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医 2016 年 11 月第 48 卷第 11 期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November 2016 Vol.48 No.11

［收稿日期］ 2016-05-03
［作者简介］ 裘黎明 （1965-），男，主任中医师，主要从事经方治疗内科杂病诊治工作，尤其擅长对脾胃病的诊治。

小柴胡汤是张仲景《伤寒论》中使用频率高、运用范围广

的一首常用方，由柴胡、黄芩、人参、半夏、甘草、生姜、大

枣七味药组成。历代医家多把小柴胡汤当作和解剂之祖方，治

疗少阳经腑病证，无可非议，但未能全面反映小柴胡汤在《伤

寒论》 [1]中治疗太阳病、阳明病、厥阴病及外感病、内伤杂病

等方面的功用。
王琦教授曾在《临床医学丛书》中指出：“《伤寒论》是

‘因证立方’，而非‘因经设方’。有人不明此点，一讲麻黄汤、
桂枝汤就是治太阳病，承气、白虎汤就治阳明病，小柴胡汤就

治少阳病，把活方固死，使临床应用受到很大限制”[2]。为了

正确掌握小柴胡汤在临床上灵活运用的要旨，今以张仲景原文

为依据，结合自己的临证实际，深究总结小柴胡汤的主要功

用，有利灵活运用于临床。
1 和解少阳，透邪外达

适用于邪入少阳经腑、枢机不利之少阳病证，此功用见于

《伤寒论》第 96、97 二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

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小柴胡汤主之”，
“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

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嘿嘿不欲饮食。……小柴胡汤

主之”。
多因伤寒或中风未愈，正气亏虚，不能驱邪外出，病邪传

入少阳经腑，内陷半表半里，枢机不利，正邪交争，互有进退

所致，属小柴胡汤主证。临诊时只要出现邪入少阳、经腑受

病、枢机不利之少阳病主证，均可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调畅

枢机，透邪外达。

2 疏肝利胆，调和脾胃

适用于肝胆气郁、脾胃不和之肝胆脾胃诸病，此功用见于

《伤寒论》第 96 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

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

腹中痛，或胁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

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小柴胡汤病机为少阳经腑受邪，

枢机不利，其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是少阳经脉病变，表现为邪

入少阳经脉，正邪分争，经气不利之征；二是肝胆脾胃脏腑病

变，为肝胆气郁，乘土犯胃，脾不运化，胃不受纳之征。
第 97 条：“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

也，小柴胡汤主之”，更进一步指出了肝胆脾胃脏腑之间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肝胆木邪多易犯中土脾胃，导致脾不健运，胃

失和降，因此腹痛、呕逆并非少阳主症，便成为少阳病证特征

之一。张仲景提出用小柴胡汤治疗，提示了小柴胡汤还有疏肝

利胆、调和脾胃之功。
3 调畅三焦，通达腠理

适用于三焦失畅、营卫失调所致自汗、盗汗、无汗诸证，

此功用见于《伤寒论》第 231、268 二条，“阳明中风，脉弦

浮大而短气，腹部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

汗……，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三

阳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张仲景此

处指出的不得汗、盗汗，并非阳虚、阴虚所致，是由少阳三

焦不畅，气机出入不调，表里失和，营卫不和，开阖失司所

致，治疗均可用小柴胡汤为主以调畅三焦，通调腠理，开郁

达表，调和营卫，使汗出者营卫调和而自止，无汗者腠理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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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而自畅。
4 疏畅三焦，布津通便

适用于三焦失畅、水津不布之大便秘结等病证，此功用见

于《伤寒论》第 230 条和《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

2 条“阳明病，胁下鞕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

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
“产后郁冒，……大便坚，呕不能食者，小柴胡汤主之”。

张仲景常言：“不大便”“大便坚”等，均指大便秘结一

类病证，其发病机理多为燥热内结，腑气不通；或津液不足，

肠道失润；或阳虚寒凝，内积成实；或中气不足，传导无力所

致。张仲景认为，大便的不通与三焦气机升降失调息息相关，

三焦气机失畅，升降失常，水津不布，肠道失润也是形成便秘

的重要病机，因此，调畅三焦气机也是治疗大便的重要法则。
此处不大便、大便坚乃由于三焦失畅，水道不调，气化不利，

水津不布，肠道失润，传导失司所致，故治用小柴胡汤疏利三

焦，通调水道，布津通便。由于上焦为水之上源，三焦调畅，

则上焦气机得通，津液得以敷布下行，胃肠得以润泽调和，大

便自然可下。这就是小柴胡汤可以通大便的道理。正如王琦教

授遵仲景旨意，提出的“疏利三焦”法所治之便秘，证治于临

床，效若桴鼓[3]。
5 疏肝解郁，利胆退黄

适用于肝胆郁热、熏蒸内外之黄疸病，此功用见于《伤寒

论》 第 231 条和 《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 第 21 条，

“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部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

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目悉黄，小便难……，有

潮热，时时哕，与小柴胡汤”，“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

汤”。
仲景擅用小柴胡汤治疗黄疸病，多为邪犯肝胆，郁滞脾

胃，阻滞三焦气机，热不得外越，湿不得下泄，邪无出路，熏

蒸内外所致。上焦气机不畅，邪不外解，则无汗，中焦气机阻

滞，升降失司，故腹满而痛、呕吐，下焦气化失司，水饮内

停，则小便难。无汗、小便难则邪无出路，湿热内结，熏蒸内

外，脾色外露，胆热液泄发为黄疸。因此，临证时用小柴胡汤

为主治疗肝炎、胆道感染、肝胆结石等引起的黄疸，均可取

效。
6 疏通三焦，化气行水

适用于三焦不通，水饮内停之悸、喘、肿的水气病，此功

用见于《伤寒论》第 96 条“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咳”
二个或然症，多由少阳不和，三焦失畅，气化不利，水道不

调，水津不布，则见小便不利；水饮内停，水气凌心，则见心

下悸；水饮犯肺，失于宣降，肺气上逆，则见咳。因此，临诊

时凡碰到三焦不通，气机不调，气不布水，水饮内停，上犯心

肺所致心悸、咳喘、水肿等证，均可用小柴胡汤随症加减治

之，三焦畅通，机枢转运，气化如常，水道通畅，“鬼门”
开，“净腑”洁，水有出路，诸证自愈。

7 和解表里，补虚清热

适用于病后体虚、余邪未尽之发热性疾病，此功用见于

《伤寒论》 第 394 条，“伤寒差以后，更发热，小柴胡汤主

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张仲景认为，

伤寒差后更见发热，究其原因，多因大邪已去而余邪未尽，或

病后体虚，复感外邪，或病后体虚，余热不尽，其治当凭脉辨

证。若脉浮者，是表邪未尽，宜发汗解表；若脉沉实者，则里

有积滞未去，当泻下和里；若脉不浮不沉，无表里证，仅是病

后体虚，余热未尽，表里不和，治宜小柴胡汤疏利气机，和解

表里，扶其正气，祛其余邪。
8 和解少阳，开郁醒神

适用于少阳郁火、上扰心神之神志病证，此功用见于《伤

寒论》第 37 条和第 231 条二条，“太阳病，十日已去，脉浮

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阳

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部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

通，鼻干不得汗，嗜卧……外不解，与小柴胡汤”。张仲景认

为，情志不畅，气郁化火，少阳相火内郁，郁火循经上扰心

神，蒙蔽清窍导致嗜卧多眠，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开郁醒

神。因此，临诊时凡遇到少阳郁火上扰心神，或挟痰蒙蔽清窍

所致神志诸证，皆可用小柴胡汤为主治之，以和解少阳，开郁

醒神，化痰开窍。
9 和解血室，清热散结

适用于妇人中风、热结血室之妇女寒热如疟等杂病，此功

用见于 《伤寒论》 第 144 条，“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

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小柴胡汤

主之”。此处血室不能把它单纯看作是一个实质性器官，而应

该理解为营血、月经生理的机能活动，包括冲、任脉和肝脏。
因冲脉为诸经之血海，任脉主胞胎，为妇人生养之本；肝脏络

阴器，又为藏血之脏。仲景认为妇人外感风寒后，适逢经期，

气血亏虚，邪气乘虚入里化热，热入血室，血室内属于肝，与

血相结，肝脉不利，枢机不利，则使月经停止，并见寒热往来

如疟状，发作有时。治法当因势利导，张仲景治用小柴胡汤和

解血室、清热散结、扶正祛邪，邪去则寒热自止，血结则散。
临床多用于女性经期或产后，正气不足，邪气乘虚而入，邪热

结于血室导致月经停止、寒热往来如疟状、发作有时等症，均

可用小柴胡汤治之，以清肝胆之热、散血室之结。
综上所述，小柴胡汤在《伤寒论》中的功效独特，运用广

泛，既是古代的退热剂，又是经典的和解方。作为退热剂主要

用于治疗外感发热性疾病，具有寒热并用、解表和里、透邪外

达、通达腠理、调和营卫等功效，既可攻邪，又可扶正，祛其

寒热，调其偏胜，扶其不足。作为和解剂主要用于治疗少阳经

腑病证，具有和解少阳、和畅枢机、通达上下、宣通内外等作

用，为少阳病主治方；又可用于治疗各种内伤杂病，具有疏肝

解郁、利胆退黄、调畅肝脾、调和脾胃、疏利三焦、开郁通

便、清热散结等效用。故前人柯韵伯指出小柴胡汤“为少阳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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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言：“勤求古训，博采众

方，撰用《素问》 《九卷》 《八十一难》……”，提示《伤寒

杂病论》的成书与《内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张仲景开创了

中医辨证论治的先河，“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中的“逆”即为病机之意。而 《素问·至真要大论》 中“病

机十九条”综合了病位、病因、病性等基本要素，是中医审

机的精髓[1]，对指导临床辨证论治有重要意义。笔者将探讨

“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这一病机在《伤寒杂病论》中的应用。
1 “诸寒收引，皆属于肾”的内涵

《类经》注：“收，敛也。引，急也。肾属水，其化寒，

凡阳气不达则营卫凝聚，形体拘挛，皆收引之谓。”可见，所

谓“收引”属于病机，而不单纯指肢体经脉的拘挛。作者认

为，在症状方面，“收引”可指脉气不出、肢体震颤、筋脉拘

挛、关节屈伸不利等方面。本条指出寒皆属于肾，寒为冬季之

气，肾为冬季之脏，在配属上二者同气相求，正如 《黄帝内

经·五运行大论》中言：“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

肾，肾生骨髓，髓生肝。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

在气为坚，在藏为肾。”肾为先天元阳之本，寒为阴邪，损伤

阳气，较重较急，常出现寒邪直中少阴；肾阳虚衰，脏腑功能

低下，失于气化，可致阴寒或水邪内生，发为各种疾病。
2 该病机在《伤寒杂病论》中的应用

2.1 少阴病中脉象多为“沉，紧” 阳加于阴谓之脉，阴血

的充足和阳气的充沛可使脉道畅达。肾为元气之本，阳气之

根，肾之阳气不足则脉气鼓动无力，则在脉象上体现为收引不

张的状态，即为脉沉。如“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

者，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

四逆汤”，“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

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

机之剂，和解表里之总方”。小柴胡汤不仅是治疗外感疾病的

常用方，也是治疗内伤杂病的重要方，其功用众多，随证加减

变化无穷，所治病证十分广泛。临证时要依据张仲景“有柴胡

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的审证要旨和治病原则，既不

能拘泥于其原方，亦不能远离其宗旨，要“观其脉证，知犯何

逆，随证治之”，只要出现一二个柴胡证或其他或然证及兼证，

究其病机是少阳枢机不和、或少阳气机失调、或三焦气化不

利、或肝胆脾胃功能不调引起，则可判定为小柴胡汤的运用范

围，领悟其中之妙用并能灵活运用于临床，这充分体现了张仲

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中医辨证论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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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伤寒杂病论》中六经辨证无不透露着八纲辨证，笔者认为，其辨证论治的理论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宗于《素问·至真

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作者通过探讨病机十九条中“诸寒收引，皆属于肾”在《伤寒杂病论》中的应用，认为此病机在《伤寒

杂病论》中体现在肾阳虚衰，寒邪内侵，其脉沉微；少阴阳气不足，筋脉失养，发为拘急；肾阳不足，气化失司，水气盘踞，经

脉被扰，发为振颤；肾阳不足，寒湿内聚发为骨关节病等。
［关键词］ 《伤寒杂病论》；肾阳不足；诸寒收引，皆属于肾；病机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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