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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活血化瘀法及其配伍探讨

● 王昃睿１　王晓伟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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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清任为清代著名医学家，善
用活血化瘀法，起疾救疴，效验卓

著，名噪京师，于医林独树一帜。

活血化瘀法作为中医治法之一，源

远流长。在诸多治法中，其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即所治虽均具有瘀血

病理这一共性，但造成血瘀的因素

及兼夹症则相当复杂。因此，对于

如何正确理解和应用本法，及与它

法相互配伍就显得尤为重要，值得

进一步研究探讨。王清任并非单

用活血化瘀法，弃用它法，而对于

活血化瘀治法的配伍，不仅述理深

透，且临证运用自如，得心应手。

!

就其配伍方法，试作探讨。

１　补气活血法
补气与活血化瘀配伍，谓补气

活血法。此法适用于气虚血瘀，或

血瘀有气虚表现的病证。王清任

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元气

即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

必停留而瘀”，说明气虚与血瘀密

切相关，气虚可致血瘀。他所创制

的补气活血方剂有补阳还伍汤、止

泻调中汤、助阳止痒汤、足卫和荣

汤、古开骨散、黄芪桃红汤、黄芪赤

风汤等七首，这些方剂的共同特点

是重用黄芪，或“气血不足者，加人

参”以补其气，再配活血化瘀之品，

以发挥益气充脉，气足血活的重要

作用。如具有代表性和临床应用

较为广泛的补阳还五汤，方中重用

黄芪补气，以使气足血行，经络通

畅，配伍归芎桃红赤芍活血化瘀、

地龙通络，如此共奏益气活血、去

瘀通络之功。其述理之透，运用之

巧，远较前贤全面，临床效果亦令

人惊叹，可谓经久不衰而万古常

新。

２　清解活血法
清热解毒与活血化瘀配伍，谓

清解活血法。此法适用于瘀血郁

结，蕴热化毒，或热毒内遏，熬血成

瘀之热瘀毒邪搏结病证。王清任

发前人所未及，认为“瘟毒烧炼”，

“血受热则煎熬成块”，必“将气血

凝结”为瘀，壅塞气血通路，形成瘟

毒病变。因此，当采用清热解毒与

活血化瘀相配伍的治法，以“活其

血，解其毒”。他自创清解活血的

方剂有解毒活血汤、通经逐瘀汤、

玉龙膏、会厌通瘀汤等四首。这些

方子虽药味不尽相同，主治病证有

异，但病理机制则一样，故盖可断

用清解活血法。如临床应用比较

广泛的解毒活血汤，方中翘草柴葛

清热解毒，解肌生津，鼓舞胃气，驱

邪外达；配伍归地桃红赤芍养营凉

血，活血祛瘀；佐枳壳通滞行气，以

助活血之功。临床验证，对于瘀血

蕴热，毒热瘀郁低热久延不退，应

用本方加减治疗，确有明显效果。

由此说明王清任在多年的临证实

践中经验丰富，颇有心得，而决非

无的放矢的空谈。

３　行气活血法
疏理行气与活血化瘀配伍，谓

行气活血法。此法适用于气滞血

瘀或瘀羁气郁的病证。《直指方》

云：“气为血行，气行则血行，气止

则血止，……气有一息之不通，则

血有一息之不行”；清·王宇泰说：

“未有气滞而血能和者，血不和则

气益滞也”。说明人之血赖气行，

气畅血和，血气和顺，周流不息，循

环无端，病无由生。倘若气滞血

瘀，或瘀阻气郁，乃气病血瘀也。

对于此类病证，究应采用什么治法

为宜，根据王清任的经验，必须用

疏理行气与活血化瘀配伍的方法

治疗，方为合拍，绝不能单一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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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治。他应用行气活血法非常广

泛，而且创制了不少至今仍行之有

效的典型方剂。如血府逐瘀汤、膈

下逐瘀汤、癫狂梦醒汤、通气散等

４首，共为行气活血配伍治法的楷
模。其中血府逐瘀汤是王清任临

证应用最广泛的一个，示列症目就

达１９项之多，寓意颇深。方中柴
枳芎桔疏理行气，布展胸胁；归地

桃红赤芍养营活血，祛瘀通络，使

瘀血去而又不伤血；甘草缓急止

痛，通利百脉，调和诸药。全方共

奏行气止痛、活血化瘀之功，气行

瘀去，血和病廖。本方延用至今，

无不应手取效。

４　温阳活血法
温阳与活血化瘀配伍，谓温阳

活血法。此法宜用于阳虚血瘀，或

经寒血凝，以致不能温运血脉，血

行不利的虚寒血瘀病证。《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云：“太阳不长，心

血内洞”，《素问·举痛论》说：“寒

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金匮

要略》曰：“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

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不仅说明

了阳虚血瘀，营血遇寒则凝，得温

则行的病理特点，也指出了应采取

的治则。王清任正是在《内经》、

《金匮》理论的启示下，认识到阳气

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营血所以

于血脉中周流不息，很大程度上非

得阳气的温运推动才能实现。他

还认为“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而病

血瘀，因此，应当采用温阳活血法

治疗。如他所创制的急救回阳汤、

少腹逐瘀汤、止泻调中汤、小茴香

酒等四首方剂，就是采用温阳与活

血化瘀配伍的治法。试举临床应

用比较广泛的少腹逐瘀汤为例，它

崇仲景温经汤之意，和失笑散化裁

组成，用治妇女如冲任虚寒、瘀血

内阻所致痛经等多种疾病。方中

桂姜茴香温阳通脉，温经散寒，通

达下焦；元胡、没药、蒲黄、灵脂利

气散瘀，活血止痛，其中蒲黄生用，

重在活血祛瘀，灵脂用妙，重在止

痛而不损胃气；归芎乃阴重之阳

药，血中之气药，配合赤芍用以活

血行气、散滞调经。纵观全方，具

有温经散寒、活血祛瘀、消肿止痛

的作用。由此可见王氏的学术思

想本有渊源继承可举，何以认为他

的学说纯系活血破瘀之论呢？

５　通下活血法
通下泻浊与活血化瘀配伍，谓

通下活血法。此种治法适用于气

郁蕴热，浊瘀结聚，逆窜头目或郁

积胁腹，经水不利等之病证。《素

问·缪刺论》云：“恶血留内，腹中

满胀”；《伤寒杂病论》有“瘀热在

里”及“腹中有干血著脐下”等论。

王清任在这些理论启示下，师古而

不拘泥，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

创制了加味止痛没药散、古下瘀血

汤、蜜葱猪胆汤等３首方剂，这些
方子就是运用通润下泄与活血化

瘀相配伍的治疗方法。如他认为

暴发火眼“眼疼白珠红，后起云

翳”，是由于热瘀上攻，目络瘀阻所

致，因此用加味止痛没药散治疗，

目的就在于通下泄热，活血化瘀，

以取下通上清、瘀散火降之功，其

病自瘥。《素问·至真要大论》云：

“诸腹胀大，皆属于热”，王氏认为

“血受热则煎熬成块……要知血府

血瘀必发烧”。他在这种思想指导

下，用古下瘀血汤治疗“腹皮上有

青筋，是血鼓腹大”血鼓病证。同

时他还指出在服用本方时，应“与

前隔下逐瘀汤，轮流服之方妥”，此

己见他对活血化瘀治法配伍运用

非常推崇之一斑。

６　通窍活血法
芳香辛窜与活血化瘀配伍，谓

通窍活血法。此法主要适用于窍

络闭塞，血脉郁滞，或久病入络，血

瘀气滞，瘀血内停，阻遏窍络而以

痛症为主，痛有定处，痛如锥刺的

病证。王清任开卷第一方即举荐

通窍活血汤，并列所治证有 １４项
之多，其它如通经逐瘀汤、蜜葱猪

胆汤、玉龙膏等均有通窍活血之

意。由此可见王氏认为这些症疾

的共同特点则是头面、四肢、周身

血管“皮里肉外血瘀，阻塞血络”而

病窍闭血瘀，因此就应当采用通窍

与活血配伍治疗，窍通瘀去，实有

以简驭繁应手取效之妙。如方中

葱姜麝酒通阳善行，开窍通络；桃

红芎赤芍活血通脉，行血去瘀；佐

大枣以缓芳香辛窜之性，健脾养

荣。其中麝香味辛性温，善行走

窜，功专开窍通闭，因用为主药，与

葱姜黄酒配伍，通络开窍，行利气

血更强，并能促使桃红芎赤芍发挥

活血化瘀之力。本汤组方巧妙，用

药精练，主治明确，效验卓著，足见

王氏学识之广，医技之精，功底之

深，令人兴叹不已。

７　祛风活血法
祛风除湿与活血化瘀配伍，为

祛风活血法。此法适用于痹症经

久不愈，邪气壅阻，气血凝滞，血行

不畅，经络不通之瘀痹病症。王清

任认为“痹症用温热发散药不愈；

……用利湿降火药功。……遂用

滋阴药，又不效。”此久治不验，是

因邪气“入于血管，痛不移处”为

“已凝之血，更不能活”而病瘀痹之

患，故他明确提出“痹症有瘀血说”

之论，并创制身痛逐瘀汤治之，其

中奥妙就在于祛风除湿与活血化

瘀配伍法的运用，“名此义，治痹症

何难”。如方中秦艽、羌活祛风除

湿；归芎桃红养血通经，活血祛瘀；

（下转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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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血中，积渐化毒，偶适外邪、恣食肥甘饮酒等，引

动而发，出现骨节肿痛，溃流脂浊，甚则石淋、关格等

症。浊毒瘀结是标，脾肾失调是本，邪实为主，兼有本

虚。浊瘀痹阻，脾肾失调为痛风的主要病理机制，故

以此为立法依据。处方中君药土茯苓、萆解毒化

浊，通利关节；辅以首乌、苍术补肾填精，运脾燥湿；佐

用泽兰、泽泻、当归、红花活血化瘀，利水泄下。诸药

相伍，共奏激浊扬清，宣通气化，化瘀通络，调益脾肾

之功。通过泄浊化瘀，可以排泄和降低尿酸，改善人

体内环境，促进血液循环。而调益脾肾，又可以恢复

和激发机体整体的功能，达到抑制和减少尿酸生成的

效果。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本方药物具有调节核酸、

嘌呤代谢，促进核酸合成，改善微循环，抗炎镇痛，利

尿消肿等多种生物学效应，具有抑制尿酸生成和促进

尿酸排泄的双向调节作用。在治疗中观察到，痛风急

性期舌红苔薄或黄腻，脉弦或弦数，以风湿热痹和湿

热痹证型居多，发展到慢性阶段，舌淡红苔白腻，脉弦

或沉滑，往往兼夹痰浊、血瘀。苔腻反映出湿浊致病

的共同特性。本方以泄化调摄为主，无苦寒伤阴、抑

遏阳气之弊，对痛风慢性期和间歇期湿浊痰瘀证颇为

适宜。７例患者Ｘ线摄片有骨侵蚀表现，治疗前后无
变化。血尿酸水平越高，年发作率也越高，降低尿酸

需要长期连续治疗。本研究表明，治疗组对降低尿酸

和改善临床症状均优于对照组，安全无毒，无任何不

良反应及毒副作用，泄浊化瘀调益脾肾法为治疗痛风

提供了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值得进一步研究

和开发利用。

在此，特别感谢导师胡荫奇，指导小组老师朱良

春、蒋熙、朱琬华、李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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