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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伤寒论'辨证体系探析少阴病之(渴)

# 郑利钦!何晓铭

!!摘!要!立足于六经辨证要点$将经脉脏腑与六经整体进行对比$认为少阴病之!渴"以脏腑理论
之肾阳不足%蒸化无力做解释有悖于仲景思想$应联系三阴经的生理%病理特点整体考虑# 少阴病之
!渴"乃由其经气所导致#
!!关键词!'伤寒论(!少阴病!渴证!肾阳不足!三阴经!标本经气

!!)伤寒论+原文第 858 条.&五
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关
于少阴病口渴的机理!诸多医家
认为此乃肾火不足%蒸腾无力%津
液难以上承口窍而致" 如舒驰远
言.&若寒邪侵至少阴!则真阳受
困!津液不得上潮!故口渴"'此说
法颇具代表性!但笔者认为欠妥"

3!"伤寒论#辨证体系异
于"金匮要略#
!!肾阳为人体阳气之根本!为
先天之真火!寓于命门之中!五脏
之阳气非此不能发" 肾精化生肾
气!肾气又分肾阳温煦与肾阴滋
养即所谓肾的气化过程" 这一气
化过程体现之一即是肾阳的温煦

对水液的蒸化与调节上" 肾阳充
则机体功能旺盛!各脏腑气化如
常!津液得以蒸化而敷布全身!组
织得以滋养!机体方能正常运作"
反之!肾阳衰则机体功能衰退!脏
腑气化失常!津液难以化生!脏腑
组织失其濡润而功能障碍" 正如
孙一奎所言/30 .&譬如釜中有水!

以火暖之!又以板覆之!则暖气上
腾!故板能润!若无火力!则水气
不能升!此板终不得润"'

从脏腑理论之肾阳&蒸化津
液'功能的异常来解释此&渴'!
言之有据!合乎医理" 基于对此
理论的认识!古代医家创立了诸
多有名之剂!且仍为当今所常用!
如汉*张仲景首创肾气丸温补肾
阳治疗消渴病!开温阳治法之先
河-唐*王寿治疗消渴的填骨煎
方和肉效蓉丸方-宋*陈言)三因
方+中的鹿茸丸-明*张景岳)景
岳全书+中的秘元煎%固阴煎和苓
术菟丝丸" 现代医家亦有通过温
补肾阳治疗消渴病和口渴证的成

功经验!如岳美中教授常以六味
加附子以阴中求阳-赵锡武教授
认为消渴阳虚气化功能障碍者应

以济生肾气丸或肾气丸以通利气

机%温补肾阳-桑景武教授更提出
燥热为标%阳虚为本的理论!取真
武汤温肾阳以化气%利水湿以止
渴!屡屡收效" 以上医家所论%所
治之&渴'均为内科杂病之&渴'!

其指导思想来源于)金匮要略+"
但是! )伤寒论+与 )金匮要

略+有着不同的辨证思想" )伤寒
论+以六经辨证论治!是综合了脏
腑经络%气血阴阳%精神津液等生
理功能及其间的运动变化情况和

六淫致病的各种病态关联后而确

定治疗措施/80 !是一种&综合体'-
)金匮要略+则以脏腑经络为主要
辨证方法!以脏腑%经络的功能失
调而确定治法治则方药/:0 " 若把
)伤寒论+六经辨证看作一个脏腑
经络%气血阴阳%精神津液%六淫
致病之间运动变化的集合!则)金
匮要略+脏腑经络辨证仅为其中
一个&基元'" 从部分解释整体!
以元素概括集合!有以偏概全之
嫌" 因此!以)金匮要略+脏腑经
络的辨证思想解释)伤寒论+的六
经辨证有悖于逻辑上集合的

原理"

8!伤寒六经不等同于十
二经脉及其属络五脏六腑

!!伤寒六经并非单纯源于经络
学说!亦非单纯的对应五脏六腑!
对此前人已做深入的探讨" 如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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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伯言.&夫热病之六经专主经脉
为病!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
虚实11但有可泄可汗之法!并
无可温可补之例也11夫仲景之
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该者广!虽
以脉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上立

说!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自表
及里!有寒有热无乎不包'!又言
&太阳重在表证表脉不重在经络
主病'" 何况!纵观 )伤寒论+全
书!只字未提经脉线路!亦未提及
气运交错" 目前较为认可的观点
是!六经辨证是足六经理论的延
伸/90 .早期经脉理论强调足六经
的生理病理!如先论足脉%后述手
脉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
十一脉灸经+虽按阴脉%阳脉分
述!但仍以足脉为先" 简帛医书
时代所总结的医疗经验!已显现
出足脉的临床意义重于手脉" 而
)内经+的经脉理论!是在)足臂
十一脉灸经+% )阴阳十一脉灸
经+等早期经脉认识的基础上发
展而来!并形成以足六经分类病
证的方法" )灵枢*热病+以六经
概念分类%阐释热病!是足六经理
论运用于临床疾病辨证的表现之

一/90 !)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仍然
属于这一结果的延续和发展" 与
)灵枢*热病+相比!)伤寒论+中

所述六经病的主要表现!明显属
于足六经病候范围" )伤寒论+六
经代表了 G 个证候群!而)内经+
所指的是经络" )伤寒论+六经的
传变规律!除直中外!不论顺传或
逆传!一旦传至厥阴!则不复再
传-而)素问*热论+六经传变/70 !
&则一日巨阳11六日厥阴!设不
度!至第七日则又传至巨阳'"
)伤寒论+六经篇各有&11之为
病'提纲一条!而)内经+经络学
说十二经的证候则是&是动则病
11'和&是主所生11'"

因而!伤寒六经与)内经+十
二经脉及其属络脏腑的关系更准

确的描述应是.!伤寒六经的思
辨性理论即哲学思维基础来源于

)周易+-"伤寒六经的医学理论
来源于)内经+!六经的分类沿用
自)素问*热论+ /90 !)内经+的理
论雏形奠定了六经辨证方法的基

础-#)周易+与)内经+的结合加
之张仲景个人经历%从医经验及
思维成果形成了系统的六经理论

和六经辨证方法-$六经辨证与
脏腑经络辨证有相似之处!但相
互独立!互不等同"

:!六经的整体生理规律
六经自成体系!不能断章取

义" 若把太阴病的&自利不渴'%
少阴病的&自利而渴'以及厥阴病
&消渴'的论述前后联系!分析理
解!则更容易探及少阴病&渴'的
真谛/G0 "

首先!从写作体例特点而言!
本条&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为第
885 条!与第 886 条的&自利不渴
者属太阴'为上下文互应" 太阴
者!标阴%本湿/60 !为三阴!阴之盛
盈最甚" 燥化不及则本气太盛!
阴湿弥漫而自利不渴" 故太阴病
以&不渴'来反应太阴标气最盛%
气化主湿的病理特征!称之&属太
阴'" 同理!少阴标阴%本热!为二
阴!阴之盛盈次于太阴" 邪可趁
其标气太盛而犯病或趁其本气太

过而犯病!若标化盛于本化!中气
太阳寒水凝于下而不能上腾!则
见自利而渴/50 " 故少阴病以&渴'
说明少阴标气较少的病理特征!
称之&属少阴'" 厥阴标阴%本风!
为一阴!有&两阴交尽'之说!阴之
盛盈不仅最低!更兼燥化%热化生
风之像!故而厥阴之为病!总属寒
热夹杂" 因此!厥阴为病则为&消
渴'!以说明标气不足!本气太过
的病理特征" 见表 3"

表 3!三阴经生理简表

三阴经 脏腑 十二经 本气 中气 标气 从化

太阴
脾 足太阴

湿 阳明 三阴 从本

肺 手太阴

少阴
肾 足少阴

热 太阳 二阴
从本

心 手少阴 从标

厥阴
肝 足厥阴

风 少阳 一阴 从中

心包 手厥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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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340 " 因冲任不调引起的五脏功
能失调!只要善辨其脉证!皆可引而
用之"

综上所述!温经汤确为妇科良
方!但凡由冲任虚损引起经孕%气
血%脏腑诸疾!若证同则治同!故可
多病一方!效自颇佳" 从冲任学说
探析温经汤证治特点!不仅体现出
中医&异病同治'的治疗理念!还拓
展了经方的运用思路!师古而不泥
古!此亦经方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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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少阴病&渴'的机
理!张仲景已于原文中阐述!然而
后人多略之" 在 &自利而渴属少
阴'句后!张仲景自注&虚故引水自
救'!为何&引水'( 津液阴气不足
也" 此&虚'即为少阴之津液阴气
不足!以口渴而引水!自救也4 如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曰.&欲吐不
吐心烦者!表邪传里也11五六
日!邪传少阴之时!自利不渴者!寒
在中焦!属太阴" 此自利而渴!为
寒在下焦!属少阴11渴欲引水自
救11'

综上所述!少阴病之标气的盛
盈不足乃其&自利而渴'的原因!方
合原文旨意" 而肾阳虚衰%气化失
职%津不上承的注解!既有悖于原
文之旨!又未联系三阴经生理病理
特征而以整体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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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论!

心肾主病论
人身坎水实根于离之真阴!故人不能节欲则肾水亏!肾水亏必至心阴亦亏!心阴亏则水失其主而无以镇阳光" 由是

火炎烁金而成咳嗽之症" 且心生血者也!真阴亏而不能制火!则所生之血不随心阴下降!反随炎火上升之性!由吐咳而出
矣" 且心之真阴不特为肾水之根!而渚脏之阴皆根于此" 此处一亏!则相火无不俱动!在肝则无水以滋木而火炽!在肺则
无水以四布而金烁!在胃则无水以存津而土燥" 诸脏亦无不有血!既为邪火煎熬!则津液之未化血者熏蒸而为痰涎!已化
血者亦随火动而上逆妄行!此咳血吐血之所必至也" 人身离火实根于坎之真阳!故人或思虑劳倦则离火不足!离火不足!
必至肾阳亦不足!肾阳不足则火失其原而无以消阴翳!由是水泛土湿而成中满泻痢之证" 且肾纳气者也!真阳亏而不能
制水!则水谷所化之精气不得随坎阳上升!皆从顺下之性!随地道而去矣" 且肾之真阳亦不特为离火之原!而诸经之阳悉
原于此" 此处一亏!则癸水尽足为患!在肝则无火以达之而木郁!在肺则无火以温之而金寒!在胃则无火以化之而土滞!
诸经亦无不有气!一为阴寒凝涩!非至便闭中满而气不能通" 即至下利不禁而气不能收!此又中满泄泻之所必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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