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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百合病 痰饮肝着胸痹心痛 郁冒 金匮要略何绍奇

1 脏坚癖不止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

二》载：“妇人经水闭不利，脏坚

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物，矾石

丸主之。”

“脏坚癖不止”，文义不通，传

钞之误也，应作：“脏坚癖，中有干

血，下白物不止。”

2 百合病，见于阴者，

以阳法救之

百合病多属阴虚内热，治以百

合地黄汤诸方，即“见于阳者

(阳热症状，如口苦小便赤，脉微

此无疑义。但仲景又说：“见于阴

者，以阳法救之”，是因为世间万

事，有常就有变。百合病即以阴虚

内热为常，以阳气虚馁为变，故养

阴清热为常法，温养阳气为变法。

原文未出变法之方，而甘麦大枣汤

一方，呼之欲出。

3 胁下偏痛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症并治第

十》载：“胁下偏痛、发热、其脉

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

黄附子汤。”

胁下者，胁以下也，所指不仅

止胁下一处，还当包括少腹、睾

数)以阴法(养阴清热)救之”， 丸，而这些地方恰值足厥阴肝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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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理当通。证诸实践，此方亦

常用于慢性痢疾、慢性结肠炎、睾

丸炎(偏坠、肿大)。

4 口局僻不遂

见《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

五》。古今注家，无一例外地将

“Ⅱ岛僻”解释为“口眼歪斜”。其

实，仲景只是说口歪，并没说眼也

歪。《说文解字》谓“喁，口戾不

正也”；“僻，宛如右僻，一日从

旁牵也”，也是说口歪。只言口歪

而不及于眼，可见仲景当时观察之

细，用词之准。

5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

和之

见《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

论者咸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

和之”是广义痰饮的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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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包括狭义痰饮在内的诸饮的

总治则。我以为此方是狭义痰饮即

水在胃肠的主方。如以此为总则，

则欠妥。

痰饮即水饮，当乘其停留未

久，正气尚可支持之时，视水饮所

在而因势利导，或发汗，或涌吐，

或利尿，或泻下，攻之使去，因此

仲景有小青龙汤、五苓散、十枣

汤、己椒苈黄丸诸方之设。

试问悬饮水在胸胁，溢饮水在

四肢，支饮饮气相结，如何“温

药和之”来解决?张子和说“饮

当去水，温补反剧”，就是指此而

言。和，就是调和，虽然重要，但

并非万能，饮邪结实之时，呼吸都

困难了，其可调和乎?当攻不攻，

势必遗害无穷!

当然，强调攻邪也非不考虑正

气，而是要倦倦以正气为怀。在仲

景处方中，如葶苈大枣泻肺汤、十

枣汤之用大枣，小青龙汤在用麻、

桂、辛、夏、姜的同时，又以甘

草、芍药、五味子相配，使散中有

收，刚柔相济。但不能说十枣汤、

葶苈大枣泻肺汤、小青龙汤也属

“温药和之”之方。

6 肝 着

见《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

聚病脉证并治》日：“肝着，其人

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

热，旋覆花汤主之。”旋覆花汤

方：旋覆花三两、葱十四茎、新绛

少许。

肝之气血郁滞不行，故谓之

“着”。胸胁相连，故言胸，实包

括胁。尤怡说：“此肝虽着，而气

反注于肺，⋯⋯蹈之欲使气内鼓而

出肝邪。”显然失之迂腐。“蹈”，

注家有多种解释：①足踏；②

“蹈”乃“招”之误，招为用手迫

击；③动也，按揉、叩击、捶打、

足蹈其以振荡为目的者皆是；④按

摩。其实一个“欲”字就很能说

明问题了，因为气血郁滞到于此，

不得通畅，很不舒服，想请人用足

去踩一踩，这样，气血就可以暂时

得到流通了。初病但欲饮热，也无

非是气血得热而行的意思。

原文有方名而无方，注家乃将

妇人杂病之同名方补之。在妇人

篇，此方主“半产漏下”，恐未

合，用于肝着，郄很对证。旋覆

花，《神农本草经》谓“主结气，

胁下满，下气”；新绛，即绯帛，

清人医案中还用，后来就没有这味

药了。因为染帛为绛的原料是茜草

根，所以今天以茜草作新绛用，茜

草别名“血见愁”，有活血行血通

络的作用；至于葱，则取其辛通。

叶天士对此方大为欣赏，称之

为“络方”，在《临证指南医案》

胁痛门，如沈案、朱案、汪案，都

用旋覆花汤加味。

治验举例：肖某，女，57岁，

大学职工。2001年5月12日。左

乳下连及胁肋疼痛持续6天，刺痛

夜甚，影响睡眠。111曼1t匡_周围黑，舌

淡黯，脉沉弦。已去医院作过多项

检查，仅心电图示sT段轻度缺血。

病为肝着。由肝气郁滞，久而入络

所致，用旋覆花汤加减：旋覆花

10克、茜草10克、当归须10克、

桃仁10克、丹参15克、川芎6

克、赤白芍各10克、香附10克、

全瓜蒌30克、降香6克、青葱管

6根。6帖，应手而愈。

7 骨 弱

《金匮要略》在论及血痹病的

成因时，提出“夫寻荣人，骨弱

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遂得

之”。什么是“骨弱”?释者多直

解为“筋骨脆弱” (从二版教材

始)，实则“肌肤盛”，形盛于外

也，“骨弱”，精气不足于内也。

与其望之生义地说什么“筋骨脆

弱”，不如用俗谚“十个胖子九个

虚”来作释贴切。

验案举例：香山索道工人王永

利，病上肢麻木半年，其人形体丰

盛，五大三粗，体重逾80公斤。

来诊时察其脉软而微涩，舌淡胖，

边有齿痕。遂以血痹，形盛气虚论

治，用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味而愈。

如说此人是“筋骨脆弱”，恐怕他

会笑掉大牙。

8 胸痹心痛

胸痹心痛是一个病还是两个

病?我认为是一个病，只不过是轻

重之别，轻者为胸痹，重者为心

痛，重而危者为真心痛。其脉

“阳微而阴弦”，即揭示病机之由

阳气不通或不足，而痰浊、瘀血滞

气盘踞其间，表现为胸闷、短气、

胸背痛。正如《诸病源候论》指

出：“诸阳受气于其胸，而转行于

背，气痹不行，则胸背痛而气为之

短也。”至于喘息、咳喘，只是或

有之证。

胸痹心痛以瓜蒌薤白白酒汤为

主方，功在宣痹通阳。原文在此方

以下，又根据缓急虚实不同的病

情，或加减或另立方。

如痰饮：证见不得卧，心痛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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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用瓜蒌薤白半夏汤为主方加半

夏，以增强化痰的作用。

留气：留气即气滞而不散，证

见胸闷，胁下逆抢心，用枳实瓜蒌

薤白桂枝汤为主方，白酒加枳实厚

朴以破气，桂枝以平冲逆。

阳虚中寒：胸膺作痛，兼有阳

虚见证(如面白、畏寒、肢冷、

脉沉弦)，用人参汤，方即理中

汤，我意当是《伤寒论》桂枝人

参汤，即理中汤加桂枝。此方说明

胸痹心痛也有虚证，虚证不可误用

枳、朴破气。

瘀血：原文未涉及。赵锡武老

师说当参考本书胸满瘀血篇而用活

血化瘀方药。近见有人提出瓜蒌薤

白菖蒲郁金水蛭方，以通阳宣痹，

逐瘀化痰。

有气滞或水饮而病情较轻者，

分别用橘枳姜汤和茯苓杏仁甘草

汤。气逆者，橘枳姜汤去陈皮，加

桂枝，名桂姜枳实汤。

寒甚痛急者，用薏苡附子散。

更急更重，心痛彻背，背痛彻心，

由寒气直达心之包络者，用乌头赤

石脂丸(蜀椒、乌头、附子、干

姜、赤石脂)，急振阳气而速逐阴

霾，开后世芳香温通之门。《寿世

保元》以本方加肉桂，谓治心痛

彻背如神。

以上基本上勾划出了胸痹心

痛，即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的

辨证论治的轮廓，本篇也就成为冠

心病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近来不少人认为：乌头、附子

本是一物的不同部位而已，未免所

见不广。其实，二者性味有异，川

乌味辛，性大热，附子辛而甘温。

附子有散有补，长于温阳、回阳，

川乌有散无补，长于散寒止痛。仲

景此方及《千金要方》三五七散，

还有已故成都名医戴云波先生治痹

证的乌附麻辛姜桂草汤，都将乌头

附子同用，即取二药之长者。

9 郁 冒

痉、郁冒、大便难是《金匮

要略》新产妇人最常见的三病。

什么是郁冒?今人的解释说：

“郁，有郁闷不舒；冒，头昏目不

明，如有物冒蔽。郁冒，意即头昏

眼花，郁闷不舒。”古人如尤在泾

说：“郁冒，神病也⋯⋯头眩而目

瞀也”。我认为如果把“郁冒”二

字分开来讲，“郁”决不是“郁闷

不舒”的意思，“郁”不是气郁、

忧郁之“郁”，而是指原文说的

“亡血复汗，寒多”的病机；

“冒”，即眩晕，头眩目瞀。而把

这二字合起来讲，则是一个病名，

就是产后感冒，民间称做“产后

寒”者。郁冒和一般感冒的不同

之处是阴虚于里而风寒之邪束于

表。亡血阴虚，则孤阳独炽，风寒

郁表，偏盛无制之阳不从汗解，则

逆而上冲，故发热、恶寒、头昏眼

花、身无汗但头汗出，而为郁冒之

病。说有发热症状的依据，是原文

中有“病解能食，七、八日更发

热”，更发热也就是再发热。

在治法上，几乎所有注家皆局

限原书所载小柴胡汤一方。不知仲

景所示，有少阳见证“呕不能食、

大便坚”者才用小柴胡汤，并未

也不可能笼统地把小柴胡汤一方作

为郁冒的主方。何况，既是阴血内

亏，孤阳独炽，即当小柴胡汤亦必

加减。昔王孟英曾力辟用柴胡之

非，虽说有些偏激，但也不无见

地。以我的经验，郁冒初起，宜养

阴(血)发汗，发汗宜葱豉汤，

养血宜四物汤加减，或古方举卿古

拜散即单用一荆芥一味，研末，生

姜红糖调服3～5克，但使周身得

微汗即愈。如见柴胡证未罢，而又

大热大渴者，合白虎汤，即孙一奎

所云小白汤。如柴胡证已罢，可用

缪仲淳竹叶石膏汤即白虎汤加麦

冬、竹叶，清热养阴。如阳明里

实，发热腹满大便干结者，则以增

液承气汤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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