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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组方原则 辨证扶正祛邪 定性定位方证对应

作为治疗疾病的工具之一，方

剂是在各项辨证诊断治疗原则指导

下由药物组合而成的。换言之，它

是“辨证论治”、“扶正祛邪”诸

理论和原则的药物体现方式。下面

我们就依据这些基本理论和原则，

探讨一下方剂的通用结构组成。

外邪侵袭是导致疾病发生的主

要原因之一，因此，“祛邪药”就

构成了方剂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

分，它针对的是机体“外来”致

病因素。而人体机能状态的异常包

括两类病理状态：一是脏腑气血功

能的紊乱、失衡，二是脏腑气血的

绝对虚损。治疗上亦当选择两类相

应药物：一是调整脏腑经络气机以

及全身气血功能，纠正其紊乱、失

衡状态的药物——我们简称之为

“调脏药”，二是补益脏腑气血绝

对虚损的药物，即“补虚药”。二

者都是针对机体“自身”病变因

素的。

“人之为病，病在阴阳偏胜

耳，欲救其偏，则为气味之偏者能

之。”(《景岳全书-类经》)中药

治病的原理即在于此。但由于客观

上存在“气味过偏”的情况，因

此在组方配伍中，就需要选用一些

“针对药物的药物”；或拮抗某些

药物的毒副作用，或调剂方中诸药

的性味以使各药物问相互作用更为

协调平衡，或专门利用一些药物的

特殊偏性以引导诸药直达病所——

我们统称之为“调药药”。这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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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方剂中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

从通用角度探讨方剂结构组成

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探讨组方原则

的过程。依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

确立～个新的组方原则，即“祛

邪、调脏、补虚、调药”。其中

“祛邪”是针对广义的邪，包括外

感六淫之邪以及内生之邪如痰饮、

水湿、瘀血、结石等；“调脏”是

“调理各脏腑经络气机”以及“调

理全身气血阴阳”两方面功能的

简称，是针对各脏腑及全身气血功

能紊乱和失衡状态的；“补虚”是

针对脏腑气血的绝对虚损；而当虚

证伴有脱证时，收敛固脱就是一个

必要的辅助措施，因此“补虚”

也包括两个方面，即补益和固脱。

“调脏、补虚”都是“扶正”的体

现，“调药”则是针对药物问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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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

但这个组方原则只是指示了组

方选药的宏观方向，在具体应用

中，还须按照辨证诊断的具体定

性、定位结果，即“何邪致病?

邪犯何位?何脏何腑、何种紊乱?

何种虚损”等情况，并须按照药

物学知识理论，去选择相应的药物

定性、定位治疗。归纳起来就形成

了组方原则的附则——“定性、

定位”原则。二者相合，就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组方原则体系。

从本质而言，组方原则是从方

剂构成角度对中医学辨证诊断治疗

理论和原则的概括和总结，它对上

体现中医理法原则，对下指导组方

选药，是一个联接辨证与施治、将

“理法”与“方药”贯穿成为一个

整体的东西；而从临床角度而言，

它又是一个保证方剂与证候问正确

对应的工具。综观这个组方原则，

它充分满足了理论和临床两方面对

组方原则的要求，依据辨证治疗理

论和原则形成的组方原则规范了方

剂的基本功能结构，指明了方剂的

治疗方向和药物选择方向，保证了

方剂组成与辨证和治则之间的宏观

相符，而附则又规范了药物选择的

依据和方法，保证了药物的选择与

辨证诊断的微观一致，最终使得组

方选药的每一步都与“辨证论治”

原则相契合。较之“君臣佐使”，

它对于临床组方遣药的指导更为准

确具体，也更具有前瞻性，因此也

具有更大的应用价值。

而从通用的角度来看这个组方

原则的话，尽管并不是每一个方剂

都具有上述四个元素，但任何一个

方剂中任何一种药物的作用都可以

用“祛邪、调脏、补虚、调药”

这四种性质界定。另一方面，尽管

有些方剂中的某些药物，其功用是

多方面的，常常身兼数职，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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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药物其作用性质是超出这

四种之外的，这也说明了这个组方

原则具有广义的通用性，适用于所

有的方剂。

“方剂与证候的关系是中医f临

床及基础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

⋯⋯临床疗效取决于方证对应程

度，⋯⋯病症结合，方证对应，理

法方药一致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

关键。”⋯因此，确立一个科学准

确、简洁实用的组方原则，不论是

在理论学习和研究方面，还是在临

床实践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故不揣冒昧，将自己的理论学

习和临床工作体会加以总结，与同

道商榷、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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