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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又称国老，味甘性平，《本草纲目》云：“甘草外赤中

黄，色兼坤离，味浓气薄，资全土德，协和诸药，善治百邪，有元

老之功，可谓药中之良相也。 ”《神农本草经》将甘草列为上品，

叙甘草：“味甘平，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

力，金疮肿，解毒。久服轻身延年。”

[1]

陶弘景曰：“甘草为众药之

主，经方少不用者。 ”的确，甘草于《伤寒论》中运用极多，

114

方（含一方失佚）共有

70

方含有甘草。 《伤寒论》六经病篇，以

表证、虚证、寒证、虚实夹杂者中多有用到甘草。细观之，《伤寒

论》中所用甘草有生品、炙品的不同，剂量的差异，配伍的规律

以及不用甘草的情况，现笔者就这些方面试做剖析。

1

生、炙甘草的走行方向

1.1

生甘草向下走行 生甘草于 《伤寒论》 中仅有

2

方，见

311

条：“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与桔梗

汤。 ”此二方生用甘草治疗少阴咽痛证，取其味甘性凉，具有

清热解毒之功效。 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明确记载：“甘草生

用清火，炙用补中。 ”

[2]

《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二卷甘草，引寇宗

奭言：“生则微凉，味不佳；炙则温”，并认为生用泻火热，去咽

痛，除邪热，引正气，养阴血，补脾胃，润肺。 尤怡：“甘草汤，甘

以缓急，寒以除热。 ”清·邹澍《本经疏证》曰：“甘草之用生、用

炙确有不同，大率除邪气，治金疮皆宜生用。 ”

[3]

《药品化义》

曰：“甘草，生用凉而泻火，主散表邪，消痈肿，利咽喉，解百药

毒，除胃炽热，去尿管痛，此甘凉除热之功也。 ”

[4]

综上各家所

言，笔者认为生甘草直达咽喉后，以甘凉之性，行清热解毒引

火下行之功，故运用走行方向概念辨别生甘草，应为由上焦

往下焦走行，将上焦热毒之火向下焦导引泻之。

1.2

炙甘草向中心聚集 炙甘草有益气补中之功，《伤寒论》

中使用炙甘草的共计

68

方，例如理中汤、茯苓四逆汤、泻心

汤系列、旋覆代赭汤、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等方，通常也都

与人参、红枣配伍同用。 除了补益心气之功外，炙甘草可将药

力直达中焦的病位，助中焦鼓邪外出。 正如《本草疏证》：“缓

中补虚、止渴，宜炙用。 ”《药品化义》曰：“炙用温而补中，主脾

虚滑泻 ，寒热咳嗽 ，气短困倦 ，劳役虚损 ，此甘温助脾之功

也。 ”代表方如小建中汤、桂枝汤、泻心汤系列皆可说保卫中

焦；柯韵伯认为，虽白虎汤中石膏之甘寒沉降之性，但可借炙

甘草行舟楫上升之力， 将石膏的沉降定位于中土； 邹澍谓：

“甘草居中安土”。 故运用走行方向判断炙甘草，应为向中焦

走行，助脾胃一臂之力抵御外邪。

2

甘草之剂量

张仲景十分重视药物的剂量，尤其对甘草使用也有一定

的规律。 《伤寒论》中甘草用量最大者

4

两，以炙甘草汤、甘草

泻心汤为代表；

3

两代表方———小柴胡汤、小青龙汤；甘草用

2

两者为最多，以桂枝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为代表；

1

两

2

铢代表方———桂枝二麻黄一汤；

1

两代表方———麻黄汤、柴胡

桂枝汤；汤剂用量最小为

6

铢，代表方为麻黄升麻汤；用作散

剂时甘草仅用方寸匕，如四逆散、半夏散。

《伤寒论》中甘草的剂量，通过粗略统计研究有一定的规

则性。 用于补益中焦、缓急止痛、调和诸药者用炙甘草，且用量

偏重，多在

3～4

两，一剂就合

15～20g

，代表条文：“伤寒脉结代，

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 ”炙甘草汤，方中有桂枝、甘草、生姜、

大枣，故知以桂枝汤为基底，但除去芍药加人参，治疗汗后营

伤所用者有“桂枝去芍药加人参生姜汤”之义。 本方主要治疗

脉结、促，心动悸，故知所补益之血主要汇聚于心，此处之炙甘

草乃依《内经》“中焦取汁，入心化赤”的原则而设计，用量为原

来桂枝汤中的二两加倍为四两，是全篇甘草用量最大的方剂。

清热解毒者甘草皆生用，为中等剂量，一般为

2

两，一剂

就合

10.5g

左右，代表条文：“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

草汤，不差，与桔梗汤。 ”咽是少阴肾经出入人体内脏之孔道，

少阴病二三日，已经无脉微细等阴阳决离之险，此时只有少

阴外邪之热聚之于外窍咽喉处，初次单用生甘草将邪热引经

下行随二便而去，若不瘥，则加桔梗载药上行将生甘草定位

于咽喉，引热邪下行，行清热解毒之功。

用于增强发汗解表剂时，多用一两或一两以下，一剂合

5.2g

摘 要 甘草具有益气通阳、清热解毒、补中益气、调和诸药之功，于《伤寒论》中使用高达

70

次。 生、炙甘草于体内

的走行方向不同，生甘草偏于向下，炙甘草则向中心聚集。于剂量之中也有巧妙的运用，汤剂最大量用至

4

两，小至

6

铢，

散剂仅为方寸匕，以补益通阳、缓急止痛为君药用量最重，发汗为佐使者则剂量最小。 在配伍上，仲景以辛温发散药与甘

草配伍辛甘化阳，以芍药与甘草配伍酸甘化阴、缓急止痛。急症、脏腑实证、痰热湿热互结者皆不用甘草，但病位于中焦或

虚实夹杂证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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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以发汗方桂枝汤、麻黄汤、小柴胡汤为代表，皆用炙甘草。

能发汗之麻黄、桂枝、柴胡等药味，欲由体内运行至体表，须假中

焦脾胃之助滋生津液作为支持发汗后伤津耗液的唯一后盾，并

且甘缓之性，敛其辛散之太过，再从内往外引邪达外汗出而解。

由此可知，仲景于《伤寒论》使用甘草，生、炙有别，用量

迥异， 显然其中差异全凭体质以及感受何种外邪适而择用

之，取甘草之功能性不同而用。

3

甘草性味配伍

3.1

辛甘化阳 《伤寒论》中之解表方，必以辛温发散药与甘

草配伍。如麻黄汤，辛温散寒解表。麻黄辛、苦、温、无毒，助体内

之阳发越，开泄腠理，发汗力峻而猛，但麻黄一味后世医家在临

床上较不喜用，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对麻黄与何药配伍没有深入

了解，要不就是受到后世方书影响———在历代本草中大都有麻

黄不可多服，令人虚的记载。然仲景于辛温发汗剂中，都采用麻

黄或桂枝与甘草相配伍，诚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味辛甘

发散为阳”，借辛散阳药发表祛除寒邪。 甘药以入脾，《素问·太

阴阳明论》指出：“脾者土也，治中央”，甘草能温补脾阳，脾为胃

行其津液，行气于三阴三阳，脾化精微而输精于皮毛，故甘味能

补，滋五脏。而张介宾所著《类经》曰：“此言正味之阴阳也。辛散

甘缓，故发肌表。 ”以甘草配伍麻黄，取甘草之甘味缓麻黄辛散

之速，甘草助脾滋生津液，以防汗法过后伤津耗液匮乏。没有适

量的甘草，麻黄多服必令人虚。 辛、甘味的属性划分皆为阳，但

阳中还可分阴阳，辛主散而甘主缓，辛主走而甘主守，辛主动而

甘主静，辛甘配伍用来发散解表、温阳散寒或回阳救逆，以体现

其性属阳的作用，故“辛甘化阳”。 《伤寒论》体现“辛甘化阳”之

思想实则甚多从六经之表再到里，例：温复中阳之苓桂术甘汤，

方中桂枝、甘草相伍，辛甘化阳，振奋阳气，温化水饮；温肾阳之

四逆汤方中附子辛热，配甘草辛甘化阳以回阳救逆。纵观《伤寒

论》全篇，从外感寒邪，至中阳不足水饮内停，下至肾阳不足寒

饮内停皆有辛甘化阳的体现。

3.2

缓急止痛 张仲景《伤寒论》继承并且发扬了《内经》“急

者缓之”这一思路，取炙甘草缓急止痛之功效，并用芍药甘草

汤、小建中汤方为代表方剂。 芍药甘草汤主要是治疗太阳表

虚证误用下法，损伤营阴，脉道失濡养，引起烦躁、手足拘挛

疼痛之象。 方中只有白芍与甘草相配滋补阴血，一酸一甘合

化营阴。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道：“酸以收之，甘以缓之，故酸

甘相合，用补阴血。 ”说明了部分酸味药和一些甘味药相配伍

会产生养阴生血的作用。 如小建中汤方证因中焦虚寒，肝脾

失和，化源不足所致。 中焦虚寒，肝木乘土，故腹中拘急疼痛、

喜温喜按；然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中焦虚寒，化源匮乏，气

血俱虚，故见心悸、面色无华、发热、口燥咽干等。 症虽不同，

病本则相一，总由中焦虚寒所致。 治当温中补虚而兼养阴，和

里缓急方能止痛。 方中饴糖配桂枝、生姜有辛甘化阳之意，温

中焦而补脾阳不足之虚损；大量甘缓的饴糖与大枣、甘草配

上酸寒的白芍酸甘化阴，达到濡养经脉，缓解拘挛抽筋之类

的疼痛，实则由芍药甘草汤衍生。 总之，张仲景将芍药和甘草

配伍或是其他酸甘合化配伍用于治疗由于气血虚损、阴阳失

调、营卫不和导致的拘挛疼痛，后世医家仿效并予以发挥。

4

舍弃使用甘草的情况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遇到腑实证、脏热证、亡阳、阴脱急

危重症则舍弃使用甘草，如大承气汤、白通汤、白通汤加猪胆汁

汤、干姜附子汤、附子汤、大柴胡汤等。 其原因应为：黄连与栀子

为清脏之热药若与甘草相伍必定会造成余热未清；证型兼夹气

滞、痰热阻滞如栀子豉汤、小陷胸汤、大黄黄连泻心汤等，多不

与甘草配伍。 除非病位于中焦，虚实夹杂证者。 大黄、厚朴、枳

实、芒硝，为大承气汤，此四味药因病势的急骤需要直接通腑泻

下，临床用于气滞、食滞于腑的痛闭或需因势利导泻浊者，禁用

甘草； 与大承气汤相仿的是治疗阳明腑实兼少阳证的大柴胡

汤，也是由于甘草之性质甘缓、壅滞，容易恋邪，其组方目的就

是泻下通腑和解少阳，快速起药效，故同样忌用甘草。

5

结语

张仲景在《伤寒论》的诸多方剂中广泛使用甘草，为君臣

或佐使，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合理使用甘草的生品、炙

品，选择合适的剂量以取得不同的疗效，可谓严谨缜密。 但当

前医者在对甘草的广泛使用中并没有真正体悟到医圣张仲

景使用甘草的规律，随意添加仅作为调和诸药，一般就以

3～

6g

草草了事，抑或添加之使得处方看似完善，殊不知已完全

忽略甘草的功用及其配伍规律，更有些方剂配伍中根本无需

甘草。 如此甚为遗憾，故笔者予以总结，希望诸位同道认真研

习经典，发挥国老的最大效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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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健康教育中医药基本内容》发布

6

月

5

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和

《健康教育中医药基本内容》。

《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紧扣中医药特色，围绕情志、起居、饮食、运动中医养生四大基石，分为基本理念和知识、健

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常用养生保健内容、常用养生保健简易方法

4

个部分，共

42

条，内容既包括中医药理论，也有具体中医养

生保健知识。《健康教育中医药基本内容》主要分成中医药基本知识、中医养生保健的理念和方法、常见疾病的中医药预防和保

健、重点人群的中医药养生保健、中医药常识、附篇

6

个部分。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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