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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垣风药妙用浅析

●唐昭荣1 指导：单兆伟2

摘 要 风药的运忍是李东垣的一大特色。其立足于脾胃内伤学说，将风药创造性的应用于

各种内伤病证，创立了一系列名方，至今仍广泛使用。从其著作中可以发掘出风药在临床中的使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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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垣，名杲，字明之，宋金时

真定(今河北正定)人。金元四大

家之一，为补土派创始人，师从易

水学派张元素。

李东垣在《内经》理论的指导

下，提出了“人以胃气为本”的脾胃

论学说，临证擅用风药，别具一格。

风药之名虽首见于李东垣著作中，

但并非其首创，乃是继承其先师张

元素的学术思想。张元素在《内

经》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五运六气学

说将药物性味归纳为“风生升，热浮

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l o五

类。“风生升，味之薄者，阴中之阳，

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李

东垣后来就将“风生升”类药称之

为“风药”，包括防风、升麻、柴胡、葛

根、羌活、独活、细辛、白芷、藁本、川

芎、蔓荆子、天麻、麻黄、荆芥、薄荷

等味薄清轻升散之品。为了更好地

探究其风药的运用，现分为以下几

个方面论述。

1 脾胃之气不足，以风药升之

1．1风药升脾胃之清阳《内经》

云：胃为水谷之海，土者生万物。

李东垣认为：脾胃乃元气之本，人

以胃气为本。如“真气又名元气，

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

之。’’一j脾胃气衰，元气不足，则阴

火上冲，以乘其土位；脾胃之气不

足，又使谷不得升浮，春升之令不

行。症见“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

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

不任风寒”_2j，对此种脾胃不足所

致内伤发热的病证，李东垣确立以

“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

阳，甘寒以泻其火”。2o的治疗大法，

创立了著名的甘温除大热法。代

表方补中益气汤。方中有两味风

药升麻和柴胡。李东垣详细阐明

了这两味风药的用药意义：“升麻

二分或三分，引胃气上腾而复其本

位，便是行春升之令；柴胡二分或

三分，引清气，行少阳之气上

升。”[21又《内外伤辨惑论·饮食

劳倦论》日：“胃中清气在下，必加

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黄芪、甘草甘

温之气味上升⋯⋯二味苦平，味之

薄者，阳中之阴，引清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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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_31可知，李东垣在此以风药升

引脾胃之清阳，助甘温之品补益脾

胃之气。

1．2风药升清阳以泻阴火李东

垣在其书中详细论述了风药升清

阳，泻阴火的作用。“泻阴火以诸

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是

令阳气生⋯⋯阳本根于阴，惟泻

阴中火，味薄风药，升发以伸阳

气。”心。此类方剂有补脾胃泻阴火

升阳汤、升阳散火汤、升阳顺气

汤、升阳益胃汤、升阳补气汤等。

此类方以“升阳”命名是有其特殊

意义的。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

论·四时用药加减法》中对升阳

顺气汤的论述：“脾胃不足之证，

须用升麻、柴胡苦平，味之薄者，

阴中之阳，引脾胃中清气行于阳

道及诸经，升发阴阳之气，以滋春

气之和也；又引黄芪、人参、甘草

甘温之气味上行，充实腠理，使阳

气得卫外而为固也。凡治脾胃之

药，多以升阳补气名之者此

也。”L3 o可见，风药泻阴火的作用

是建立在升举脾胃清阳之气的基

础上的。清阳之气既升，脾胃健

运，阴火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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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郁于内者，以风药

发之

由于外感六淫，郁而化火；或

是饮食劳倦脾胃内伤而成虚火，郁

闭于体内，可以发展成各种火热之

证。症见发热、骨蒸、汗出、烦乱、

牙痛、面肿、甚至吐血、衄血等热甚

动血之证。对于火邪内郁不得发

散者，李东垣遵《内经》“火郁发

之”之训，以味薄轻清发散之风药

宣发郁火。如“升阳散火汤，生甘

草、防风、炙甘草、升麻、葛根、独

活、白芍药、羌活、人参、柴胡，治男

子妇人四肢发热，肌热⋯⋯此病多

因血虚而得之。或胃虚过食冷物，

抑遏阳气于脾土，火郁则发之。”心j

以清胃散治疗阳明经中热胜而作

牙疼，牵引头脑满热，喜寒恶热之

证，方中重用升麻至一钱以宣发郁

火。李东垣还在此篇中记载以风

药麻黄宣发郁火而疗一吐血的病

人“表有大寒，壅遏里热，火邪不得

舒伸，故血出于口。因思仲景太阳

伤寒一证，当以麻黄汤发汗，而不

与之，遂成衄血之，却与之立愈，于

此甚同，因与麻黄人参芍药汤。”L21

此处的麻黄不仅仅有祛除表寒的

作用，还有宣发郁火的功能。在

《伤寒论》中张仲景创立了“麻黄

升麻汤”发越郁阳，治疗因邪气内

陷而致正虚阳郁，上热下寒之证。

仲景在此方药中重用了麻黄二两

半，升麻一两一分，分量远大于其

他诸药。由此可知，以味薄清轻发

散之药宣发郁火并非李东垣首创，

而是其效法仲景立方之旨。

观东垣宣发郁火诸方，最喜用

升麻，如“凡此病脉数者，当加黄柏

或加少量黄连⋯⋯更加升麻，终汗

出则脉必下，乃火郁则发之也。”_2 o

张元素《珍珠囊》日：“升麻，甘苦，

阳中微阴。主脾胃，解肌肉间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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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痹非升麻梢不能除。手足阳明

伤风引用之药也。”f1 o可知李东垣

继承了其先师的用药经验。

3 湿淫于内者，以风药

胜之

湿邪来源有二：一是外感六淫

之湿气，留著于经络脏腑；二是脾

胃虚弱不能运化水谷，内蕴成湿

邪。两者也可以相互影响而酿成

湿邪。治湿可以有多种方法，李东

垣最擅长以“风药胜湿”。《脾胃

论·脾胃脏衰论》日：“诸风药皆是

风能胜湿也。”121李东垣“风药胜

湿”之法源于《内经》：“寒湿之胜，

助风以平之。”

3．1 风药胜湿以止泻 泄泻之

病，多源于脾虚湿盛。经云“湿多以

成五泄”。其治法在《内经》上也有

诸多论述，如“诸泄利，小便不利，先

分利之。”“治湿不利其小便，非其

治也。”“大小便不利，无问标本，先

利大小便。”等都提示治泄泻当利小

便，用淡渗之剂。但李东垣通过自

己的临床实践认为，泄泻病人的根

本病机在脾胃虚弱，若用淡渗泄下

之剂是更伤脾胃，主张在健益脾胃

的基础上运用风药，以胜湿止泻，兼

以升举清阳之气。如“今客邪寒湿

之淫⋯⋯用淡渗之剂以除之，病虽

即已，然是降之又降，是复益其阴，

而重竭其阳气矣⋯⋯反助其邪之谓

也。故必用升阳风药即差，以羌活、

独活、柴胡、升麻各一钱、防风根截

半钱，炙甘草根截半钱⋯⋯”心。李

东垣将此不用淡渗利湿之品，而以

风药胜湿止泻之法称为“因曲而为

直”。久泻当用升法，而不能降气，

在此风药功兼两用，一则胜湿，二者

升引下陷之清气。

3．2风药胜湿以通经络湿邪阻

滞经络，症见疼痛，重着，活动不利

等。《内外伤辨惑论·四时用药加

减法》日：“如风湿相搏，一身尽痛，

以除风湿羌活汤主之⋯⋯所以然

者，为风药已能胜湿。”。31又“脊痛

项强，腰似折，项似拔，此足太阳经

不通行，以羌活胜湿汤主之，羌活、

独活、藁本、防风、炙甘草、川芎、蔓

荆子”旧。以上两方都以大队风药除

风胜湿。风药大多气辛性温，体轻

而善行，气行则水湿不得流著经络

四肢。风药体轻善行之性正好可

以克制湿性之黏着。

4 风邪伤人者，以风药

通之

风药祛风，乃同气相求。李东

垣在其著作中对“风”和“风药”有

着详细的阐述，认为风为胆所主，

属温，主升。风邪可以分为外感六

淫之风邪和内生风邪。李东垣认

为风邪害人最广，且变化多端。

《脾胃论·胃虚元气不足诸病所生

论》日：“邪之大者，莫若中风，风者

百病之长，善行而数变。”旧1

4．1 外来风邪关于外感风邪与

内伤杂病的辨别，李东垣在《内外伤

辨惑论》有详细的阐述。李东垣详

于内伤而略于外感，是因为张仲景

已经对外感病有精辟的论述。风药

有轻清辛散的作用，可以解表祛寒，

疏散外风。经过适当配伍可疗风

热，风寒外感之证。李东垣善用风

药治疗各种头痛，“凡头痛，皆以风

药治之，总其大体而言之也。高颠

之上，唯风可到，故味之薄者，阴中

之阳，乃地升天者也。”-4 o创立了一

系列方剂，如清空膏、彻清膏、川芎

散、白芷散、细辛散、羌活汤等。在

书中李东垣还将风药做了具体的归

经：“太阳头痛，川芎、羌活、独活、麻

黄之类为主；少阳经头痛，柴胡为

主；阳明头痛，升麻、葛根、石膏、白

芷为主⋯⋯””o这些药物的归经理

论至今仍广泛的被临床医生所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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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2 内生风邪关于内风，李东

垣多从“风从热化，风为肝木”论

述。如“若以辛热助邪，则为热病，

为中风，其变不可胜记”'2 J，又“且

心火大盛，左迁入肝木之分⋯⋯其

脉洪大而弦，时缓，或为眩运站摇，

或为麻木不仁，皆风也。”_2 o关于风

证的治疗，李东垣主张“以风药通

之”。“如脉弦者，见风动之证，以

风药通之。”旧1这段话把风药运用

的脉象、病证都表述得很清楚。如

治疗痰厥头痛、眩晕的“半夏白术

天麻汤”，方中用风药天麻。李东

垣日：“眼黑头眩，风虚内作，非天

麻不能除；其苗为定风草，独不为

风所动也。”旧。又如虚风所致半身

不遂，偏风痿痹之证，李东垣用“安

胃汤”，方中以升麻梢祛风邪。在

“胃风汤”中，以蔓荆子、柴胡、藁

本、麻黄、葛根、香白芷、升麻大队

风药通风，治疗虚风内动证。

脾的基础上，加用味薄轻清辛散之

风药，以疏泄肝气，达到肝脾同治。

如“肝木妄行，胸胁痛，口苦舌干，往

来寒热而呕，多怒，四肢满闭，淋溲

便难，转筋，腹中急痛，此所不胜乘

之也。羌活、防风、升麻、柴胡、芍

药、黄柏⋯⋯”。2o并注明柴胡为君，

防风为臣，羌活、独活为佐。这里东

垣所用风药的作用即在于疏肝泻

火，泻肝以实脾。又如“胁下急或痛

甚，俱加柴胡、甘草。”[21《兰室秘藏

·妇人门》中记载了以当归芍药汤

治疗妇人崩漏。方中在益气健脾，

摄血补血的的基础上，加入柴胡、甘

草以疏泄肝气。¨。

风药行气疏郁并不仅仅局限

于疏肝，也可以用于其它脏腑经络

的气郁不行之证。如“通气防风

汤”治疗风热乘肺，肺气郁闭之证。

方中风药有柴胡、升麻等，李东垣

阐述道“此手太阳气郁不行，以风

药散之。”怛。

5 气郁不行，以风药散之
6 小结

风药因其味薄气轻，辛散，微温

之性，可以解郁通经，尤以柴胡在行

气疏肝解郁中应用最广。若肝气郁

滞，或肝气太旺，横逆犯脾，于脾胃

本证中兼见弦脉，李东垣称之为“肝

之脾胃病”，主张“当于本经中，加

风药以泻之。”怛。也就是在益气健

雾涔量：莲基：=莲型：芸当：肇鲎嚣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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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药广泛而灵活的运用是李

东垣的一大特色。有时风药在一

个方剂中兼有数种功效，寓有多重

含义。如“升阳散火汤”中的风药

既能升举阳气，又能宣发郁火；又

如羌活胜湿汤中风药除了胜湿，还

能祛散风邪。

风药的运用虽然广泛，但并非

淋雨透疹

无原则的乱用、滥用。李东垣在其

书中苦心告诫“如病去，勿再服，以

诸风之药，损人元气，而益其病故

也。”李东垣还提出了治病用药的

“常法”和“权法”。“权者，临病制

宜之谓也。”口。权法，是根据病人的

实际情况而加随时减用药，不可久

用，“当临时制宜，暂用大寒大热治

法而取效，此从权也，不可以得效之

故而久用之，必致难矣。”_2 o常法，是

指治疗饮食劳倦内伤，脾胃虚弱的

根本治疗大法。“大抵饮食劳倦内

伤所得之病，乃虚劳七损证也，当用

温平，甘多辛少之药治之，是其本法

也。”¨o因此，在临证中运用风药或

其他药物时，必须在辨证论治的基

础上，根据病人病情、四时气候、地

理环境的实际情况灵活变通，且要

“中病即止”，切不可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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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医黄元御由京返乡，名噪一时。其女远嫁，生一子，出痘，势甚危，抱归求治，黄一见即怒责道：“此症险恶，不

过日哺，速行。”其女长跪乞怜，黄不顾，呼人急驾骡车送之返。这时烈日炎炎，驾车的人又故而迟迟未能上路，在中途又

遇到倾盆大雨，周身淋得透湿。驾车人仍驾车回黄家。这时天色已晚，黄元御率领全家人站立门外，打着灯笼等候女儿

归来，并对女儿说：“你的儿子可以得生了，这种病，内热已达极点，非用此法不能挽救性命。我默察天时，知道今日午后

必有大雨，故想此办法，不然你的儿子岂能得以生存。”接着便处以方药，痘果透发而愈。

淋雨透疹，为医界一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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