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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阴枢#名方四逆散临床运用体会

#

!胡正刚!!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杭州 T"&&%T$

摘要!本文在充分分析四逆散证病机的同时!结合历代著名医家的认识!将四逆散#四逆汤和小柴胡汤作一比较!突出四逆散

放于少阴篇除鉴别诊断外!点出仍与少阴生理病理有一定联系!更突出四逆散或然证多#被广泛用于临床的内在机制是'转阴

枢(!调节两脏即肝脾气机来完成的" 篇尾加以病案例证四逆散运用之广"

关键词!四逆散$阴枢$四逆$调畅气机

中图分类号!(#]P !!文献标识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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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逆散源自-伤寒论/#原自少阴病阳郁不伸所

致的热厥证' 其功用#准确地说#应当是(疏肝理

气#调和脾胃)' 后世的逍遥散&柴胡疏肝散都是有

四逆散化裁而来的#是临床常用的有效之方' 兹将

个人对四逆散加减法之临床运用体会总结如下'

"!四逆散证治机理

-伤寒论/原书少阴病篇 T"] 条%(少阴病#四

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

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历代医家对其病机的认识#

主要有三%一是邪由阳经传入少阴#阳气内郁#枢机

不利所致' 如吴昆-医方考.伤寒论门/曰%(此阳

邪传至少阴#里有结热#则阳气不能交接于四末#故

四逆而不温')

+",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亦认为本

证(四逆皆少阴枢机无主#升降不利所致)'

+#,其实#

暗中点出了少阴肾气不足与肝脾气机不调之间的关

系' 二是认为四逆散证不属于少阴病而是少阳类

证#其病机为气机阻滞#阳气内郁#不能达于四末'

如陆渊雷-伤寒论今释/曰(其病盖少阳之类证#决

非少阴)"张璐在-伤寒论缵论/中认为(此证虽属少

阴#而实脾胃不和11)

+T,李中梓在-伤寒论括要/

中认为(此证虽云四逆#必不甚冷#或指头微温#或

脉不沉微#乃阴中涵阳之证' 此惟气不宣通#乃为逆

冷11)

+',

-伤寒论译释/认为(此证四逆#乃由于

肝气郁结#阳郁于里#不能通达四肢#所以逆冷#然而

在程度上并不严重#且无其它虚寒见证#在辨证上是

不难区分的')

+%,少阴病的四逆#是阴寒内盛#阳衰

于外之危证#非姜附草之四逆汤不能回阳救逆#而历

代医家深知%四逆散绝非少阴四证所宜' 更有甚者

-伤寒杂病论义疏/则明确将其纳入少阳篇内#将四

逆散改为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提出了%(少阳病#

气上逆#今胁下痛#痛甚则呕逆#此为胆不降也)

+Q,

的看法' 三是认为此处完全是为了临床辨证的需

要#持此种观点的有岭南伤寒名家何志雄教授及其

弟子张横柳教授+O,

'

其分析概略如下%第 T"] 条的四逆散证确实出

自于少阴病篇#并首冠 (少阴病)#且置于第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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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O 条的白通汤&通脉四逆汤之后#何故也2 综

观-伤寒论/TP] 条原文及仲景学术观点#唯一的目

的是辩证需要' 因为第 T"'&T"%&T"O 条#皆有严重

的肢厥#紧接着在第 T"] 条#亦以四肢厥冷!以(少

阴病#四逆11四逆散主之)可据$为临床主要特

征#盖两者均以(四肢厥冷)为共见之主证#其机理

皆因阳不达四末' 但前者为阳气衰微#阴寒大盛所

致#此为少阴亡阳之危急重症"后者属阳气内郁于

里#以致阳不达四末#证属实证&热证' 由是#临证

(四逆)之辨#首辨寒&热#方不误治' 总之#两者皆

以四肢厥冷为临床主要特征#其治疗方剂皆以(四

逆)命方#前者名为四逆汤!白通汤&通脉四逆汤皆

为四逆汤类方$#后者称之四逆散#但两者的病机完

全不同#临床脉症亦大异#施治方药有别' 上述条文

序码的排列#由 T"' 条直到 T"] 条便是仲景惯用书

写文法#又称仲景文法#就是为了突出-伤寒论/的

核心内容与精髓***(辨证论治)#又是仲景惯用的

(知常达变)辨证思维' T"'&T"%&T"O 条的肢厥在少

阴病为常#那么 T"] 条的肢厥便是常中之变了' 此

类文法#在-伤寒论/中处处可见#如阳明病第 #'T

条吴茱萸汤证#同样是排列在第 #T]&#TP&#'&&#'"&

#'# 条的大承气汤证之后#突然第 #'T 条便阐述阳

明胃虚寒的吴茱萸汤证#也是辨证的需要#告诫后

人#阳明胃肠病变的辨证#首分寒&热&虚&实#切忌虚

虚实实之戒'

笔者认为%四逆散为转(阴枢)之极佳良方#需

要考虑二个问题%一是病机是什么2 四逆散证是怎

样形成的2

!"$何为转(阴枢)2 -素问.六微旨大论/曰%

(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故非

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

藏' 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这既说明气机运

动对于生命活动的重要性#又说明气机运动存在的

广泛性' 升降出入的气机运动是人体生命赖以存在

的基本条件' 倘若升降失常#气血乖违#则阴阳失

衡#百病由生' 而四逆散正是通过调节肝脾达到调

节局部气机#进而达到理顺全身气机的目的'

尤怡-伤寒贯珠集/云%(四逆#四肢逆冷也' 此

非热厥#亦太阳初受寒邪#未郁为热#而便入少阴之

证' 少阴为三阴之枢11' 其进而入则在阴#退而

出则就阳' 邪气居之#有可进可退时上时下之势

11#故用柴胡之辛扬之#使从外出"枳实之苦抑之#

使其内消' 而其所以能内能外者#则枢机之用为多#

故必以芍药之酸益其阴#甘草之甘养其阳')

+P,尤氏

以四逆散为使枢机通利之品#而治上下内外诸多或

然之证#很有见地' 实际上为扭转五脏枢机之剂与

小柴胡汤和解三焦腑枢机相似#而小柴胡汤作用于

六腑之一三焦腑调节全身气机重在(阳枢)#四逆散

作用于五脏之肝脾两脏气机以推动其他三脏重在

(阴枢)'

!#$四逆散证之来路2 四逆散病证原则上五脏

六腑病皆可以传变而来#-伤寒论/中暗中揭示了与

少阴篇关系最密切#仍隶属于少阴病篇#此处主要作

用确实是为了与四逆汤四肢厥逆证相鉴别#但仲景

将其列于少阴篇提示少阴病人中有易见有阳郁不伸

四肢不温之四逆散证者' 揭示了肝脾不调与少阴肾

关系极为密切的一个方面#即肾阴阳不足***肝肾

同源影响及肝***木病及土影响到脾胃***气机郁

于脏属里属阴分!与柴胡证郁于胆属表属阳分不

同$' 即少阴体质易见肝脾不调气机阻滞仍以转枢

机为主的发病过程#但四逆散毕竟顾及少阴的成分

几乎没有#不是典型的少阴寒化或热化证"故与少阴

病篇四逆证的鉴别诊断意义显的尤其重要'

但为什么肝脾两脏气机出了问题2 再让我们结

合(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

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而论#此处之

(少阴病)#有(来自少阴病)之义#一者少阴肾寒火

不暖土#脾化无权#肝气受郁"二者龙火不足#相火

!雷火$难以游运阳气于周身#自身疏泄条达之性衰

减#故郁气于内#气有余便是火#内有余火而外不接

疏布之阳气#故见阴阳之气不相顺接之象'

#!四逆散方方解

四逆散方中的药物有柴胡&白芍&枳实&甘草#主

要归肝&脾胃经#故从肝脾!胃$的角度论述病机#本

证为肝脾不和&转枢不利&胃气不达四肢#主治在肝

脾!胃$无疑'

方中柴胡#-神农本草经/载(味苦平' 主心腹#

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 久

服#轻身明目益精')为君药' -神农本草经/谓芍药

(味苦平' 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

止痛#利小便#益气')自宋-图经本草/始有赤芍&白

芍之分' 一般认为四逆散中使用白芍'

枳实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多用以消导积

滞#行气&消痰&逐饮' -神农本草经/谓其(味苦寒'

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热结#止利#长肌

肉#利五脏#益气轻身')

-神农本草经/载甘草(味甘平' 主五脏六府寒

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力#金创萢#解毒' 久服

轻身延年')-医学启源/谓%(气味甘#生大凉#火炙

之则温#能补三焦元气#调和诸药相协#共为力而不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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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性缓#善解诸急#故有3国老0之称)'

+"&,

#甘草既

能调和诸药#又有甘以缓之之义#甘草与芍药#即为

芍药甘草汤#对腹痛挛急特别有效'

方中四味药可分解为三个部分' 一是柴胡&芍

药为肝药"枳实&甘草为脾胃药' 所以能疏肝理气&

调和脾胃%一是芍药&甘草相配伍可以除血痹&缓挛

痛#有缓急止痛之功"一是枳实&芍药相伍#为金匮枳

实芍药散#是妇人病方#治产后腹痛#烦满不得卧之

症' 综合而论#本方实有疏肝理脾#和营消满的功

效+"",

'

T!病案举例

案例 " 四逆散治疗肝胆脾胃疾病

许某#女#'Q 岁#工人' #&&P 年 "& 月 "% 日就

诊'

患者肝区胀闷疼痛加重 " 月余' 自述一年前体

检时发现子宫肌瘤#半年前因少腹疼痛腹渐大如盘#

复查c超发现子宫肌瘤明显增大#且有一不明包

块#故行手术治疗#查明不明包块为痰性囊状包块#

术后两月余#胃脘开始胀痛#同时胃脘下可触及大鸡

蛋大囊性包块#c超探察为分隔性液体囊性包块'

近来胃脘和肝区明显胀痛#夜间难入睡' 伴早起伴

有白痰#纳食一般#食后胀痛明显#舌苔白腻#脉沉无

力' 考虑肝郁脾虚&痰饮结于胸胁和胃' 方药如下%

柴胡 "# >#炒枳壳 "% >#炒白芍 #% >#赤勺 "% >#

炙甘草 "& 克 青&陈皮各 P >#郁金 "& >#姜黄 "% >#法

半夏 T& >#茯苓 T& >#鲜生姜 T& >#天花粉 T& >#牡蛎

T& >!先煎$#党参 #% >#浙贝母 "& >#川贝 Q >' % 剂

水煎服日 " 剂分温服'

二诊#服上药肝区疼痛胀闷明显减轻#仍有少量

白痰#舌苔白#略有齿痕#脉弦#沉取无力#调方如下%

柴胡 "% >#炒枳壳 "% >#炒白芍 "% >#炒枳实 "& >#炙

甘草 "& >#党参 #% >#生白术 "% >#黄芩 P >#桂枝 #%

>#干姜 "% >#茯苓 T& >#天花粉 T& >#牡蛎 T& >!先

煎$#川贝 % >!打$#香附 "& >#元胡 "& >#炒扁豆 "%

>#生米仁 T& >#神曲 "% >' O 剂 水煎服日 " 剂分温

服'

三诊#服上方#病人反馈肝区疼痛胀闷唯吃完饭

后有些胀痛#白痰减少#口略苦#舌苔白#脉沉取弦

细' 柴胡 "# >#炒枳壳 "% >#炒白芍 "% >#炒枳实 "&

>#炙甘草 "& >#茯苓 T& >#法半夏 #& >#!打$党参 #%

>#青&陈皮各 P >#鲜生姜 T& >#炒扁豆 "% >#生米仁

T& >' 七剂 水煎服日一剂分温服'

后追访#c超提示胃脘部仍可见分隔性液体囊

性包块#但患者肝区疼痛胀闷情况明显好转'

按%综合治疗过程#始终以四逆散(转阴枢)调

肝脾气机为本#先后结合小半夏加茯苓汤散胃水#二

贝散散痰结#栝楼根牡蛎散散水结胁下治标#参四君

子汤健脾胃善后#短期疗效可'

案例 # 四逆散治疗青春豆

申某#女#T# 岁#留学生' #&&P 年 O 月 "T 日就

诊'

患者时发青春豆#面部油脂偏重#口干#睡眠质

量略差#多梦#偶有脱发#舌质淡#苔薄白#脉沉取无

力' 考虑肝郁兼胆胃湿热#湿热蒸腾胆胃故有面部

油脂偏重#口干#睡眠质量略差#多梦等症状' 故疏

肝清胆胃中热兼芳香透湿法方药如下%柴胡 "& >#炒

枳壳 " >#生白芍 "% >#生甘草 "& >#茯苓 #% >#法半

夏 "& >#青&陈皮各 "& >#姜竹茹 "% >#天冬 "& >#麦

冬 "& >#黑乌豆衣 "% >#制何首乌 "& >#神曲 "% >#藿

香 "# >!后下$#佩兰 "#>' O 剂 水煎服日 " 剂分温

服'

二诊#服药后面部油脂明显减轻#睡眠略有改

善' 仍有口干#肝胁时胀#舌质淡#苔薄白#脉沉弦'

投以柴胡 "# >#炒枳壳 "% >#炒白芍 "% >#炙甘草 "&

>#太子参 T& >#麦冬 "# >#五味子 Q >#黑乌豆衣 "%

>#生白术 "& >#茯苓 "% >#炙黄芪 "% >#天冬 "& >#炒

酸枣仁 "% >#合欢花 "% >'

三诊#服药后面部油脂明显减轻#面部青春豆改

善#睡眠佳' 无口干#时有乏力#舌质淡#苔薄白#脉

沉弦' 继续守上方治疗 "' 剂' 后每月月经前后守

四逆散加减法 % 剂#近半年面部油腻&青春豆发作甚

少#疗效稳定'

按%本案以四逆散疏肝脾调气机#温胆汤清胆胃

中热兼芳香透湿法#考虑到油脂上蒸#病位属阳明

胃#久则胃阴必有不足#故于方中加黑乌豆衣清透郁

热#天冬&麦冬补肺胃之液#何首乌补肾固发' 中期

疗效可'

案例 T 四逆散治疗抢咳

熊某#女#T% 岁' #&&Q 年 O 月 "& 日就诊'

患者妊娠 # T̀ 月余#体态中等#经常咳嗽咽痒

!# T̀ 年$#痰少而粘#咽部时有异物感#吞之不入#

吐之不出#伴胸闷&胁胀痛#自述生气&睡眠不佳或工

作压力过重时抢咳明显#余情况尚可#舌体偏胖#苔

薄略燥#脉略弦滑' 考虑属于肝木刑金#肝脾气机影

响肺气之宣发肃降#故用方药如下%柴胡 P >#炒枳壳

"# >#炒白芍 "% >#生甘草 Q >#法半夏 "& >#厚朴 "&

>#鲜生姜 #& >#茯苓 "% >#苏梗 "# >#桔梗 "& >#前胡

"& >#浙贝母 "& >#瓜蒌皮 "% >' 瞩服 % 剂#水煎服分

# 次温服'

复诊#咳嗽止#咽部异物感大减#余如故#故守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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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预防与体质研究

#

!张杰!袁振涛!!河北景县人民医院!景县 &%T%&&$

摘要!肿瘤的发病率愈来愈高!尤其是恶性肿瘤的升高!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命和生活质量!目前中西医药物治疗并不能很好

的遏制该病的发展" 而根据体质学说!发现易患肿瘤患者的体质特点!在疾病未发生之前即积极预防!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

意义"

关键词!肿瘤$预防$体质研究$学术探讨

中图分类号!(OT&$%!!文献标识码!)

+%6&,1,*O*'("&'/'31)-#"P%*C(%3-

H@G;2Q"*#J%/'H)*'>(/&

1&+M+'I4+0-H'-I$.24'0<$)8K$2) '0H+N+$M,'*$)7+#<$)8K$2) &%T%&&

@0#(,/$(%*60-32-103209=5+/97-;6->60756.3 0A070;C02-.88:/.8->3.355+/97.31 -3=8+0320;C09C800;S+.8-5:.31 8-=0;07-9+;8:$

M9@.1.:;#5+/972.3395<02+701 <:g0;5073 /01-2-30.31 57.1-5-93.8?6-30;0/01-2-3029/C80508:$V5-;A07:-/C975.3559C70A035

5+/97<0=9705+/970/07>05679+>6 ;5+1:-3>560C6:;-2.826.7.2507-;5-2;9=5+/97C.5-035$

A*- B&,3%*+/97"G70A035-93"G6:;-S+0I5+1:")2.10/-2I5+1:

!!虽然远在-黄帝内经/时代就已有了(上工不治

已病而治未病)的思想#现代医学也提出未病先防

的观念' 但是#目前的医学发展趋势仍然是以治疗

方法的研究为主#仅有极少一些疾病的预防被人们

所关注#如肿瘤的预防就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肿

瘤是一类对健康有巨大危害的疾病#在目前的医疗

水平下#我们仍显的软弱无力' 假如知道哪一类人

群易患此病#即明确肿瘤易患体质的特点#我们就可

以采取措施#改善不良体质#防止疾病发生' 因此#

在科技技术发达的今天#从(中医体质学说)着手研

究肿瘤的预防#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医体质学说)虽是近些年才提出的一种理

论#但是早在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已经认识到

了人类的体质问题#在-灵枢/的经水篇&骨度篇&寿

夭刚柔篇等多篇中均涉及了体质的内容' 随着后世

医家的不断发挥#有了对体质的更详尽描述#如叶天

士-临证指南医案/中根据望诊和脉象将体质分为 O

种主要类型%木火体质&阴虚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

质&血虚体质&水土体质&正常体质' 章虚谷-医门

棒喝.人身阴阳体用论/中提出了(

$$$$$$$$$$$$$$$$$$$$$$$$$$$$$$$$$$$$$$$$$$$$$$

人之体质或偏

% 剂继续巩固疗效' 后追访未见复发'

按%咳嗽本属肺' 然有(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的

说法#且四逆散的或然症中亦有(咳)#所以排除肺

之寒郁#从肝郁气滞上逆为咳#而用四逆散疏肝理

气#半夏厚朴汤降逆化痰#稍佐前胡&桔梗&瓜蒌之

属#使肺气宣畅#三焦通畅#咳嗽自止' 因而#用四逆

散治疗肝木刑金&肝肺同病咳嗽尤为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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