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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方合方治验驳“十八反”配伍禁忌※

● 王 付 1，2*

摘 要 本文从理论溯源及经方合方治验等方面探讨中药“十八反”配伍禁忌的不合理性。一是

厘定《神农本草经》提出的“相反”概念；二是溯源张子和等提出的中药“十八反”配伍禁忌用语的荒谬

之处；三是领悟《伤寒杂病论》《千金要方》等古医籍运用中药“十八反”配伍辨治各科杂病；四是从经

方合方治病中研究如何运用中药“十八反”配伍辨治各科杂病；五是从临床实际中客观认识“十八反”

用药中的毒性及运用毒性药治病。认为研究““十八反””配伍用药，只有打破陈旧观念和僵局困惑，

才能拥有中医药全新理论以更好地指导临床辨治各科杂病。

关键词 伤寒杂病论；张仲景；经方；合方；十八反；杂病

中药“十八反”配伍禁忌之说

古已有之，如王怀隐和张子和分别

在《太平圣惠方》《儒门事亲》中阐

述了中药“十八反”属于配伍禁忌，

但其二者在临床中却使用中药“十

八反”配伍禁忌用药进行组方治

病。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言论竟

然被当今诸多研究中药配伍禁忌

者视为准则、视为法规、视为典

范[1]。为此，笔者试从理论溯源及

临床经方合方治验来探讨“十八

反”配伍禁忌的不合理性。

1 《神农本草经》论述

“相反”的基本含义

研究中药只有从最具有权威

的著作《神农本草经》中深入研究

与探索，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神

农本草经》虽然提出了“相反”一

词，但没有明确论述“相反”用药的

基本概念。据考证，“相反”用药包

含寒热药相反、补泻药相反、升降

药相反、收散药相反等。究竟《神

农本草经》中所提出的“相反”的基

本概念是什么？迄今为止，仍然没

有统一的认识和结论。为何《神农

本草经》中提出“相反”用词？一般

情况下，简单的常见病是不需要用

“相反”药就能取得预期治疗效果

的。若病仅仅是单一的热证，就用

清热药，没有必要再用散寒药；若

病是单一的寒证就用散寒药，没有

必要再用清热药；若病是单一的虚

证就用补虚药，没有必要再用泻实

药；若病是单一的实证就用泻实

药，没有必要再用补虚药。然而，

辨治复杂难治性疾病就必须用“相

反”药才能取得最佳治疗效果，如

病人既有呕吐又有下利，选方用药

既要用降泄药（即止呕药）又要用

升举药（即止泻药)。再如单一的

虚证比较少，而虚中夹实或实中夹

虚者则比较多；单一的热证比较

少，热证夹寒比较多；单一的寒证

比较少，寒证夹热比较多。这就要

求在临床中辨治复杂多变的病变

只有选用“相反”药物，才能取得最

佳治疗效果。可见，《神农本草经》

论述的“相反”是针对辨治常见病

的基本知识，必须结合临床全面研

究、深入领会，才能学好用活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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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反”配伍用药，才能在临床治

病中取得最佳疗效。

2 中药“十八反”配伍
禁忌的理论溯源及其荒
谬之处

中药“十八反”配伍禁忌的言

论源于金元时期张子和的《儒门事

亲》。虽然早于张子和之前还有陶

弘景、王怀隐等人提出相反用药，

但陶弘景和王怀隐都没有明确提

出中药“十八反”用词。

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

集注》中提出“乌头反半夏、栝蒌、

贝母、白蔹、白及，甘草反海藻、甘

遂、大戟、芫花，藜芦反细辛、芍药、

五参”。但陶弘景并没有指明中药

“相反”的基本概念以及“相反”用

药在临床中能否配伍应用。因陶

弘景研究中药的重点是研究单味

中药治病的基本作用，故其并没有

全面而深入地从临床治病中研究

中药配伍理论体系。至于陶弘景

在临床中是否用过乌头配半夏、甘

草配海藻、藜芦配人参等，因相关

书籍中没有记载其临床治病案例，

所以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

北宋王怀隐既是理论研究者

又是临床实践者。王怀隐于《太平

圣惠方·卷第二·分三品药及反恶·

药相反》中说：“乌头反半夏、栝蒌、

贝母、白蔹，甘草反大戟、芫花、甘

遂、海藻，藜芦反五参、细辛、芍

药。”可王怀隐于《卷第二·诸疾通

用药·呕吐》中的治呕吐方中既用

半夏又用附子；更如《卷第五·治脾

脏冷气攻心腹疼痛诸方》中的肉豆

蔻散方中既用半夏又用附子；《卷

第七·治肾脏虚损多唾诸方》中的

人参散方中既用半夏又用附子；

《卷第二·诸疾通用药》治痰饮方中

既用半夏又用乌头。

金元时期张子和亦既是理论

研究者又是临床实践者。张子和

在《儒门事亲》中继承王怀隐《太平

圣惠方》“乌头反半夏栝蒌贝母白

蔹，甘草反大戟芫花甘遂海藻，藜

芦反五参细辛芍药”之说并编写了

“本草明言十八反，半蒌贝蔹及攻

乌，藻戟遂芫俱战草，诸参辛芍叛

藜芦”。自此“十八反”配伍禁忌就

有了理论依据，当今许多中医书籍

及教材中基本上都将此用药配伍

禁忌奉为圭臬。但其在《儒门事

亲》中通气丸的组成（海藻、海带、

昆布、木通、甘草，以上各一两；诃

子、薄荷，以上各半两；杏仁少许，

煮，浸去皮尖，用之）中既用了海藻

又用了甘草。

王怀隐、张子和虽然强调“十

八反”配伍禁忌的理论重要性，但

其二者在临床治病中仍用“十八

反”配伍用药。可见，其二者对于

“十八反”配伍禁忌仅仅是理论上

的认识，但在临床治病中却是丝毫

不避讳使用“十八反”配伍禁忌的。

3 古医籍中运用“十八
反”中药配伍辨治各科
杂病情况

3. 1 “十八反”中药配伍在《伤寒

杂病论》中的运用 作为一个中医

教学、科研及临床工作者，应该思

考一个问题，自从张仲景撰写的

《伤寒杂病论》问世至今，历经了近

2000年的学术研究与发展，然而迄

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中医名家在

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方面能够超

越张仲景所撰的《伤寒杂病论》。

只要学习和研究《伤寒杂病论》，就

不难发现书中所载经方用药属于

所谓的“十八反”配伍禁忌用药的

情况比比皆是，如赤丸用乌头配半

夏，甘遂半夏汤用甘遂配甘草，附

子粳米汤用附子配半夏等。

（1）甘遂配甘草。如甘遂半夏

汤，药用：甘遂大者，三枚（5g），半

夏以水一升，煮取半升，去滓，十二

枚（8g），芍药五枚（15g），甘草炙，

如指大一枚（3g）。
（2）乌头配半夏。如赤丸，药

用：茯苓四两（12g），乌头炮，二两

（6g），半夏洗，四两（12g），细辛一

两（3g）。
（3）附子配栝楼根。如栝楼瞿

麦丸，药用：栝楼根二两（6g），茯苓

三两（9g），薯蓣三两（9g），附子炮，

一枚（5g），瞿麦一两（3g）。
（4）附子配半夏。如附子粳米

汤，药用：附子炮，一枚（5g），半夏

半升（12g），甘草一两（3g），大枣十

枚，粳米半升（12g）。
还有如小青龙汤，药用：麻黄

去节，三两（9ｇ），芍药三两（9g），

细辛三两（9ｇ），干姜三两（9ｇ），

甘草炙，三两（9ｇ），桂枝去皮，三

两（9ｇ），五味子半升（12ｇ），半夏

洗，半升（12ｇ）。方中虽无附子，

但仲景在煎药服药法中提出“……

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

明确指出小青龙汤根据治病需要

是完全可以用附子的[2]。

《伤寒杂病论》是临床治病之

典范，非用《伤寒杂病论》理论指导

临床治病则很难取得最佳效果。

可《伤寒杂病论》中却频繁使用“十

八反”配伍禁忌用药，所以“十八

反”配伍禁忌是没有临床之根

据的。

3. 2 “十八反”中药配伍在《千金

要方》《景岳全书》等书中的运用

历代有诸多医家如孙思邈、张景

岳等在临床治病过程中常常用“十

八反”配伍用药辨治各科杂病。

孙思邈《千金要方·卷十八》中

设大五饮丸，方中既用人参、苦参、

细辛、芍药配藜芦，又用半夏、贝

母、栝楼根配附子，还用甘遂、大

戟、芫花配甘草，一个方中用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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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反”中的十二味药。又在《千金

翼方》中设大排风散、大宽香丸，用

乌头配半夏、瓜蒌、贝母、白及、

白蔹。

再者，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

所设通气散亦用藜芦配玄参，还有

诸多例子不再一一例举。

4 从经方合方治病中研
究应用中药“十八反”
配伍辨治各科杂病

《伤寒杂病论》理论是指导临

床治病用方的典范，而经方治病的

关键在于合方。对于复杂性疾病，

运用经方合方中的“十八反”配伍

进行组方用药是提高疗效的核心。

研究经方合方中“十八反”配伍用

药必须从经方配伍以及经方合方

中去研究，尤其是从经方合方中提

炼“十八反”用药组方，形成四位一

体的研究思维应用方法，才能把研

究及应用经方合方“十八反”用药

提高到新的里程碑、新的高度和新

的视野。

所谓“十八”，即中医治病配伍

用药的特有用语，并非数字局限于

“十八”；所谓“反”，即从寒热相反

中思考问题、从虚实相反中思辨问

题、从对立相反中分析问题、从病

药相反中研究问题、从正邪相反中

解决问题。研究“十八反”的核心

是从特殊用药中解决治病组方的

特有思路与方法，是提高临床治病

水平、掌握其核心技术的关键。

4. 1 从经方用药中研究“十八反”

用药 《伤寒杂病论》260首方中既

有“十八反”用药，又有非“十八反”

用药。“十八反”用药属于特殊用

药，非“十八反”用药属于基本用

药。基本用药是针对疾病采取的

一般治疗思维方法；特殊用药是针

对疾病采取的优化治疗思维方法。

深入研究经方合方中的“十八反”

用药，对提高临床治病效率将起到

举足轻重的作用。

4. 2 从经方配伍中研究“十八反”

用药 《伤寒杂病论》中甘遂半夏

汤、赤丸、附子粳米汤、栝楼瞿麦丸

以及小青龙汤加附子等方中均选

用了“十八反”配伍用药。对此张

仲景是以举例的形式阐述“十八

反”配伍用药是辨治常见病、多发

病和疑难病的最佳选择，为临床治

病组方用药提供了基本准则和最

佳典范，为临床治病选用“十八反”

配伍组方用药指明了方向。

4. 3 从经方合方中研究“十八反”

用药 笔者在临床治病过程中发

现，诸多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若

仅仅用一个经方往往有其局限性，

欲提高疗效必须要重视经方合方，

而在经方合方使用的过程中常常

发现“十八反”用药配伍能够明显

提高治疗效果。如辨治肌肉筋脉

骨节病变用半夏泻心汤与乌头汤

合方中既用半夏又用川乌；辨治心

脑神经血管病变用小柴胡汤与藜

芦甘草汤合方中既用人参又用藜

芦；辨治胸腔腹腔积液水气病变用

十枣汤与小柴胡汤合方中既用大

戟、甘遂、芫花又用甘草；辨治糖尿

病病变用半夏泻心汤与肾气丸合

方中既用半夏又用附子。经过临

床中数以万计的病例验证，发现运

用“十八反”用药配伍能够明显提

高治疗效果，并没有发现“十八反”

配伍用药出现不良反应[3-11]。

在临床中单用一个经方治病

只是治病的基本思路和方法，选择

经方合方则是提高临床疗效的最

佳思路和方法，而实现运用经方治

病取得最佳疗效的核心是经方合

方中的“十八反”配伍用药。如小

柴胡汤与藜芦甘草汤合方（方中人

参配藜芦）是辨治寒热虚夹风夹痰

的最佳选择；半夏泻心汤与十枣汤

合方（方中大戟、芫花、甘遂配甘

草）是辨治寒热虚夹水夹痰的最佳

选择；牡蛎泽泻散与苓桂术甘汤合

方（方中海藻配甘草）是辨治寒热

虚夹湿夹痰的最佳选择；小青龙汤

与四逆加人参汤合方（方中半夏配

附子）是辨治心肺虚脱夹寒夹热的

最佳选择；半夏泻心汤与乌头汤合

方（方中半夏配乌头）辨治肌肉关

节寒热虚夹痰夹瘀的最佳选择。

可见，在临床中选择经方合方中的

“十八反”配伍用药是辨治各科常

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最佳

方案。

4. 4 从经方合方中提炼“十八反”

用药组方 治病组方用药关键是

拥有疗效，提高疗效的核心是经方

合方，而优化经方合方必须以提炼

“十八反”用药组方为切入点。根

据临床辨治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

病选择经方合方“十八反”用药治

病的特殊性、针对性、切入性和疗

效性，以此组建藜芦人参汤、藜芦

芍药汤、藜芦细辛汤、半夏乌头汤、

贝母乌头汤、白敛乌头汤、白及乌

头汤、栝楼乌头汤、甘草甘遂汤、甘

草大戟汤、甘草芫花汤、甘草海藻

汤等，实现运用经方合方中“十八

反”用药组方取得最佳疗效的目

的，达到全面提升运用经方合方中

“十八反”用药组方的诊治水平和

诊治技能。

5 客观认识“十八反”
用药中的毒性及运用毒
性药治病

历代很多人在解释“相反”用

药时基本上都是通用“两种药物同

用时发生剧烈的毒性反应或副作

用，称之为相反”。对此我们必须

深入思考一个问题，甘草是解百药

之毒的首选要药，甘草的基本作用

之一是可用于解大戟、甘遂、芫花

之毒。结合当今研究数据证实，服

用任何毒性药品都会进入肝脏，肝

脏一旦识别到药品有毒性即在较

短时间内将肝脏中糖元转换为葡

萄糖醛酸与药品中毒性相中和以

达到解毒的目的，甘草酸水解后分

解为葡萄糖醛酸，可用于解所有毒

性之药品。再则，海藻本身即无

毒，与甘草相配伍怎么也不会产生

剧烈毒性或副作用，由此得知“十

八反”中解说的“藻戟遂芫俱战

草”，既缺乏理论依据又不符合临

床客观实际。

笔者在长期的临床工作中体

会到，凡是没有毒性的中药，其治

疗效果都是一般的，凡是合理地用

毒性药治病其疗效都是十分显著

的。如半夏、乌头、大戟、甘遂、芫

花本身就有毒，半夏与乌头配伍肯

定会增加毒性，正因为增加了毒性

才能提高治病效果。当然，对此还

必须做到凡是在用毒性药治病时

都必须合理配伍解毒药，以达到用

毒性药更好地治病而对人体则无

伤害的目的。辨治临床各科杂病

的最佳基本点和切入点就是合理

地选用经方合方中“十八反”配伍

用药。笔者经过数十年临床运用

“十八反”配伍用药治病并取得更

佳疗效之后，对“十八反”歌诀作了

相应修正，即：“本草明言十八反，

相反相乘妙中言，半蒌贝蔹及喜

乌，藻戟遂芫俱爱草，诸参辛芍盼

藜芦，辨治杂病效非凡。”

可见，研究“十八反”配伍用

药，只有打破陈旧观念和僵局困

惑，才能更新观念，才能拥有中医

药全新理论以更好地指导临床。

作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者、守护

者、发展者，理应责无旁贷地从理

论溯源和临床实践两个方面打破

王怀隐、张子和所提出的中药“十

八反”配伍禁区，让更多优秀的临

床工作者能够充分地、合理地运用

“十八反”配伍用药辨治临床各科

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在最大程

度上减轻病人痛苦，用最佳治疗效

果消除病人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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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处心不可不慈”[3]，这是他经常教

导学生们的话。他认为，医生的医

疗态度就是要坚持在“诊视之际，

无论贫富贵贱，咸细心处治，审症

必详，用药必当”。他自己更是身

体力行，率先垂范。洪广祥德才兼

备的教育思想和高尚的医德风范，

对现正处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医

学界尤具教育意义。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医

者，无德不立也。洪广祥亦师亦

医，时刻用古代先贤标准来要求自

己及学生。他常告诫学生“欲救人

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

可”，“要立志为苍生大医，不可为

含灵巨贼”，要以身作则，继承、弘

扬中医界的良好医德医风。

4 结语

初心不改，使命难忘。纵观国

医大师洪广祥教授的一生，其精诚

为医、厚德为人的医学教育思想不

仅对当代的中医教育及医学实践

有很大的研究及借鉴意义，而且还

激励着中医人牢记医乃仁术之初

心，济世之使命。吾辈应以洪教授

为榜样，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争做

振兴中医的脊梁，为苍生谋幸福，

为百姓送健康，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共同把中医药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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