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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此指《伤寒杂病论》

方剂，为张仲景所创。历代医家的

临床经验表明，经方具有确切的临

床治疗效果。临床若能恰到好处地

学好与用活经方，则其治疗效果可

非同一般。但有诸多临床工作者用

经方未能达到预期治疗目的，也有

一些医者应用经方根本就没有取得

任何治疗效果，并以此来贬低经方

临床治疗效果。究其原因何在?怎

样才能学好用活经方主治病证?怎

样才能扩大经方主治范围?笔者试

将肤浅认识略述于次。

1 学好经方的思路与方

法

学好用活经方，必须具备扎实

的中医基础理论，更应掌握思路和

方法，其主要体现在下述两个方

面，对此若能有全面的认识与足够

的重视，即可为用活经方奠定扎实

的理论基础。

1．1 以代表方为突破口 学好经

方应以重点代表方为突破口，由此

来展开研究某一类方，对此必须做

到有重点、有目标、有目的地学习

与研究，并加以掌握。学习重点代

表方，如治疗表证代表方：麻黄汤

主治太阳伤寒证，桂枝汤主治太阳

中风证，桂枝麻黄各半汤主治太阳

伤寒轻证，桂枝二麻黄一汤主治太

阳中风轻证；治疗表里兼证代表

方：大青龙汤主治太阳伤寒证与里

热证相兼，小青龙汤主治太阳伤寒

证与寒饮郁肺证相兼，桂枝人参汤

主治太阳中风证与脾胃虚寒证相

兼，厚朴七物汤主治太阳中风证与

阳明热结证相兼；又如治疗心证、

肺证、。肾证、脾胃证、胆证、大肠

证、妇科病证等重点代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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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方只有从某一类方中探

讨方药配伍关系，才能揭示方药配

伍精旨，集中探讨与研究经方组方

思路。学习经方贵在学习经方组方

特点、应用要点、配伍关系与方法

技巧，揭示经方功用主治病证的核

心与灵魂。如研究治疗少阳胆热证

代表方小柴胡汤，从方药配伍中探

讨、分析与总结药物之间相互作用

关系，一是清热，二是调气，三是

益气，以此来全面发掘与研究小柴

胡汤配伍精旨，指导临床治疗疑难

病证。通过研究与发掘小柴胡汤功

用与主治，从而达到举一反三，触

类旁通，然后对大柴胡汤，柴胡桂

枝汤，柴胡加芒硝汤，柴胡桂枝干

姜汤等类方主治与应用也有比较清

晰的认识、理解与掌握。又，治疗

热证下利的经方有许多，如白头翁

汤、黄芩汤、葛根芩连汤等，对此

不必一个一个地去研究，只要抓住

重点代表方白头翁汤的配伍思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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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方精旨，就可对其它几个方的作

用特点了如指掌，运用自如。研究

与掌握重点代表方可以带动其它类

方的学习与应用，能够从某一类方

主治病证同中求异，能够以点带

面，以精代泛，减少学习中不必要

的重复，有利于开拓应用经方思

路。由此而知，重点掌握经方代表

方主治特点、配伍要旨、应用精

髓，为临床用活某一类经方和时方

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1．2 以经方的基本要则与核心内

容为重点研究经方药物组成，一

是要深入研究方药配伍的协同关

系，二是要客观认识方药配伍的佐

制关系，三是要慎重运用方药配伍

的反佐关系。只有全面而认真地研

究、探索经方药物组成的相同或异

同关系，才能懂得经方配伍主治的

一般性与特殊性。

研究经方剂量调配关系不能离

开具体方药配伍。如仲景用桂枝

量，在麻黄汤中与麻黄配伍的比例

关系是解表，在小青龙汤中与麻黄

配伍关系是既能解表又能温阳化

饮，在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

汤中与麻黄配伍关系是温胃散寒；

又如仲景用芍药，于桂枝汤中用量

为三两(折合今制约99)以调和

营卫，而于小建中汤中用量则为六

两(189)以期缓急止痛；胶艾汤

中其用量为四两(129)以养血止

漏，而当归散中其用量则用至1斤

(折合约509)以调肝和脾。应用经

方最主要的问题，是疗效问题，而

经方的药物用量问题则是提高经方

治疗效果的关键所在，也是难以解

决的难题。因此，对仲景剂量调配

一定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经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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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剂量配伍关系是疗效的可靠保证。

对经方的用法也要有一定的了

解，尤其是某些方药作用因用法不

同而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如大承气

汤、十枣汤、大乌头煎、半夏泻心

汤等等，其煎法也直接关系到治疗

效果。经方的用法还包括药物的炮

制方法等，这与治疗效果也有密切

关系。

研究经方功用，必须将药物与

剂量有机地结合，不能仅仅偏执于

药物具有某种功用，从而忽视药物

发挥功用与其剂量大小的特殊关

系；还应注意药物气味辛、甘、

苦、酸、咸与性能寒、热、温、凉

之间配伍所产生的不同或相同的作

用关系。如通过研究麻黄汤功用，

得出麻黄汤不仅是治疗太阳伤寒证

专用方，而且是治疗寒邪犯肺证的

重要方，还是治疗寒袭经络证的常

用方，如果仅局限于麻黄汤主治太

阳伤寒证，则大大缩小了经方主治

病证与应用范围。

研究经方主治是活用经方的重

要组成部分。由于仲景所论诸多方

药主治病证，大多是省略了方药主

治病证的主要方面，仅对某些次要

病证作了比较浅略的认识，这就要

求研究经方主治，必须做到通过方

药与剂量的配伍关系，全面而深人

地研究方药及剂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及其作用，才能懂得经方主治病证

的精髓所在。

2 经方的活用

学习经方的最终目的在于临床

应用经方，而用活经方则是提高临

床疗效的可靠保证。笔者试从如下

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与发掘。

2．1 精通经方药物性昧功用 经

方主治之灵魂体现于选药准确，组

方深奥，配伍严谨，主治功效显

著。因此，只有对仲景用药技巧进

行深入研究与发掘，才能用活经

方，使经方起到应有的治病作用。

如研究麻黄功用，研究者大多局限

在其发汗、平喘、利水功用上，而

不能从仲景组方用药中深入探讨麻

黄主治其他病证的客观实效，从而

导致某些错综复杂的病证缺乏有效

的方药治疗。如麻黄与半夏配伍为

半夏麻黄丸，则主}台心悸、心烦病

证；麻黄与桂枝(桂枝量大于麻

黄)等相伍为桂枝去芍药加麻黄

附子细辛汤主治阳虚寒凝心下坚

证；麻黄与升麻配伍为麻黄升麻汤

可主治肝热阳郁证。又如桂枝一

药，在桂枝汤中主发汗解表，在黄

连汤中则治胃痛，在桂枝加桂汤中

则平冲降逆，在桂枝附子汤中则通

经止痛。认识与应用经方药物功用

不能仅局限于《中药学》中对中

药性能的认识，否则远远不能满足

临床需要，也不能发仲景用药之

微、扬仲景用药之长。总之，仲景

用药人细人微，总是针对病机而以

法用之，其用药具有非凡的特殊性

与切机性，对当今治疗疑难杂病具

有很高的指导价值与实用价值，只

有对仲景用药有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与研究，才能用活经方，治疗疑难

杂病。

2．2 掌握经方药昧加减变化经

方药味加减变化有两种情况：其

一，在方中加减变化，其主治病证

的主要矛盾方面没有发生根本变

化，如在桂枝汤原方中加药的有：

桂枝加附子汤主治太阳中风证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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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虚病证，桂枝加葛根汤主治太阳

中风证其有项强明显，桂枝加厚朴

杏仁汤主治太阳中风证其有气喘证

候；在桂枝汤原方中减药的有：桂

枝去芍药汤主治太阳中风证其有胸

闷明显；又如在桂枝汤基础之上既

加又减药的有：桂枝去芍药加附子

汤主治太阳中风证其有胸闷与恶寒

明显，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治

太阳中风证兼有心下微满痛。其

二，在方中加减变化，其主治病证

的主要矛盾方面已发生很大变化，

如在麻黄汤中加白术为麻黄加术

汤，主治寒湿痹证；麻黄汤中去桂

枝加薏苡仁为麻黄杏仁薏苡甘草

汤，主治湿热痹证；麻黄汤中去桂

枝加石膏为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

主治肺热壅盛证。可见，在一个方

中加减用药，一定要审明是加强原

方药主治病证，还是改变原方药主

治病证，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不得有半点疏忽。同时还要审明用

药与剂量有着直接关系，否则，将

直接影响治疗效果。

2．3 用活经方要方方合用 仲景

用方特别注重方方合用，一是以经

方原方相合为一方主治复杂的病

证，如麻黄汤与桂枝汤合用，因其

剂量调配不同，则有桂枝麻黄各半

汤主治太阳伤寒轻证，桂枝二麻黄

一汤主治太阳中风轻证；再如桂枝

汤与越婢汤合用为桂枝二越婢一

汤，主治太阳温病轻证；又如桂枝

汤与小柴胡汤合用为柴胡桂枝汤，

主治少阳病证兼太阳病证；复如桂

枝去芍药汤与麻黄附子细辛汤合用

主治阳虚寒凝心下坚证；更如大乌

头煎与桂枝汤合用为乌头桂枝汤，

主治寒客胃脘证。二是以经方为基

础方进行加减运用，如桂枝汤与小

承气汤加减化裁为厚朴七物汤主治

太阳中风证兼阳明热结证；泽泻汤

与猪苓散加减化裁为五苓散，主治

水气病证或兼表证。

2．4 临床创新 学好用活经方，

决不能死板教条，贵在学好代表

方，掌握经方加减应用的思路与方

法，懂得方方合用的组方技巧，临

证之时还要因人、因证、因时而

异，灵活加减方药以发展仲景组方

的I临床应用。如病者既有水气，又

有血瘀，还有气郁，对此则没有合

适的经方，可于经方中选五苓散、

桂枝茯苓丸、四逆散相合为用并适

当地加减变化，使方药更加切中病

机而治之。又如病者既有水气上逆

之头晕，又有阴虚火旺之失眠，还

有气血虚之心悸而烦，对此可选用

泽泻汤、黄连阿胶汤、小建中汤相

合为用，加减化裁。如糖尿病从中

医辨证既有肾阴阳两虚，又有邪热

内盛，此时可用肾气丸与白虎加人

参汤或竹叶石膏汤加减，其治疗效

果非同一般。更如冠心病从中医辨

证既有痰阻，又有瘀血，还有虚

寒，可用栝蒌薤白半夏汤、桂枝茯

苓丸与理中丸合方加减化裁治疗，

以取得预期治疗效果。可见，应用

经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以经方

主治为基础方，以经方药味加减或

方方合用加减，从而发展、改进与

扩大经方主治病证及类型，以使经

方主治病证更加切中病机而扩大应

用范围。临证用活经方的核心在于

创新思维，在经方组方思路之上，

能够根据病者的具体病情而因证加

减或调整经方药物与剂量，以提高

治疗效果。若墨守成规，按图索

骥，按经方方歌口诀一成不变地搬

用经方治病，则用活经方无从谈

起，也不能达到预期治疗目的。

【中鹰药市场】

广西中草药出口态势强劲

据悉，今年前10个月，广西口岸共出口植物药材8000多吨，出口

总额达1亿多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58％和170％。广西植物

药材主要出口到越南、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和香港地区。越南作为

连接广西和东南亚各国贸易纽带，目前已成为广西植物药材出口的最

大中转国。

专家分析，广西植物药材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广西地处亚热带地理环境，山多林密，加上长年受到热带气候的

影响，十分适合药用植物的生长。广西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大力发展

田七、党参、罗汉果等药用植物的人工种植，从而使植物药材的市场

占有量逐年增长，为植物药材出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广西海关

加强对边民互市贸易的管理，植物药材从边民互市渠道转为边境小额

贸易，增加了贸易量。三是广西不断改善投资招商环境，强化各口岸

的基础设施建设，各关口实现了“联动大通关”，从而使广西在打开东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中药市场的同时，也吸引了邻近省份大量客商把业

务转移到广西出口。 (摘自《中医药国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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