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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麻黄配伍应用的研究
● 柴瑞震

　　摘　要　本文通过对《伤寒杂病论》中以麻黄为主，配伍它药所组成的３１首方剂的讨论与研究，总
结出了１１对最佳配伍，并将其分为相须为用、相使为用、相反为用、相抑为用四大类。从中体会到，中药
一药多能，一药多效，只有通过合理的配伍，才能充分发挥其各种不同的治疗作用，这也是张仲景方简洁

干练、效果显著的关键所在。提示了临床用药，绝对不可按照西医改良中医的方法，从中提取单一的成

份，然后线形相加进行应用，这样，势必会导致中医药整体观念的支离破碎和中医药药学的彻底灭亡。

　　关键词　温经汤　经方　方证　《伤寒杂病论》　麻黄　配伍应用

　　麻黄首见于《神农本草经》，列
为中品。文献中记载异名有：“龙

沙”（《本经》），“卑相”、“卑盐”

（《别录》），“狗骨”（《广雅》），还

有“中央节土”之称。麻黄为麻黄

科植物草麻黄、木贼麻黄或中麻黄

的干燥草质茎入药，其味辛而苦，

其性猛烈，其气轻浮，入归足太阳、

手太阴经，最善发越走泄。能开腠

理，启毛窍，发散风寒，解表祛邪；

以其入肺，肺主气，司呼吸，通调水

道，宣发肃降，所以又善宣肺扩胸，

泄满降逆，平喘止咳，利水散湿，消

肿通痹。《伤寒杂病论》中应用麻

黄的频率大约是３０次，每次之用
麻黄，因为配伍药物的不同，而使

功能天渊，治疗针对的病证也大相

径庭。兹对其在《伤寒杂病论》中

的配伍应用讨论研究如下：

１　相须为用的配伍
在相须为用的配伍方法中，主

要有麻黄与桂枝相配和麻黄与细

辛配伍两种方式。

１１　麻黄与桂枝配伍　《伤寒杂
病论》中以麻黄和桂枝进行配伍的

方剂约计１３首，即麻黄汤、桂枝麻
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

二越婢一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

小青龙加石膏汤、葛根汤、葛根加

半夏汤、麻黄升麻汤、麻黄加术汤、

桂枝芍药知母汤、古今录验续

命汤。

麻黄与桂枝在这些方剂中配

伍，主要取其相须为用，相辅相成

之意。清·周岩谓：“桂枝者，所以

辅麻黄之不足也。”桂枝味辛而升

浮，甘而缓和，入手太阴、手少阴、

足太阳经，能发汗解肌，调营和卫，

温经通脉，和血止痛。桂枝之发

汗，是调和营分，使与卫谐，而汗自

出；桂枝又可止汗，其止汗者，是调

和营卫使邪从汗出而汗自止。故

麻黄得桂枝，卫表开，营气和，汗液

自里而出于表，邪可一鼓而尽泄于

外；桂枝得麻黄，营卫谐，经表通，

和调之中无留邪之虞。此配伍桂

枝，不仅补麻黄之不足，亦可抑麻

黄之太过，正所谓一举两得。所

以，凡欲解表发汗，祛散风寒者，必

皆得而用之。

１２　麻黄与细辛配伍　麻黄与细
辛配伍的方剂计有小青龙汤、小青

龙加石膏汤、麻黄附子细辛汤、桂

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厚朴

麻黄汤和千金三黄汤共６首。
细辛味辛，最善走窜宣通，能

通利九窍，窜筋走骨，无处不到；其

性温气烈，又善发散风寒，温通经

络，宣滞止痛；上可入肺，则温肺宣

肺，通利水道；下能归肾，则温肾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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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气化行水。清·周岩谓：“细辛

与杏仁，皆所以为麻黄之臂助，而

有大不侔者在。杏仁佐麻黄而横

扩，是为一柔一刚，细辛佐麻黄而

直行，是为一专一普，麻黄驱阴邪，

发阳气，不仅入少阴而用甚普，细

辛则色黑入肾，赤入心，一茎直上，

气味辛烈，故其破少阴之寒冱，锐

而能专。”所以，麻黄得细辛，则发

汗之力彻上彻下，不仅可祛肌表之

邪，亦且能发筋骨窍邃之寒；而细

辛得麻黄，则锐师直入，既可散在

经之新风宿寒，又能化在里之沉寒

积饮。麻黄附子细辛汤、桂枝去芍

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千金三黄汤

所以彻筋骨关节之阴寒；小青龙

汤、小青龙加石膏汤、厚朴麻黄汤

所以外散新入之风寒，内化久宿之

水饮也。

２　相使为用的配伍
在相使为用的配伍中，主要有

麻黄与杏仁、麻黄与葛根和麻黄与

附子这三种方式。

２１　麻黄与杏仁配伍　《伤寒杂
病论》中，麻黄与杏仁配伍的方剂

约计有１１首，即麻黄汤、桂枝麻黄
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大青龙

汤、小青龙汤、小青龙加石膏汤、麻

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杏仁薏苡

甘草汤、麻黄加术汤、厚朴麻黄汤

和续命汤。

杏仁味苦、性温、气降，入手太

阴与足太阳经。味苦则泄，性温则

通，气降则下行。入肺则温通肺

气，使肺得行肃降之令，入大肠则

通泻腑气，使气机下行而不上逆，

故杏仁能降逆下气，止咳平喘，行

痰消积，润肠通便。清·周岩谓：

“杏仁者，所以为麻黄之臂助也。”

麻黄开表宣肺，横向而向外，杏仁

肃肺润肠，纵向而向下；麻黄性禀

刚烈，长于发越；杏仁性柔气缓，长

于内敛；麻黄得杏仁则发越表气不

致太过，且横扩纵降，不遗余处；杏

仁得麻黄则降泻向下，不致下脱，

且纵横相行，面面俱到。二者相

伍，则表开而邪去，肺宣而气平，咳

喘寒热，诸证可已。麻黄汤、大青

龙汤、小青龙汤、麻黄杏仁甘草石

膏汤、厚朴麻黄汤之用麻黄与杏仁

者，皆取其解表平喘之功；麻黄杏

仁薏苡甘草汤、麻黄加术汤和续命

汤之用麻黄与杏仁者，是取其宣散

风湿之力也。

２２　麻黄与葛根配伍　《伤寒杂
病论》中，麻黄与葛根配伍的方剂

有葛根汤和葛根加半夏汤２首方
剂。

葛根味辛而甘，辛可发散，辛

能润燥；甘能安中，甘可缓急；性凉

则退热，气轻则升扬，入于脾胃之

经，则可鼓舞胃气上行以入于肺，

举阴津上行以润颈项。并善开腠

发汗，解肌退热，为治阳明头痛、脾

胃虚弱泄泻之要药。清·周岩谓：

“太阳将入阳明，葛根亦为必用之

药……与麻黄治无汗恶风，可称伯

仲。”故葛根是发汗之中生津化液，

解表之际柔筋润脉；葛根得麻黄是

清解阳明之中可彻太阳未彻之邪，

此即葛根汤和葛根加半夏汤２方
用意之所在。

２３　麻黄与附子配伍　麻黄与附
子配伍的方剂，在《伤寒杂病论》中

计有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

草汤、麻黄附子汤、桂枝去芍药加

麻黄细辛附子汤和桂枝芍药知母

汤，共５首方剂。
附子辛甘大热，为纯阳无阴

之品，能回阳救逆、温肾助阳、散

寒止痛。性浮而不沉，善走而不

守，虽云入归心、脾、肾经，却能通

行十二经络无所不至。能引补气

药以复散失之元阳，引补血药以

滋不足之真阴，引发散药开腠理

以逐在表之风寒，引温热药直达

下焦以祛在里之寒湿。故凡三阴

伤寒、气厥、痰厥、拘挛痛痹，一切

沉寒痼冷、瘕积聚、危急欲脱之

证，皆可用之。

麻黄辛温，轻浮升散，专发在

表之风寒，附子辛热上浮，能驱十

二经络之风寒；麻黄入肺与膀胱

经，善于宣散上焦肌腠之风寒，附

子入心、肾、脾，温逐下焦在脏之

沉寒。麻黄得附子，发散之中兼

温扶阳气，附子得麻黄，回阳救逆

之时兼能宣通表里。麻黄附子细

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桂枝去芍

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是内扶少阴

之命火，外散太阳之风寒，表里两

顾，攻补兼施，则邪去而正不伤，

阳复而邪不留；麻黄附子汤是外

温经表以消肿，内助气化以利水，

则正水之病可得根除；桂枝芍药

知母汤，则是外以通阳宣气，以祛

肢节之风寒，内以温肾扶阳，以壮

筋骨之气势，则疼痛可已，历节可

愈。

３　相反相成的配伍
这里所谓相反相成的配伍，不

是指药物的十八反，而是指药物与

药物在性质、作用等方面相反而

言。在相反相成的配伍中，主要有

麻黄与芍药、麻黄与石膏和麻黄与

厚朴，这三种配伍方式。

３１　麻黄与芍药配伍　麻黄与
芍药配伍的方剂，在《伤寒杂病

论》中计有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

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小

青龙汤、小青龙加石膏汤、麻黄升

麻汤、桂枝芍药知母汤和乌头汤，

共８首。
芍药味酸而苦，性寒而气降。

苦则泻，泻其邪也；酸则收，收其

阴也；寒以泻邪之力，降以助收敛

之功，是一药而补泻而兼。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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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入心、肝、脾血分，可泻心、肝、

脾经血分之火而散恶血，攻散之

中，又能敛表、敛阴、敛肝气之横

逆。其沉降之性，能折上逆之肝

气，平亢上之肝阳，所以能安肺

脾、固腠理。益阴和营而补血，退

热宁神而除烦。柔肝补脾、缓中

止痛。凡表病之营卫不和，表虚

多汗，内证之烦热不安，肝逆克脾

犯胃而胁腹满痛，及小便不利，泻

利后重者，皆可用之。

麻黄与芍药配伍，清·周岩

谓之为：“一方之枢纽”，信不诬

也。盖麻黄辛温，气轻而升浮，性

烈而悍猛，专司于开表发汗以驱

邪；而芍药酸苦寒，气重而沉降，

性柔而凝滞，专司于收敛以和营。

麻黄得芍药，则发散有度，升浮有

制，悍烈之性一变而为驯柔之用，

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

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及大青龙

汤等解表发汗之用也；芍药得麻

黄，则收中寓散，降中寓升，其阴

柔之性一改而为敦和之用，此桂

枝芍药知母汤、乌头汤等致辛温

发散之力宛转于筋骨支节间，尽

除寒湿之用也；又芍药能驯麻黄

之性自上而下行，则小青龙汤、小

青龙加石膏汤二方，即籍此以使

水饮从下去；此二药，一散一敛，

一升一降，一寒一温，一泄一补，

实属绝世之佳配。

３２　麻黄与石膏配伍　《伤寒杂
病论》中用麻黄与石膏配伍所组成

的方剂计有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小青龙加石膏汤、大青龙汤、越婢

汤、桂枝二越婢一汤、越婢加半夏

汤、越婢加术汤和厚朴麻黄汤等

８首。
石膏辛甘大寒，体重而气降，

入肺与胃，兼走三焦，为阳明及诸

经气分药。清热泻火，除烦止渴，

发汗解肌。凡伤寒邪郁无汗、发

热、壮热、大渴引饮、中暑自汗、阳

明头痛、日晡潮热、小便黄赤及斑

疹不透者，皆可应用。

麻黄与石膏相伍，一温一寒，

一宣一清，一降一浮，虽相反而实

相成。麻黄得石膏，辛温之剂立转

辛凉，既可于峻汗之中散其郁热，

又能于治太阳之时防邪传阳明之

路；石膏得麻黄，寒凉之药顿变温

散，既能直折在里之阳郁，又可发

散在表之风寒。大青龙汤之用麻

黄和石膏，是外散风寒，内清郁热，

以治太阳无汗之烦躁；小青龙加石

膏汤、越婢加半夏汤和厚朴麻黄汤

３方之用麻黄和石膏，是外散风寒
挟热，内清郁热挟饮，以治饮热上

逆，咳喘倚息之肺胀；越婢加术汤

之用麻黄和石膏，是宣散外在风

热，发越内积之郁阳，以治厉风之

内极；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之用麻

黄和石膏，是辛凉清热，宣肺降气，

以治汗出之喘逆。

３３　麻黄与厚朴配伍　麻黄与厚
朴配伍，在《伤寒杂病论》中唯独厚

朴麻黄汤之１首。
厚朴味辛而苦，辛能走散以散

气滞，苦能下泄以泻实满，性温善

于化寒湿，气降善于治气逆。入

肺、脾、胃与大肠经。入肺能降肺

气之逆，助肃降之职，入脾能祛寒

湿之积，助运化之能，入胃而调中，

入大肠而通降，故善行气降气，散

寒燥湿，泄胀除满，止咳平喘，散结

滞，止呕逆，凡气壅、气滞、气逆、气

聚之胀满、咳喘、呕逆、泻利、冷痛

诸证，皆可选用。

麻黄之平喘止咳，功在开表宣

肺，使邪气从毛窍外泄，则肺气自

平；厚朴之平喘止咳，功在肃降下

泄，使邪气由肠道而出，则肺气自

降。麻黄横扩，厚朴纵拓，麻黄得

厚朴则升中有降，不致浮散过甚而

耗其真；厚朴得麻黄则降中寓升，

也不致泄泻太过而损其正。二者

一横一纵，则气机得以宣展，升降

得以有序，此所以厚朴麻黄汤用之

以治寒饮迫肺，咳喘脉浮之肺

胀也。

４　相抑为用的配伍
相抑为用是指两种相互配伍

的药物，双方都有抑制作用的配伍

方式。在相抑为用的配伍中，主要

有麻黄与甘草、麻黄与白术、麻黄

与半夏，这三种配伍方式。

４１　麻黄与甘草配伍　在《伤寒
杂病论》中，麻黄与甘草配伍的方

剂计有麻黄汤、葛根汤、葛根加半

夏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

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麻黄连

翘赤小豆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

小青龙加石膏汤、麻黄杏仁甘草石

膏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升麻

汤、越婢汤、越婢加半夏汤、越婢加

术汤、麻黄加术汤、桂枝去芍药加

麻黄细辛附子汤、甘草麻黄汤、射

干麻黄汤、厚朴麻黄汤、麻黄附子

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古今录

验续命汤、桂枝芍药知母汤、乌头

汤和牡蛎汤等２７首。
甘草味甘，气醇和，性生则寒

凉而泻火，炙则温热而补中，十二

经络无所不入，五脏六腑无所不

到。甘草有“国老”之称，以其调和

也，故入补气药则和气补气，入补

血药则和血补血，入寒凉药则泻火

和阳，入温热药则益阳和阴，入攻

破药则缓和攻破之峻猛，入有毒药

则和解诸药之毒性，组方制剂，多

须甘草以协不侔，所以，几乎方方

皆用之。

麻黄之性刚烈悍猛，宣通发汗

之力胜于诸汗药，而甘草之性醇善

端和，协调诸药之功，无以伦比，故

麻黄得甘草，则虽开表发汗驱邪而

不伤正气，甘草得麻黄，虽益元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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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但不致留邪。以上诸方之麻黄

配甘草，其义皆在于此。

４２　麻黄与白术配伍　在《伤寒
杂病论》中，麻黄与白术配伍的方

剂计有麻黄加术汤、桂枝芍药知母

汤和麻黄升麻汤，共３首。
白术味苦、甘，苦能燥湿泻壅

滞，甘能补中健脾胃，性温气醇，能

散寒和中、补益气阴。入归脾胃

经，在血则补血，在气补气，无汗能

发，有汗能止，故其健脾和胃，益气

生津，燥湿利水，止汗止泄，利腰脐

而安胎气，固非它药所能比。

麻黄发散风寒，其性猛，其气

悍，白术健脾燥湿，其性缓，其气

和。麻黄得白术，则发中有收，泻

中有补，不怕于迅忽之间伤正气而

遗流寇；白术得麻黄，则缓不滞气，

补不碍邪，且可使粘腻难解之湿

浊，由骨节缝隙间，倾
%

搜剔而出

之。所以，麻黄加术汤治湿家身烦

痛；桂枝芍药知母汤治湿流肢节而

致之肢节疼痛，身体羸，脚肿如

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之历节病，

皆能效如桴鼓；而麻黄升麻汤之治

阳郁不达，热毒内伏而致手足厥

逆，咽喉不利，下利不止，唾脓血，

也正取麻黄白术之一开一合，一发

一收而获功。

４３　麻黄与半夏配伍　麻黄与半
夏配伍的方剂计有越婢加半夏汤、

葛根加半夏汤、射干麻黄汤、厚朴

麻黄汤、小青龙汤、小青龙加石膏

汤、半夏麻黄丸等７首。

半夏味辛、性温、气降，辛以散

之，温以化之，降则降逆，最善燥湿

化痰，消痞散结，降逆下气，和胃止

呕。清·汪昂谓其体滑性燥，能走

能散，能燥能润，和胃健脾，补肝润

肾，除湿化痰，发表开郁，散痞除

瘿，下逆气，止呕吐，发音声，利水

道，无所不能。

麻黄辛散，半夏也辛散，麻黄

能发越水气，半夏能温化痰饮，但

麻黄轻扬而上浮，其治专于上焦

及表分；半夏体滑而下降，其治专

于中焦及内在脏腑。麻黄得半夏

则发散之中兼能和胃降逆、燥湿

化痰；半夏得麻黄则和降之际兼

能发越在表迫里之寒邪。越婢加

半夏汤、射干麻黄汤、厚朴麻黄

汤、小青龙汤、小青龙加石膏汤，

皆取麻黄和半夏外散风寒、内化

水饮、降宣肃肺、和胃下气之力，

以治风寒外束，痰饮水气迫肺而

咳喘倚息之肺胀；半夏麻黄丸则

籍麻黄发越水气，半夏降化痰饮

之功，以治水饮内停，上凌于心之

心悸；葛根加半夏汤是借麻黄发

表以靖太阳之邪，半夏降逆和胃

以畅阳明之气，而治太阳病内传

阳明之呕吐。

５　结论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一书

中，用麻黄与它药配伍所组成的方

剂约计３１首，笔者在总结和研究

了这些方剂配伍后，认为堪称佳偶

者为以上１１对。这１１对配伍，有
药性相近而相成者，如麻黄与桂枝

之配，麻黄与细辛之配；有药性不

同而相互借力为用者，如麻黄与杏

仁之配，麻黄与葛根之配，麻黄与

附子之配；有药性作用相反而相成

者，如麻黄与芍药之配，麻黄与石

膏之配，麻黄与厚朴之配；有两药

通过相互抑制而达到治疗的，且不

伤损正气者，如麻黄与甘草之配，

麻黄与白术之配，麻黄与半夏

之配。

中草药的特点是一药多能，一

药多效，如麻黄既有解表发汗之

功，又有宣肺平喘之力，还有利水

消肿、散寒止痛、消散结肿等功能，

如何应用它达到不同的治疗目的，

不是象西医改良中医那样，从中提

取不同的成份去应用，而是注意与

研究其如何配伍应用之方法。张

仲景用药配伍独开中药一药多用

之先河，为我们后人树立了典范，

启迪了灵智，其可窥中医学之源，

可探索中医学之奥秘，可撷取中医

学之精华。所以，我们要发扬光大

中医中药之长，抵制中药西制、线

形相加，破坏与割裂整体观念的错

误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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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流注孔穴图》当脊十椎下并无穴

目，恐是七椎也”。王注是。第七

椎下为“至阳穴”。古代“七”字写

作“十”，横长竖短，而“十”字写作

“十”，横短竖长。二者字形相近，

易致讹误。《素问·刺禁论篇》

“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之“七”字，

则是“十”字之误。“十节之傍”，

正是通于胆府的“胆俞穴”，胆俞穴

内通于“胆府”，故有“小心”之称。

（参见拙著《古医书研究·素问考

义》第三十九则：“七节之傍，中有

小心”）此《气穴论篇》文中“七”误

为“十”，彼《刺禁论篇》文“十”，误

为“七”。二者误字虽异，然其皆为

字误一也。

此文下句“斜下肩交十椎下”

之“十”亦为“七”字之误，王冰注

已直谓其“斜之肩下交于七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