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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 奇 谈 医 （十）

——— 《金匮要略》札记

□ 何绍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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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候氏黑散
候氏黑散是 《金匮要略》中

风病篇的附方。尤怡等诸多注家，

咸谓此乃宋人林亿等所附，但隋代

《诸病源候论》就有“仲景经有候

氏黑散”的记载，说明此方“资格”

很老。

尤怡说此方：“去风、除热、补

虚、下痰说法具备，以为中风之病，

莫不由数者所云尔。”细绎此方，

重用菊花至四十分 （汉制一分等

于二钱半），除白术、防风各十分

之外，余下黄芩、细辛、干姜、人

参、桔梗、当归、川芎、牡蛎、矾

石（张锡纯说是皂砒）、桂枝、茯

苓十一味药，加起来恰如与菊花的

用量相等。如此大剂量的菊花

“补水以利火，清金以平木”（李时

珍语）与牡蛎相合，则取义于熄

风潜阳；再用黄芩、矾石、桔梗清

热化痰；当归、川芎活血化瘀；防

风、细辛、桂枝祛风通络；人参、

白术、茯苓、干姜益气温中。合而

一首补泻兼施之方，大意仍在抑木

扶土。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

中风门即有生牡蛎合菊花，缓肝之

急以熄风，配以生地、白芍，滋肾

之液以驱热，更用炙甘草、大枣以

完养阳明，就是从候氏黑散一方悟

出的，真善学者，岂依据葫芦，食

古不化辈所能量其项背！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乡人曹

某，年约五十，患口眼歪斜，用牵

正散未效。其人粗通文学，一日竟

窃我案头 《金匮要略》去，照书

开候氏黑散一方，分量则请药房酌

定，药仅三剂，病竟霍然。后来还

书乃告其巅来如此，亦一趣事也，

随笔附志之。

２　大柴胡汤
小柴胡汤又有 “三禁汤”之

名，正虚邪实，所以禁汗、禁吐、

禁下，只有扶正达邪一途也。而小

柴胡汤证如又兼 “呕不止，心下

急，郁郁微烦”，为少阳阳明并

病，或 “发热，汗不出解，心下

痞硬，呕吐下利”，为少阳阳明合

病，其治均当兼少阳阳明，因而又

有大柴胡汤之设。

大柴胡汤即小柴胡汤去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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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是因为邪实当前，不欲其

“实”实，但也不欲其缓，加枳

实，与柴胡相配，则一降一升，加

上芍药，则隐括一个四逆散 （去

甘草）在内，流通气机，而止脘

腹之痛。大黄与枳实芍药同用，又

隐括半个小承气汤（无厚朴），意

在泻阳明热结。至于仍然保留姜枣

者，还是心存一个 “和”字，意

在保护脾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攻

邪药对机体的伤害，因为病兼少

阳，与纯是阳明里实者不尽相同。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存食病

篇》亦载大柴胡汤证：“按之心下

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

柴胡汤”。细与 《伤寒论》条文对

照，可知大柴胡汤证不必非是由太

阳而少阳阳明，也可以是杂病独立

的病证。心下者，心之下也，不仅

包括胃，也包括肝胆和胰，按之满

痛是点明的主证，其它尚有发热口

燥、恶心、呕吐、尿赤、大便干

结，或黄疸、胸胁满痛，舌必红、

苔必黄、脉必沉实滑数。 《金匮》

在此讲的腹满，实指今天的所说急

腹症的一个症状而非一般肚腹胀

满。近数十年来用大柴胡汤治疗急

性胆囊炎、胆石症、急性胰腺炎、

胃及十二指肠穿孔、肝炎屡见报

道，天津南开医院的清胰汤（柴

胡、芍药、黄芩、胡黄连、木香、

延胡索、大黄、芒硝），复方大柴

胡汤 （柴胡、白芍、黄芩、枳实、

木香、延胡索、大黄、金钱草），

也都是大柴胡汤的加减方。不过需

要指出，在急腹症的治疗中，因邪

实是主要矛盾，故药量宜大，如柴

胡常用至３０克，黄芩１５克，大黄
３０～４０克，白芍２５克，枳实 （或

枳壳）１５～２０克，使药能胜病，
邪去而元气自复。

我在荷兰工作时，侨领董世敏

之妻妹，胆石症术后发生胆汁性腹

膜炎，往莱顿大学医学院。高热，

全腹胀满疼痛，手不可近，不大

便，荷兰医生除补液、用抗生素

外，又在腹部打孔用生理盐水冲洗

（冲出物如绿色苔藓状），其症不

减，已三日，我用大剂大柴胡汤加

减共四帖，得畅便 （日 ３～５次）
后，热退，胀满疼痛皆愈。此为我

在国外工作时所遇到的最危重的病

例，可证大柴胡汤用之证，确有良

效。例如姜春华老师说：胆、胰及

胃十二指肠穿孔等危重病，用大柴

胡汤，使大部分病人免却手术之

苦，实为中医对世界医学的一大贡

献。

３　桂枝芍药知母汤中知
母芍药的用意

　　 “诸肢节疼痛”而至 “身体

羸”论者咸以为此为风湿化热

而设，原文中，何尝有郁久化热之

证？我的体会，则其病程长也，可

知，这就需要较长时间服药，而方

中麻桂姜附之性俱辛温燥热，所以

用知母、芍药之苦寒消减之，且防

其久用伤阴。如以使用此方必见关

节红肿热痛，则失之矣。

又有称此方为 “风湿历节”

以别于乌头汤之 “寒湿历节”，不

知寒湿同气，此方乃风寒湿并之

方也。仲 景 但 言 “风 湿”，而

“寒”即在其中矣。

４　人参汤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第

九》载：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

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

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

人参汤方即理中汤，用于此

证，不能无疑。心阳虚衰，阴霾充

塞，理中汤恐难以胜任。当是

《伤寒论》太阳篇１６３条之桂枝人
参汤 （桂枝四两、炙甘草四两、

白术三两、人参三两、干姜三

两），用桂枝温通心阳，以人参、

甘草益气，白术、干姜健脾温中为

继，于理当可通。其错似出在人参

汤前遗漏 “桂枝”二字。

５　赤　丸
见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

治第十》：寒气厥逆，赤丸主之。

赤丸方：茯苓四两、半夏四两

（一方用桂）、乌头二两 （炮）、细

辛一两。上四味，末之，内真朱为

色，炼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

饮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

稍增之，以知为度。

此证为阳虚阴盛，证见厥逆，

故治当破阴返阳，方中实以大辛大

热的乌头与细辛、半夏为主药，茯

苓只是作赋形剂用，少许朱砂只是

作标记之用而已。从来释此方者，

皆谓茯苓淡渗化饮、朱砂重镇降

逆，看其用量仅用麻子大三丸，便

知不过是想当然耳
!

仲景时代尚无 “十八反”之

说，此方即乌头、半夏同用者。新

世纪教材 《金匮要略》说：“方中

……至用茯苓、半夏化饮，降逆以

止呕，再用朱砂重镇降逆，并调和
獉獉獉

乌头与半夏两味反药之性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朱砂有这个作用么？请教。“内真

（下转第１３页）



中医药通报·名医精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３　　　

本方加黄芪、菟丝子、金樱子、芡

实、补骨脂之类。绝经前后，月经

紊乱，量少，或经停数月不至，时

烘热升火，自汗，而眶下灰暗色

斑，心烦易怒，或紧张不安等，并

严重失眠者，则以上述基本方加仙

灵脾、地骨皮、山萸肉、当归、生

熟地、知母等。

２３５　肺病不寐　多见于春秋二
季，素禀肝木偏旺之体，屡因感冒

以后，未能及时调治和休息，或因

情志不悦、精神过劳，而致肝阳上

亢，或肝郁化火，木旺侮金，肺失

肃降，耗伤肺阴，致呛咳无痰，夜

卧难寐。临床表现主要为呛咳阵

作，时而升火，辄夜为甚。重则咳

嗽而引激胸闷胀痛，心烦不安，急

躁易怒，口干咽燥，大便偏干或便

秘，数日一行。常并彻夜难寐，或

仅睡２～３小时。听诊：心肺无特
殊，肺部透视 （－）。证属肝郁化
火，耗伤肺阴。以从肝论治基本方

加银花、连翘、焦山栀、麦冬、北

沙参、生地、知母等。并胸闷胀痛

改加旋复花、代赭石，或延胡索、

金铃子之类。呛咳甚加炙百部、款

冬花、桑白皮等。虚热甚加地骨

皮。

２３６　心病不寐　多见于冠心病、
心肌炎、心动过速或频发早搏患

者，常并严重失眠。主要由于肝郁

犯心、心血瘀阻或心气不足引起。

临床表现常有冠心病、心肌炎、或

心律不齐病史，近因感冒后，或因

情志不悦，精神过劳而病情复发，

且并严重失眠，一夜睡２～３小时，
甚则通宵不眠，白天胸闷心悸或隐

痛不适，心烦不安，急躁易怒，口

干苦，苔黄少津，舌质暗红，脉细

弦或数，有结代。辨证多属肝郁瘀

阻，心气不足，治以平肝或疏肝解

郁、益气活血安神，以从肝论治基

本方加减，即淮小麦、甘草、苦

参、黄芪、党参、麦冬、五味子、

葛根、川芎、桃仁、红花、远志、

灯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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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为色”当在 “炼蜜丸”之下。

６　乌头煎
见 《腹满寒疝宿病脉证并治

第十》：寒疝绕脐痛，若发则白汗

出，手足厥冷，其脉见紧者，大乌

头煎主之。

病属阳虚寒凝，腹痛绕脐，手

足厥冷，脉紧，皆足以证之。对于

“若发（发作性）则白汗出”之

“白汗”，历来有许多不同说法，

以我的经验，无非是因疼痛剧而大

汗出。李某，与我素相识，一日，

在县医院不远遇见，弯着腰，坐在

门坎上，唇色惨白，口吐白沫，浑

身冷湿。我问他哪里不舒服，李某

说早晨来赶场，还好好的，一下子

肚子疼痛厉害，县医院医生说是阑

尾炎，要他准备好钱去手术。诊其

脉沉紧，手足冰凉，腹痛正好在脐

周，口吐白沫，舌淡苔白。我说这

是寒疝，即肠痉挛，李某点头说，

类似这样的发作一年有两三次。于

是我用川乌头 １５克，蜂蜜三勺，
老姜一块，煮四十分钟，顿服。李

取药后即在亲戚家煎药，一服而痛

止汗收。

７　赤小豆当归散
见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

病脉证并治第十六》：下血，先血

后便，此近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

之。

此肠风、痔瘘、肛裂之出血，

药用赤豆、当归，清热利湿，活血

止血。程门雪先生指出：此方用之

少验，与黄土汤不可同日而语，可

见同是仲景之方，也有有效无效，

不必古人之方尽可用也。我很佩服

程先生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我

粗浅的体会，用地榆、槐花、侧柏

叶、黄连、银花、大黄当有效。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