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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千金方麻黄桂枝配伍

唐·孙思邈《千金方》，又名

《备急千金要方》。该书根植于

《伤寒杂病论》，但大大充实和丰

富了《伤寒杂病论》的临床内容，

实用价值为历代医家所推崇。其用

药配伍奇巧，超脱常规，不拘成

法，自成一家。书中麻黄与桂枝相

伍的方剂达99首，尤其在“诸

风”、“风毒脚气”篇中占相当比

例。这对启迪后人，拓展临床用药

思路，大有裨益。兹不揣翦陋，作

一探析。

l 独擅中风

《千金方》中的“诸风”篇共

有110首方，其中麻黄桂枝配对的

方剂33首。其内容主治“中风”，

包括偏枯、贼风、风痱、风懿、角

弓反张、风痹。病症的共同特点为

偏瘫失语、手足不遂、关节疼痛，

或神昏志乱等，包括现在的“中

脏腑”、“中经络”。为脏腑失调，

络脉空虚，风邪人中，气血痰浊阻

滞经脉，神明失养所致。故其治疗

均可选用祛风邪、通窍络、利关节

力量峻猛的麻黄、桂枝。再根据病

程的长短、病情的轻重、体质的强

弱、气血的虚盈加减用药。如

“诸风”一节用了九首续命方，即

三首小续命汤，三首大续命汤，一

首大续命散，一首续命散，一首西

州续命汤。其治疗主症相同，但兼

症有别，主药相同，配伍各异。如

三首大续命汤均由麻黄、桂枝、川

芎、当归为主药组成，以治中风偏

瘫失语。若为产妇、老小，则加人

参顾护正气；四肢垂曳危重者加附

子、葛根温阳升清；若病程长、病

势缓、兼症多的用散剂或酒剂缓慢

调治，可见其辨证用药之严谨讲

究。此外，他治疗疾病非常注意服

药后病情的反应，如治风痱的

“四肢不收，心中恍惚，不知人，

不能言”先用作用平和的“竹沥

汤”(竹沥、生姜汁、生葛汁)，

“上三味相和温暖，分三服，平旦

日晡夜各一服，服讫觉四体有异似

好，次进后汤方”，主药有麻黄、

桂枝、石膏、人参、附子、羚羊角

等，药力峻猛，服法更明示：“间

五日更服一剂，频与三剂，渐觉少

损仍进后方”，药为竹沥、羚羊

角、麻黄、桂枝等，“此方神良，

频进三剂，若手足冷者加生姜五

两、白术二两，若未除者，更进后

汤方”，主药为麻黄、桂枝、附

子、羚羊角、竹沥、石膏。这是一

篇完整的医案，后三方麻黄桂枝贯

穿其中，可见其在治疗病情沉重、

症候复杂的中风中的作用是有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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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我在临床上治疗中风及中

风后遗症，常在辨证的基础上加入

疏风通络的麻黄、桂枝、羌活、独

活、防风等药，较单纯应用“补

阳还五汤”之类药疗效倍增。

2 善治风毒脚气

因异地迁移，或坐卧湿地，或

久行入水等，感受风寒湿毒而致下

肢软弱，肿或不肿，或疼痛不仁，

或胸闷心悸，或神昏妄言等症候群

的疾病为风毒脚气。此病重症，若

失治或误治可出现“急者死不旋

踵，宽者数日必死”。“凡脚气之

疾，皆由气实而死，⋯⋯故治脚气

之人，皆不得大补”，此为治疗风

毒脚气之大法。疏风散寒，通络祛

湿，贯穿于各法之中。如三首竹沥

汤，“第一竹沥汤”治两脚痹弱的

脚气轻症，用麻黄、桂枝配竹沥、

附子、于姜；“第二竹沥汤”为风

毒脚气之重症，“治卒中风、口噤

不能言，四肢缓纵⋯⋯”，用麻

黄、桂枝伍竹沥、人参、白术、石

膏、乌头等；“第三竹沥汤”，“治

风毒人人五内，四肢不举，皮肉不

仁，口噤不能言”，仍用麻黄、桂

枝加入心、肝、脾、肺、肾经的竹

沥、防风、人参、黄芩、附子以祛

五脏之邪，补脏器之虚。再如

“疗脚气毒冲心变成水，身体遍

肿，闷绝欲死者”用“大犀角

汤”，“若服汤竞不下，气急不定，

仍服后犀角麻黄汤”。大犀角汤虽

有犀角、桂枝等药，但服药疗效不

佳时，用犀角麻黄汤，用麻黄、桂

枝、犀角、羚羊角等峻猛药，这也

昭示麻黄桂枝合用，发散肌肤水

气，通行经脉气血的突出意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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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脚气虽多为实症，但也有兼正虚

的，如“迮毒汤”治脚弱风热，

上人心腹，烦闷欲绝，就用麻黄桂

枝配黄芪、人参、生地、白芍、大

枣补养气血。对于病久症状较轻的

脚气采用散剂、酒剂调服，如

“内补石斛秦艽散”等。风毒脚气

一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的下肢湿疹、

丹毒、类丹毒、静脉炎、丝虫病、

心功能不全、肝硬化腹水和肾病综

合症等。临床上若能结合孙师的辨

证用药方法，疗效甚捷。2001年

曾治疗一张姓患者，左下肢高度肿

胀疼痛，行走困难，经省级医院检

查诊断为“左股部血栓性深静脉

炎”，西药疗效不佳，遂选用“风

毒脚气”篇的“风引汤”加减，

药用麻黄10克、桂枝10克、石膏

50克、独活10克、茯苓15克、

吴茱萸6克、秦艽lO克、细辛6

克、红参10克、防风lO克、川芎

10克、防己12克、甘草10克、

白术10克、杏仁10克、附片(先

煎)6克、川牛膝30克、丹参30

克。水煎服，日1剂，治疗1周而

愈。

3 温通血脉

麻黄桂枝合用，辛散寒湿，更

有鼓舞阳气、温运气血、通络止痛

之功。如“治吐血胸中塞痛方”，

用麻黄桂枝伍干姜、水蛭、虻虫温

通胸阳，破血通络止痛。“治伤寒

六七日，其人大下后脉沉迟，手足

厥逆，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

止，为难治，麻黄升麻汤方”。此

为《伤寒论》中的“少阴证”兼

上焦热毒，孙师用麻黄、桂枝、干

姜温阳通脉，黄芩、石膏、麦冬、

知母、升麻清热利咽祛脓血。这种

治法非具有高深的理论及丰富的临

床经验的名师大家不敢冒然使用。

此外，久风虚冷，心气不足，或时

惊怖的“紫石酒方”，用麻黄、桂

枝、紫石英、茯苓、远志温通心

脉，镇惊安神；“荆沥汤”治阴风

伤寒损心，惊掣悸语，用麻黄桂枝

伍荆沥、羌活、防风、人参等，意

在温散心脉之阴风，使气血畅行，

诸症自失。治筋实极，两脚下满，

满而疼不得远行，脚心如割的

“丹参煮散方”；治偏风，积年不

瘥，手足枯细，精神不定的“甘

草汤”等，都用了麻黄桂枝，这

说明其温通血脉确有显效。

4 透散内热

孙师治“内热”，不管是否有

表证，均用麻黄桂枝，突破《伤

寒杂病论》的“有表证”范畴，如

著名的“葛根龙胆汤”治“伤寒

三、四日不瘥，身体烦毒而热”，

药用麻黄、桂枝、葛根、龙胆草、

大青叶、石膏、黄芩、甘草、芍

药、玉竹、生姜。此方我用了近二

十年，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及不明原

因高热病人100多例，不管是否兼

表证，均可应用，每获奇效，一般

1～3剂即可退热，且无回升之虞。

临床根据热势高低、年龄大小、体

质强弱决定石膏及其它药物的用

量，麻黄桂枝开启腠理，疏达皮

毛，宣泄内热。又如“治心热满、

烦闷惊恐，安心煮散方”，此乃邪

热入内扰心，用麻黄、桂枝、石

膏、麦冬、玉竹、黄芩、知母、远

志、茯苓清热养心安神透热。再如

“治肉热极，肌痹淫淫，如鼠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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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津液脱，腠理开，汗大泄，为

脾风，麻黄止汗通肉解风痹汤”，

药用麻黄、枳实、细辛、白术、防

已、防风各三两，生姜、附子各四

两，甘草、桂枝各二两，石膏八

两。可见麻黄桂枝只要配伍运用得

当，尚有去热止汗作用。孙师不仅

实热用麻黄桂枝，虚热也用。如

“治肉极虚热，肌痹淫淫如鼠走身

上，津液开泄，或痹不仁，四肢急

痛西州续命汤方”。用麻黄、桂枝

伍石膏、当归、白芍、黄芩、防风

等滋阴养血清热，疏风通络止疼。

此即“阴虚则从阳引阴”，“善治

精者，先治肌肤筋脉”的具体运

用。总之，孙师用麻黄桂枝治内热

是随证变通，灵活掌握，巧妙配

伍，不胶柱鼓瑟，其超人的胆识和

独特的经验可见一斑。

5 宣通肺道

风寒痰浊闭阻气道，或风寒外

束，肺之宣降失常，而咳嗽频作，

或喉中痰鸣，喘息有声，短气不得

(上接第18页)

中所日：“心在窍为舌，肾在窍

为耳，可见舌本属心，耳则兼乎心

。肾也”。《证治准绳·耳》亦有日：

“耳者，肾之窍，足少阴经之所

主，然心亦寄窍于耳。⋯⋯因此，

耳属二脏之窍也，是诸经禀其阴

阳、五行、精明者，皆上入之，所

以，宫、商、角、徵、羽之五音，

从斯辨矣”。而心肾和耳窍之问的

关系，本人认为以“肾主耳，心

开窍于耳”的方式加以表达较为

卧，麻黄桂枝宣通肺气，疏散皮

毛，临床十分常用。如“治肺气

不足，咳喘上气，牵绳而坐”的

“补肺汤”，药用麻黄、桂枝、细

辛、干姜、人参、射干、苏子、桑

白皮、半夏等。“治上气咽喉窒

塞，短气不得卧⋯⋯”的“贝母

汤”，用麻黄、桂枝、贝母、石

膏、半夏、生姜、甘草，此乃寒温

并用之法，治临床无明显寒热表现

的哮喘证，取其去性存用之意。

“治肺与大肠具实，令人气凭满煮

散方”，药用：茯苓、麻黄、黄

芪、桂枝、大青叶、细辛、杏仁、

石膏、丹参、五味子、甘草、贝

母、桔皮、川芎、枳实，此方气血

兼顾，寒温并进，升降结合，收散

相济，实为不可多得的妙方，比

《伤寒论》的“大、小青龙汤”更

灵活多变和实用。

6 可治癫狂

孙师根据《内经》“正邪从外

适当。即将心肾与五官九窍的关系

表述为“心主舌，开窍于耳；肾

主耳，开窍于二阴”。这种表述既

符合五脏配九窍的关系，又符合

耳病的临床用药规律，如补耳聪

耳药多为人肾经之品，耳聋耳鸣

虚证多用补肾之药补之；开窍聪

耳药多为人心经之药，耳聋多用

芳香开窍之品开之，耳鸣多用安

神之药安之等等。

袭内，而未有定舍，及淫于脏，不

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

扬，使人不得安卧⋯⋯”的经旨，

善用麻黄、桂枝治疗“癫狂，不

知人，狂言，舌肿出”。方用麻

黄、桂枝、人参、防风、附子、石

膏等，益气通络，清热开窍安神。

“治百二十种风癫痫惊狂，及发即

吐沫不识人者，四月五月宜服煮散

方。”用麻黄、桂枝亦不外乎通脑

窍，醒神明。此外，“治男子妇人

风虚湿冷，邪气人脏，狂言妄语，

精神错乱⋯⋯的“排风汤”；“治五

脏六腑血气少，亡魂失魄，五脏觉

不安，忽忽喜悲，心中善恐怖，如

有鬼物⋯⋯”的“十黄散”，均用

麻黄桂枝。以后的医书几无此用

法，近代亦未见有类似的报道，值

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

大师运用麻黄桂枝这一对药，

可谓独具匠心，惟妙睢肖，深识其

真谛，限于陋识，难以尽疏，疵谬

之处，敬请斧正。

7 结 语

心与耳窍无论在生理病理、临

床发病等方面均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通过文献复习，结合心与耳之

问的生理病理联系、临床用药规律

与实践，就心与耳窍的关系做了深

入的剖析，并提出了“心主舌，

开窍于耳；肾主耳，开窍于二阴”

的心肾与五官九窍的主、开窍的观

点，是否恰当，祈望同仁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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