何以不用寒凉1 曰%

阳气已为阴所抑遏矣%而更用寒凉%是重为抑遏

之'-

$!小结

由此可见%+阴火-的病理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脾

胃气衰' 李杲发挥了(内经)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

则死-的强调胃气作用的观点%认为脾胃是元气之

本%而元气是健康之本' 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

百病由生' 他的学术思想既秉承了(内经)的理论%

又对(内经)的理论作了自己的发挥' 李杲认为只

有谷气上升%脾气升发%元气才能充沛%阴火才能收

敛潜藏' 因此他创立了甘温除热法和升阳散火法治

疗阴火一证%并创制了补中益气汤和升阳散火汤等

名方' 正是这种发挥成就了李杲的学术%奠定了李

杲在中医学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李杲的学术影响

也远远跨越了他生活的金元时代%八百余年来%他的

学术广为传播%对后世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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