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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在“读经典，用经方”上，中医对经方的用法有不
少讨论，有方证对应，药量尊经不变者，有随病机方证，

化裁而用方者等，法门流派多，争议亦大。总在因人、

因时、因地而论，法本无高下，全在用方者圆通。经方

的临床疗效，千古验证，为历代医家所赞誉。临床医生

只要辨证得当，收效往往立竿见影，故为临床所推崇。

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方的临床运用亦发生了不少变化，

今举隅浅议如下，供同道思索。

员摇 方证对应，随证治之
《伤寒论》中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正如经方家黄煌指出：

“经方治病的基本原则是方证相应”，也就是说，应用

经方治病，必须严格遵循其适应症状，这些适应证，比

较客观具体，可以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段来确定。方

证就是经方的适应证或主治，是指示医生应用经方的

目标。目标不明确，方药再好，也不易取效。所以中医

非常强调对症下药。黄煌认为，“方证”就是用方的指

征与证据。这个证，是以人的外在表现为依据的。古

代的方证属于用望闻问切采集到的患者的外在表现。

《伤寒论》《金匮要略》中“酒客”“湿家”“失精家”“尊

荣人”等提法，就是古方证重视“人”的反映。在这些

方证基础上研究其病理实质，寻找方证定性定量的客

观指标，将大大提高中医用药的准确率。经方家胡希

恕亦指出：“辨方证是辨证论治的尖端。”中医治病有

无疗效，关键就在于方证是否对应。“方证对应”是历

代医家创立的经验传承体系。

所以，在临床诊病处方用药上，如果辨证完全符合

某一经方的适应证，就大胆地使用经方原方，勿需加

减，当然前提是认证准确。余国俊临症治愈过不少顽

固性头痛。只要头痛伴恶心或呕吐涎沫及清水者，均

投以吴茱萸汤原方，而能迅速止痛止呕，且较长时间不

再复发；即使偶尔复发，病情亦较轻，投以原方，仍收捷

效。投方依据见于《伤寒论》厥阴病篇“干呕，吐涎沫，

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值得玩味的是，不少患者并

不具备肝胃寒凝、浊阴上逆的全身症状及舌脉，有的还

伴见一些热象。若不走方证对应这一条捷径，断难毅

然使用吴茱萸汤原方。笔者临床上用桂枝汤治营卫失

和的虚人自汗，恶风，乍热，肩痛、感冒等多获佳效。又

如用肾著汤治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腰

以下冷痛，腰重如带五千钱等的寒温腰痛一剂病轻，三

剂而愈。诸多验案，不甚全举。方证对应的意义可以

实现中医规范，提高临床疗效，深化辨证论治思维模

式，将对实现中医学的传承创新产生重大影响。

圆摇 精究病机，活用经方
《伤寒论》以六经辨证为纲，以八纲辨证为目，辨

证关键是分析病机。病机决定治法，方随法转，法随证

立。所以，精究病机就能灵活运用经方，就能活用经

方。陈瑞春在运用经方的临床经验体会中说“比如桂

枝汤之有汗能收，无汗能发，缘其病机都是营卫不

和”，临床上主症自汗或无汗，其病机是营卫不和者，

均可以用桂枝汤治疗，这就是病机与证候的统一性。

临床实践证明，精当的辨析病机，是拓宽经方运用的关

键。笔者喜欢用小柴胡汤，可以说每日临证必用。在

《伤寒论》的条文中，诸如往来寒热、胸胁苦满、不欲饮

食、心烦喜呕以及口苦咽干目眩者，主以小柴胡汤。学

者只是从“但见一症”之训，谓只要有上述一症，则予

小柴胡汤。如果仅是但见一症，即用小柴胡汤，那只是

对症发药，对号入坐，不能更深层次地品味仲景制方用

药的真谛。所以，要真正拓宽经方运用的思路，做到以

一方统百病，至关重要的是洞悉病机，在病机二字上深

入细致地辨析，才是灵活运用经方的绝招。从临床情

况来看，小柴胡汤的应用范围广，不仅外感可用，内科

杂病亦可用，用之恰当，效果确切，用好经方小柴胡汤

思路，首要明理，抓住邪犯少阳的因，少阳枢机不利的

病机和用方指征，就会契入经方，融会贯通。

火神派倡扶阳理法，用方亦推崇仲景，主旨以阴阳

总统伤寒六经，着眼于阴阳气化。火神派郑钦安认为：

“气化二字乃伤寒书一部的真机。”识病证特别强调坎

中一点真阳的作用，认为“四逆汤能扶先天真阳”，并

非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具备。如在

《医法圆通》提到“仲景立四逆，究竟是专为救这点元

气说话”。火神派实践者范中林先生潜心仲景经方，

临床推崇六经铃百病，擅用经方，用药精准，法要严明，

从他 远怨 个医案中，使用的 缘园 余个经方，已包括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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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员猿 方中的主要方剂，取效显著，全在识得病机。于对
火神派用大方重剂量，只要是在中医辨证论治原则指

导下遵循复方配伍的规律，就不应该一味地否定和排

斥，只有在经方与大方的共同发展中，才能推动中医临

床乃至整个中医药事业的不断提高。

猿摇 化裁经方，辨病论治
对经方能否化裁加减，历来都有争议。临床有恪

守经方的药与量者，但在事实上，多数医家根据病证认

为经方应当因病因人而异，延伸经方的运用，辨病证用

药，是活用经方的典范。中医临床名家刘绍武传授的

“伤寒临床”之精义提出“三部辨部位，六病定病性”，

他的传承，根据张仲景《伤寒论》的学术思想，结合六

十余年学习《伤寒论》和从事医学实践而总结出来的

体会，包括整体、三部单证、合病、并病、兼病、兼证、合

证、局部病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结合临床实践，对经方

的组合进行大胆的调整。

刘氏疗疾，常曰须“稳、准、狠”。用量大大超过了

经方原量，如治肩凝痹痛，葛根常用至 员圆园早 方能速效；
治外或需表里双解时，柴胡量时有达 远园早 者。尝谓治
急性病须胆识兼备，无识则认证不确，无胆则药难胜

病。治慢性病又须有方有识，即“定证、定方、定疗

程”，还有“协调整体，突出局部”之谓，称为“协调疗

法”。如治表部阳证太阳病，治则以汗法，主药以葛

根、麻黄，主方以葛根麻黄汤，其方以葛根 远园早、麻黄
员园早、石膏 猿园早、杏仁 员园早、甘草 员园早 就是在实践中逐步
确定的。对表面局部病，专方治专病，如调神汤就是小

柴胡汤的变方，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化裁而来，以苏子

易半夏，用川椒易生姜，以石膏易龙骨，以车前子易茯

苓，从而达其寒热并用，补泻兼施，开降内含，收散相济

的功效。刘氏三部六病理、法、方、药在临床运用上很

有效验。

源摇 经时合方，寒温求统
随着时代的变迁，病种的变异，经方的运用受到局

限，后世所制的时方，亦有其独到之处。将经方与时方

即非经方合用，特别是伤寒方与温病方的合用、作用相

互加强，对很多疾病有很好的疗效。临床上有倡导寒

温统一的医家，主张临床应知学仲景书，必须通于其

变，才能得尽所其用。《临证指南》序中有：“伤寒及杂

病治疗，法云备矣。世咸宗之。但仲景书，辞义古奥，

虽经各家之注疏，亦未能尽晰其理……夫医者意也，方

者法也。神明其意于法之中，则存乎其人也。父子不

相授，师弟不能使巧也。”可见读仲景书，须神明其意，

用其方，而贵在通变。

中医临床家龚去非先生，行医七十余载，善用仲景

经方，又变用经方治疗疑难杂病，常云“应用经方，贵

在变通，通其理，变其法，活其用，审其脉症，随症加

减”。如麻杏石甘汤是一首治疗肺热咳喘的著名经

方，但是单用此方治疗肺热咳喘，似嫌力薄效弱，加入

金银花、连翘或黄芩、黄连分别组成银翘麻杏甘石汤，

芩连麻杏甘石汤，既能提高疗效，还可缩短病程。因为

金银花、连翘、黄芩、黄连是强有力的清热解毒燥湿药，

与麻杏甘石汤相互为用，更能切中肺热咳喘证的病因

病机。寒温合用法在外感热病中的运用较为广泛，尤

多用于病在卫表，或半表半里，或寒热夹杂，或风温郁

热，温遏热伏等证。究其理为疾病无绝对表里寒热虚

实之分，主张以寒温并用，阴阳相济，所以常以经方与

时方合用，以提高疗法。

缘摇 经西汇通，中西融合
西学东进，百余年来，有不少学者主张中西汇通，

融进现代科学知识，事实上现在的中西结合学科已遍

地开花。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用桂枝汤合

阿斯匹林治感冒，后世用经方和西药合用治疗的例子

比比皆是。主张中西汇通者认为，中医的实践与现代

科学技术结合是中医发展的必要。

《中西医融合观》的作者在“中西医融合哲学观”

提出，意义在于“主要解决不可通约性与可融合性统

一论的问题”。同时指出：“症状与体征是中、西医具

有的共同参考系。在临床上一组相对固定的症状与体

征的组合中医称为证，西医称为病理状态，西医感染病

中的所有病理状态在中医外感热病中都能找到相应的

证，反之亦然。证与病理状态的融合称为‘证态’。证

态成为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中介概念体系，通过这

个中介、中医的概念可以在对方的理论构架内等价自

由流易，从而实现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事

实上现在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和实践中不少人都在

应用这一规律指导自己运用经方治疗疾病。

医学的目的和意义是治疗疾病和维护健康，中医

学如果不能达到这两个目的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

要。经方走到今天，仍然有极强生命力，与医家的临床

实践是分不开的。经方运用中变化是历史发展的需

要，我们探索她正是充分认识经方的意义，熟练掌握经

方的精髓，无疑会对我们提高临床疗效，实现中医学的

传承创新产生重大影响。以方证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积

累和深厚理论基础、有希望在新的条件下取得突破性

进展的中医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将会加速中医

药的发展和创新，为中医药现代化打开一个崭新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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