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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经方药对在不寐辨治中的运用※

● 李桂文 1 陈少玫 2▲

摘 要 本文主要结合《施今墨对药》《张仲景对药集》所认可的经方药对、《伤寒杂病论》中关于

不寐的原文、后世医家对经方的发挥，从调和营卫、清热祛邪、滋阴降火、育阴利水、调养心肝、和胃消

痞、重镇潜阳、急救回阳、攻下实热等九种治法探讨经方药对在不寐辨治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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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寐在《伤寒杂病论》中称为

“不得眠”“不得卧”“不得安”等，或

为主症，或为次症，或为兼症。该

书中关于不寐的论述颇为精详，并

创制了多个治疗不寐的经典方剂，

为不寐的辨证论治奠定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

药对，又称对药，是相对固定

的两味药的配伍组合，多为一些小

方或名方的精华部分。《伤寒杂病

论》虽未直言药对，但是由于经方

配伍精当、功效卓著，必然成为后

世医家研究药对的基础，如近代中

医大家施今墨先生临床积累、提炼

出来的药对中就有不少出自《伤寒

杂病论》中的方剂。随着《施今墨

对药》《张仲景对药集》等药对专著

的问世，经方药对的研究日益深

入，而有关不寐的药对只是散见其

中，尚未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

由于不同医家关于药对的搭配伍

用的观点不尽相同，因而本文以

《施今墨对药》及《张仲景对药集》

所认可的经方药对为主，探讨经方

药对在不寐辨治中的运用。

1 调和营卫之药对

桂枝伍芍药：桂枝味辛，性温，

具有解肌发表、调和营卫之效；芍

药味酸、苦，性微寒，具有养血和

营、缓急止痛之功[1]64。二药伍用，

发汗之中有敛汗之意，和营之内有

调卫之力[2]，相须而行，敛散相兼，

使营卫和、气血调、阴阳平，则睡眠

可安。药理研究[3-4]表明，桂枝中的

醛化合物、芍药中的芍药苷具有镇

静、中枢抑制作用。

由于正常睡眠是“夫卫气者，

昼日常行于阳，夜行于阴，故阳气

尽则卧，阴气尽则寤”，一旦机体受

外邪或内因所扰，营卫之气不和，

导致“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

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

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

得瞑矣”。桂枝伍芍药调和营卫阴

阳之性，与营卫不和、阳不入阴所

致失眠之病机恰为合拍，故能安

眠矣。

桂枝与芍药相伍，代表方为桂

枝汤。《医宗金鉴》认为该方“为仲

景群方之冠，乃解肌发汗、调和营

卫第一方也。”仲景立桂枝汤原为

治外感风寒表虚之证，但后世医家

常对此方进行发挥，用于治疗营卫

不和导致的失眠，如已故国医大师

邓铁涛擅长用桂枝汤泡脚治疗营

卫不和之不寐[5]。

2 清热祛邪之药对

一般而言，清热祛邪之药对是

指药性寒凉，具有清热作用，能够

祛除邪热的药对组合。经方中主

要有以下两类药对可用于实热扰

神所致不寐。

2. 1 栀子伍香豉或枳实 栀子

伍香豉：栀子味苦，性寒，善泻心

肺之邪热，又善解三焦之郁火而

清热除烦；香豉味辛、苦，性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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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宣透表邪、散郁除烦、和降胃气

之功[1]8。两药相伍，清中有宣，宣

中有降，则郁热去，心烦除，心神可

安。《本草备要》言：“两药相伍，降

中有宣，组方巧妙，药少力专，为清

宣胸膈郁热之良方。”

栀子与香豉相伍，名曰栀子豉

汤。《伤寒论·太阳病脉证并治》云:
“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栀

子豉汤主之。”该方具有清宣胸膈

郁热、除烦安神之功，可用于治疗

无形邪热留扰所导致的不寐。刘

渡舟教授认为辨此证重在抓住心

胸中烦闷不宁、舌红苔黄的主症[6]。

栀子伍枳实：枳实味苦、辛，性

微寒，具有破气消积、化痰除痞之

效。枳实与栀子相须而行，共使气

行 、热 散 、烦 除 、结 开 、湿 利 、

滞解[7]43。

若伤寒用过下法，燥实已去，

而余热未尽，出现郁热内留胸中之

心烦，以及浊气壅滞腹部之腹满，

此时非豆豉宣透所能及，易之以枳

实、厚朴，奏达破气消痞除满、清心

除烦安神之效。

2. 2 竹叶伍石膏 竹叶体轻气

薄，善清心胃热邪以除烦，泻心经

实热以利小便；石膏质重气浮，清

肺胃之热[1]99。二药相须为用，辛以

散热，寒以泻火，解热除烦功卓。

竹叶与石膏相伍，代表方为竹

叶石膏汤。此方原文虽未有失眠

之论述，但“伤寒解后，虚羸少气”，

乃属热病后期，余热未清，气阴两

伤，可导致心烦口渴、夜卧难寐诸

症，竹叶石膏汤恰中病机。后世医

家亦用此来治疗热病后期之心烦

不寐[8]。临床还可应用于气分实

热，症见发热不退，心烦不寐，口渴

引饮，舌红苔黄等，如戴氏[9]认为顽

固性不寐只要有心胸烦闷、舌红苔

少或薄黄、脉虚或细数等见症，均

可以竹叶石膏汤加减进行治疗，每

获佳效。

3 滋阴降火之药对

一般来说，滋阴降火之药对是

指具有滋养阴液、清降虚火作用的

药对组合。经方中主要有以下两

类药对可用于阴虚内热型不寐。

3. 1 阿胶伍黄连 阿胶味甘，性

平，具有补血止血、育阴滋肾润燥

之功，乃血肉有情之品；黄连味苦，

性寒，具有泻火解毒、清热燥湿之

效[1]279。二药相伍，阿胶补肾水，黄

连泻心火，前者以补为重，后者以

泻为要，共奏泻南补北、交通心肾、

养阴泻火、清热解毒之功。阴虚火

热重者，可配伍黄芩、鸡子黄等加

强清心滋肾、宁神定志之效。

阿胶与黄连相伍，代表方为黄

连阿胶汤。该方用于治疗阴虚火

旺、心肾不交之“心中烦，不得卧”。

对于心肾不交型不寐，国医大师张

志远擅长以黄连阿胶汤加减进行

治疗，并强调方中主药黄连和阿胶

当以药量同等时效果最佳[10]。

3. 2 百合伍生地黄或知母 百合

伍生地黄：百合味甘，性微寒，甘中

有收，功能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补

中益气；生地黄味甘、苦，性寒，体

润多液，功能清热凉血，养阴滋

液[7]134。二者相伍，养阴清热安神

功卓。

百合与生地黄相伍，名曰百合

地黄汤。该方主治百合病，表现为

“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

能卧，欲行不能行……口苦，小便

赤……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

脉微数”。综观诸症，皆为阴虚内

热扰神的表现，故而该方可以治疗

阴虚内热所致不寐。实验研究[11]

表明，百合地黄汤中的二氯甲烷、

水饱和正丁醇部位、石油醚、乙酸

乙酯等提取物均有镇静催眠作用。

百合伍知母：知母味苦、甘，性

寒，具有清热泻火、滋阴润燥除烦

之效。与百合伍用，润清并用，补

泻共施，共奏润肺清热、宁心安神

之效[1]272。

百合与知母相伍，名曰百合知

母汤。该方主治百合病误用汗法

所致心烦口渴不寐者。百合病本

已阴虚内热，若误用汗法，更伤阴

液，而致虚热加重，百合知母汤清

热除烦润燥正切合本病机。《古方

选注》曰：“君以百合，甘凉清肺；佐

以知母，救肺之阴，使膀胱水脏知

有母气，救肺即所以救膀胱，是阳

病救阴之法也。”可以看出，该药对

组合较百合伍生地黄之滋阴降火

之力更胜一筹，阴虚内热型不寐患

者若有心烦口渴表现时，常可以该

药对治之。临床上对于不寐的治

疗，百合、知母二药既可单独合用，

又可配伍其它药物，疗效显著[12]。

4 育阴利水之药对

阿胶伍滑石：滑石味甘、淡，性

寒，具有泻膀胱热结而通利水道，

清暑热之邪而利水除湿之效；阿胶

具有养血滋肾润燥之功。二药相

伍，既可育阴清热利水，又可交通

心肾而安神定志。

阿胶与滑石相伍，代表方为猪

苓汤。《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

治》云:“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

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

现代医家仍常用猪苓汤来治疗因

阴虚水热互结而导致的不寐[13-14]。

虽然《施今墨对药》《张仲景对

药集》二书均未收录此药对，但是

古籍中却有不少关于此药对的描

述。如《古今名医方论》卷 3录赵

羽皇之论“仲景制猪苓一汤……然

其旨全在益阴，不专利水……特用

阿胶、滑石以润之，是滋养无形以

行有形也”。又如《汤液本草》曰：

“猪苓汤用滑石与阿胶同为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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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水道。”再如《伤寒寻源》认为

猪苓汤“主滑石阿胶之凉降，以育

阴而利水”。这些古籍中均提及阿

胶与滑石的配伍，甚至认为猪苓汤

之妙即在于阿胶与滑石相伍。阿

胶伍滑石，育阴清热利水，契合猪

苓汤证的病机，故而可作为育阴利

水法的基本药对。

5 调养心肝之药对

酸枣仁伍甘草：酸枣仁味甘、

酸，性平，长于安神，兼能滋养心、

肝之阴血；甘草味甘，性平，入十二

经，能补能缓，补心气，益脾气，缓

急而制约肝脏刚烈之性，除烦止躁

以安神[7]55。二药相伍，相互促进，

共奏养肝血、清肝热、安心神之功，

故而肝得血藏以舍魂，心得血养则

神守。

酸枣仁伍甘草，代表方为酸枣

仁汤。《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

并治》曰:“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

仁汤主之。”酸枣仁汤证盖由肝阴

血不足，虚热内生上扰神明所致。

《古今名医方论》认为“此治虚劳肝

极之神方也”。由于肝血不足、虚

热内扰为不寐的常见病机，故而酸

枣仁汤在临床上的运用经久不衰，

古今医家常用其加减治疗不寐而

取效。药理研究[15]表明，酸枣仁汤

具有镇静催眠、改善睡眠时相结

构、改善学习记忆、抗焦虑、抗抑

郁、脑保护等药理作用。

6 和胃消痞之药对

黄芩伍半夏：黄芩味苦，性寒，

能泻肺经实火，燥肠胃湿热，清少

阳胆热，凉血分之热；半夏味辛，性

温，有毒，能散能燥，最善燥湿化

痰，消痞散结，降逆止呕[1]69。二药

相伍，寒温并用，辛开苦降，调和阴

阳，消痞、化痰、止呕功良。

干姜伍黄连：干姜味辛，性热，

具有温中和胃、回阳通脉、降逆止

呕的功效；黄连味苦，性寒，具有清

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1]179。干

姜辛散以温通为主，黄连苦寒以降

泄为要。二药相伍，辛开苦降，寒

温共施，无偏寒偏热之害，故而既

可除寒积，又可清郁热，和胃泻痞

开结甚妙。

黄芩配半夏、干姜伍黄连，代

表方为甘草泻心汤、半夏泻心汤。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

曰：“下利日数十行……心下痞硬

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甘草泻

心汤主之。”该方主治脾胃虚弱，客

热上扰，中焦斡旋失司之痞证。胃

脘部痞满不适，导致心烦不得安

寐，正如《素问•逆调论》所谓：“胃

不和则卧不安。”甘草泻心汤及半

夏泻心汤均妙在二组对药的配伍，

正如吴昆《医方考》所云：“泻心者，

泻心下之邪也。姜、夏之辛，所以

散痞气；芩、连之苦，所以泻痞热

……”二组对药相伍，辛开苦降，针

对中焦脾胃寒热错杂、斡旋失司之

病机，故能和胃而安卧。现代临床

常以甘草泻心汤及半夏泻心汤治

疗脾胃失和所导致的不寐[16-17]。

7 重镇潜阳之药对

龙骨伍牡蛎：龙骨味甘、涩，性

平，功能平肝益阴、潜敛浮阳、镇惊

安神、敛汗固精、止血涩肠；牡蛎味

咸，性微寒，功能重镇安神、潜阳补

阴、软坚散结[1]284。龙骨属阳，能益

阴而潜上越之浮阳；牡蛎属阴，能

益阴而摄下陷之沉阳。二者相伍，

可使阴液得补，阳气得潜，心神

得安。

龙骨与牡蛎相伍，代表方为桂

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治“火逆下

之，因烧针烦躁者”，乃因心阳内

伤，心失所养，出现烦躁不安以及

心悸、怔忡等症。原方配伍蜀漆、

生姜、大枣，可疗心阳虚，心神不

敛，复被痰扰之“惊狂卧起不安”；

配伍桂枝汤，可用于治疗阴阳两虚

所致的“男子失精，女子梦交”；配

伍小柴胡汤（去甘草）、铅丹、大黄、

桂枝、茯苓等，可以治疗邪犯少阳，

枢机不利，表里三焦为病，出现“胸

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

重，不可转侧”等症，其中以神志症

状较为突出。实验研究[18]表明，桂

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可有效治疗阳

虚型不寐,龙骨、牡蛎药对在治疗

中起主要镇静作用。

8 急救回阳之药对

附子伍干姜：附子味辛，性大

热，其性善走，为通行十二经脉纯

阳之药，功能回阳急救、补阳益火、

温经止痛，生用则破阴回阳之力更

强；干姜味辛，性热，气足味厚，暖

脾胃而散寒，回阳通脉以救逆[1]322。

二者相须为用，性味相投，回阳救

逆之力倍增。二药共伍，可达回阳

救逆、温中祛寒，温经止痛之功。

附子与干姜相伍，名曰干姜附

子汤。《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中》曰：“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

躁，不得眠，夜而安静……干姜附

子汤主之。”误用攻下及汗法伤阳，

阳气衰微,阴寒内盛,逼阳外越,阳
不得入于阴,故而导致不寐。本方

主要用于治疗肾阳虚弱、阴盛阳衰

之不寐，如黄氏[19]认为凡有“虚寒”

表现的不寐患者,均可以干姜附子

汤为基础方进行加减治疗。

9 攻下实热之药对

大黄伍芒硝：大黄味苦，性寒，

气味俱厚，直降下行，走而不守，具

有荡涤通下、泻火凉血、攻积导滞、

逐瘀通经、利胆退黄之功；芒硝味

苦、咸，性寒，具有软坚泻下、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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