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通报　２００９年４月　第８卷　第２期

２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作者简介　王付（又名王福强），男，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高校优秀骨干
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被连续评为“我最喜爱的教师”。发表学术论

文２００余篇，出版《伤寒杂病论字词句大辞典》、《伤寒杂病论症状鉴别与治疗》等２０
余部，临床诊治多种疑难杂病。

作者单位　河南中医学院（４５０００８）

学用经方应重视的五个问题

● 王　付

　　摘　要　学习经方首要的问题就是会发现问题；而认识问题是发现问题的深化，是凝聚集合问题的
核心步骤；分析问题是认识问题的深入，是提炼分化问题的集中体现；研究问题是分析问题的钥匙，是开

启理论思辨与探索未知的大门；解决问题是研究问题的归结，是获取知识而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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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经方，何种思维方式能使
学习进步最快？哪些思路方法能

使学习记忆最深？什么思辨能力

能使学习收效最佳？何种诊治技

巧能使运用能力提升？只有在学

习中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认识问

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与解决问

题，在问题中深化学习，在学习中

思考探索，在思索中开拓认识，从

而达到合理运用经方而科学指导

临床实践的目的。

１　发现问题
学习经方首要的问题就是会发

现问题，欲发现问题就必须对所学

内容多提几个为什么，能在为什么

之中不断发现问题，更能在问题之

中再发现问题。如桂枝汤是主治太

阳中风证的重要方，可发现病证不

是太阳中风证而为何能用桂枝汤，

为何又能取得显著治疗效果。于此

第一步要认清桂枝汤方药组成中温

通散寒药有桂枝、生姜，补血益营药

有芍药，补中益气药有大枣、甘草，

方药组成决定功效是解肌散寒，调

和营卫，益气补血。第二步要认清

桂枝汤解表药仅有２味，而补益药
则有３味，方以补虚为主，提示辨太
阳中风证的病变证机是以虚为主，

治疗重在补虚祛邪。第三步要认清

桂枝与生姜既是解表散寒药又是温

暖脾胃药，而大枣与甘草也是补益

脾胃之要药，所以桂枝汤能主治脾

胃虚弱证。第四步要认清病非太阳

中风证而是营卫虚弱证，选用桂枝

汤同样能取得最佳治疗效果。第五

步要认清桂枝汤方药组成特点及作

用能主治诸多虚寒证。再如温经汤

是温经散寒的有效方，为何要配伍

寒凉药如丹皮、麦冬，而不用丹皮、

麦冬为何又直接影响治疗效果。于

此第一步要认清温经汤中吴茱萸、

桂枝、生姜、半夏等都是温热药，可

温热药易伤津，所以配伍丹皮、麦

冬，可防止温热药伤津。第二步要

认清寒瘀内结，导致阳气不得运行

而郁于经脉，郁而化热，必用丹皮、

麦冬兼清郁热。第三步要认清药用

因病变证机而发挥作用，即有郁热

即清郁热，无郁热即制约温热药伤

津。可见，学习经方，只有发现问

题，才能为进一步学习经方开辟新

的思路与新的境界。

２　认识问题
认识问题是发现问题的深化，

是凝聚集合问题的核心步骤，而在

认识问题过程中必须是全方位、多

层次、多角度来权衡问题的本质是

什么，而本质与变化又有何种关系，

在认识问题中再认识。如学习理中

丸是主治脾胃虚寒证，而认识理中

丸既要从本质上认清方药组成是以

补虚为主，还是以散寒为主，又要在

变化中认清理中丸还能主治胸痹

证、霍乱证等，以此全面剖析理中丸

主治病证的本质是什么，主治变化

的病证是什么。对此第一步要认清

理中丸中补益药有人参、白术、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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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温阳散寒药有干姜，方药组成决

定功效是以益气为主，温阳散寒为

次。第二步要认清理中丸主治病变

证机是以虚证为主，寒证为次，若以

寒证为主则应调整干姜用量。第三

步要认清张仲景论理中丸（人参

汤），既明确指出主治“胸上有寒”，

又明确指出主治“胸痹”，从而重点

突出应用理中丸并不局限于脾胃虚

寒证。第四步要认清理中丸之

“中”字，既包涵中焦脾胃之“中”

字，又包括胸中之“中”字。第五步

要认清运用理中丸的重点是审明病

变证机而不是病变部位，亦即病变

部位无论是在中焦还是在上焦，只

要病变证机是虚寒以虚为主，均可

选用理中丸。第六步要认清应用理

中丸主治病变证机必须是虚寒，若

非虚寒即使病变部位在中焦或在上

焦，也不能随意用之。可见，学习经

方，只有循序渐进地不断地认识问

题，才能使学习与应用经方有新的

收获与进步。

３　分析问题
分析问题是认识问题的深入，

是提炼分化问题的集中体现，而在

分析问题过程中必须对问题提出

设想与构思，反复思考与推敲，对

问题务必切中要害，层层剖析，化

繁为简。如学习黄土汤主治阳虚

出血证，既要分析阳虚出血证的病

变证机，又要分析方药组成与病变

证机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分析阳

虚病变证机为何要配伍寒药黄芩，

分析配伍黄芩有什么特殊作用，为

何不用寒药就不能收到最佳治疗

效果。于此第一步要认清黄土汤

主治是阳虚出血证，提示认识出血

致病原因与病变证机既要全面又

要准确。第二步要认清选用附子

等温热药是治疗阳虚出血证的最

佳用药。第三步要认清温热药虽

能温阳散寒，但易于伤血动血，引

起新的出血。第四步要认清非用

寒性药黄芩则不能制约附子温热

之性。第五步要认清选用黄芩既

能制约附子温热，又能止血，起到

一举双得之效。第六步要认清组

方用药既要考虑治病，又要考虑纠

正方药弊端，以此才能使方药发挥

治疗作用而不出现副作用。可见，

学习经方，只有全面分析问题，才

能使学习经方有新的理论思维与

运用能力。

４　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是分析问题的钥匙，

是开启理论思辨与探索未知的大

门，而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对

问题仔细琢磨、逻辑推理、科学论

证，并且具有严谨务实的治学态

度。如学习肾气丸主治消渴证，既

要研究肾气丸方药组成，又要研究

肾气丸功效与主治消渴之间的关

系。于此第一步要认清肾气丸方

药组成以重用干地黄为主滋阴清

热，丹皮、泽泻性寒以助干地黄；以

附子、桂枝为主温阳，山茱萸性温

以助附子、桂枝；以茯苓、山药性平

以协调阴阳。第二步要认清肾气

丸方药组成中寒药与温药用量比

例关系，科学调整方药用量则能左

右治疗效果。第三步要认清肾气

丸主治消渴病证的病证表现与病

变证机既有渴欲饮水（以饮一斗）

即阴虚不得滋润，又有小便多（小

便一斗）即阳虚不得固摄，病变证

机是阴阳俱虚。第四步要认清肾

气丸主治阴阳俱虚，若病以阳虚为

主，用药可调整附子、桂枝用量；若

以阴虚为主，则可调整干地黄、丹

皮用量，以此才能使方药用量与主

治病变证机切切相应，进而取得预

期治疗效果。第五步要认清肾气

丸方药组成既补又泻，发挥治疗作

用以补为主。第六步要认清肾气

丸主治因病变证机不同，当补则

补，当泻则泻，用药用量主次分明。

可见，学习经方，只有系统研究问

题，才能使学习经方既有理论指

导，又能联系临床实践。

５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是研究问题的归结，

是获取知识而通向成功的必由之

路，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对

问题全面了解、系统掌握、统筹兼

顾、入细入微，切中化解问题的每一

个细节。如学习乌梅丸主治蛔厥

证，既要懂得乌梅丸是主治蛔厥证

的重要方，又要认清乌梅丸中没有

用驱虫药而能主治蛔厥证，还要懂

得乌梅丸是主治寒热错杂证的重要

方。于此第一步要认清乌梅丸由酸

敛药如乌梅、苦酒（醋），苦寒药如

黄连、黄柏，辛热药如附子、桂枝、细

辛、蜀椒、干姜，补益药如人参、当归

组成，决定方药功效是酸敛、清热、

温通、滋补。第二步要认清乌梅丸

治蛔组方原理是蛔得酸则静，得苦

则下，得辛则伏，得甘则动，以此辨

清乌梅丸是主治蛔厥证的重要方。

第三步要认清乌梅丸方药组成中黄

连等寒能清上热、附子等热能温下

寒、人参、当归等甘能补益、乌梅等

酸能收敛，以此懂得乌梅丸是主治

寒热错杂夹虚证的重要方。第四步

要认清运用乌梅丸必须因病变证机

主次而酌情调整方药之间用量，以

此才能更好地运用乌梅丸主治不同

的病变证机与病证表现，且能取得

相同的预期治疗效果。可见，只有

如实解决问题，才能达到学习经方而

能运用经方并指导临床实践的目的。

学习经方是在诸多问题之中

思辨求知，而运用经方是在理论指

导中科学验证，以此才能实现学以

致用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