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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金丸出自元代著名医家朱丹溪著的 《丹溪

心法》，其云：“左金丸，治肝火。 一名回令丸。 黄连

六两，吴茱萸一两或半两。 上为末，水丸或蒸饼丸，

白汤下五十丸。 ”又云：“回令丸，泻肝火，行湿为之

反佐，开痞结，治肝邪，可助补脾药。 ”左金丸用药

简洁，仅由黄连和吴茱萸两味组成，然临床应用广

泛，疗效可靠。 一般认为，本方具有清泻肝火、降逆

止呕的功效，主治肝火犯胃证，症见胁肋疼痛、嘈

杂吞酸、呕吐口苦、舌红苔黄、脉弦而数等。 然有关

本方的配伍含义、组方比例等，仍存有不同看法。

今笔者结合文献记载和临证实践， 对左金丸的方

名意蕴、方义解析及用药配比等做了思考，略述体

会如次。

1

方名意蕴

本方为何命名为“左金”，朱丹溪未作说明。 清

代医家王子接在《古方选注》中谓：“经脉循行，左升

右降，药用苦辛，肃降行于升道，故曰左金。 吴茱萸

入肝散气，降下甚捷；川黄连苦燥胃中之湿寒，胜胃

中之热。 ”对左金丸的命名意蕴做了解释。 因中医藏

象理论认为，肝居于左，属升道；肺处于右，属降道。

如果说“左”指肝之升道，“金”指肃降的话，则“左

金”者，言本方的功效，即使得肝火平降。 朱丹溪又

言左金丸“一名回令丸”，这“回令”又是何意呢？ 笔

者遍找方书，未得要领。 还是结合本方的配伍意义，

从“金”字中寻找答案。 左金丸中，重用黄连为君，大

苦大寒，入心泻火，心为肝之子，心火清则火不克

金，金能制木，肝火自平，乃“实则泻其子”之法，故

为君药；吴茱萸辛热，能入厥阴肝经，行气解郁，又

能引热下行，故以为反佐。 一寒一热，故能相反相

成，且辛开苦降。 二药合用，共收清泻肝火、降逆止

呕之效。 如此说来，这里“金”是指肺。 中医五行理论

认为，木生火，心为肝之子。 通过黄连泻其心火，心

火清则火不克金，金（肺）能制木（肝）。 那么，“左金”

之意是否这样理解，“实则泻其子”，心火泄，火不克

金，金能制木，肝（左）火自平。 同样，按照五行生克

学说，经肝、心、肺的相互迂回作用，从金（右）之肃

降之令而行于木（左），起到平肝之效。 这或许也是

“回令”之意。 当然，仅从字面理解，“回令”乃古军交

战，得胜回营交令之谓，可比喻本方疗效之佳捷。 笔

者对本方命名意蕴的探寻，更倾向于“左金”指平降

肝火，“回令”喻取效之好。

2

方义解析

左金丸中的黄连和吴茱萸，二药之性，一温一

寒，完全相反，吴茱萸起反佐之用；一苦降一辛开，

共同疏理肝胃气机，降泄肝胃逆气，有相反相成之

妙。 左金丸中吴茱萸能散肝胃寒气，降肝胃逆气，

对这一认识较为一致。 而对黄连的清肝火之说，有

人认为是通过其清心火之力，经“实则泻其子”而

达清肝火之效。 如《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曰：

“左金丸独用黄连为君，从实则泻其子之法，以直

折其上炎之势。 ”因吴茱萸入肝经，性温反佐，与黄

连相配，引导其苦寒之性，清泄肝胆之火。 故《丹溪

心法》中又提到“有火盛者，当伐肝木，左金丸治肝

火”。 黄连合吴茱萸，果能清泄肝胆之火，实际上黄

连本身即有清肝火之功 ，不必绕道“泻心火”或与

吴茱萸组合。 《丹溪心法》有一方叫“抑青丸”，单取

摘 要 左金丸的“左金”之意，指该方有平肝降火的功效，又名“回令丸”，喻其方疗效之佳捷。左金丸中的黄连和吴

茱萸，寒温相合，苦降辛开，相反相成，其中的黄连既能通过“实则泻其子”清心火而达降肝火之效，也有直接泻肝火之功。

左金丸黄连与吴茱萸的用量配比不必拘泥于六一比。 该方临床应用广泛，古代有用治痛症的，现代医家用治痛证、眩晕、

消化系统疾病，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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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半斤，为末，蒸饼糊丸服，功效“泻肝火”。 《本

草纲目》载“黄连泻肝胆心脾火，退客热”。 笔者理

解，黄连不仅能泻心火和胃火，而且还能泻其他脏

腑之火，能泻三焦火热之邪，临证应根据具体症状

灵活运用。 这里抄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一

段话，很有参考价值。 他说：“五脏六腑皆有火，平

则治，动则病，故有君火相火之说，其实一气而已。

黄连入手少阴心经，为治火之主药。 治本脏之火，

则生用之；治肝胆之实火，则以猪胆汁浸炒；治肝

胆之虚火，则以醋浸炒；治上焦之火，则以酒炒；治

中焦之火，则以姜汁炒；治下焦之火，则以盐水或

朴硝研细调水和炒；治气分湿热之火，则以茱萸汤

浸炒；治血分块中伏火，则以干漆末调水炒；治食

积之火，则以黄土研细调水和炒。 诸法不独为之引

导，盖辛热能制其苦寒，咸寒能制其燥性，在用者

详酌之。 ”

3

用药配比

关于左金丸中黄连和吴茱萸的药量配比，《丹

溪心法》中载黄连六两，吴茱萸一两或半两，一般

认为药量比是

6∶1

。 笔者体会对此不必拘泥，如治

肝胆火热实证，黄连用量宜重，吴茱萸宜轻，原方

中就有比一两更小的“或半两”。 其实朱丹溪用左

金丸 ，其药量配比也是灵活的 ，如 《丹溪心法 》治

“痞”方有“吴茱萸三两（汤浸煮少时），黄连八两。

粥糊为丸，每服五七十丸，白术陈皮汤下”。 朱丹

溪在《局方发挥》中写道：“予尝治吞酸用黄连、吴

茱萸制炒 ，随时令迭为佐使 ，苍术 、茯苓为主病 ，

汤浸炊饼为小丸， 吞之。 ” 就没有具体的药量规

定。 笔者治疗火热致口苦泛酸者， 习惯用量是黄

连

9g

、吴茱萸

3g

，或黄连

6g

、吴茱萸

2g

；若治疗寒

湿泄泻， 则两者药量等同， 甚至可取吴茱萸的药

量更大， 以发挥吴茱萸散寒温肠、 黄连燥湿厚肠

的作用。

4

临证应用

左金丸为临床常用之方。 《丹溪心法》载本方

的适应证，只有“治肝火”、“开痞结”，实际临证应

用却十分广泛。 古代医家有用左金丸治痛症的，如

《醉花窗医案 》载一治 “头痛如裂 ，身热如火 ”案 ，

“灯下诊之，脉滑而数。 告曰：此必有大不遂事，以

致肝郁头痛，平肝痛自止。 ”“乃处以左金丸，三更

后颇可。 ”又《续名医类案》治腹痛案，“副郎李孟

卿，常患腹痛，每治以补中益气汤加山栀即愈。 一

日，因怒腹痛，脉弦紧，以前汤吞左金丸二十粒而

愈。 ”现代中医也善用本方，或单用左金丸，或用左

金丸辅以其他药物，或通过辨证，调整两药的用量

比例，用于治疗多种疾病。 如名老中医王少华

[1]

言

用左金丸治疗胃脘痛，证属肝失条达，气郁化火，

胃失和降，逆气上冲，并见痞满、胁肋胀痛、嘈杂、

呕恶吞酸、嗳气、口干口苦，甚则心烦易怒，舌红苔

黄，脉弦数。 其诊断要点是：“

①

胃脘或食管处其痛

如灼；

②

嘈杂泛酸；

③

口苦。 ”杜昌华

[2]

用左金丸治

眩晕：某男，

50

岁。 患者因眩晕不能平卧

1

小时而

来就诊。 素无眩晕病史，血压正常，舌偏红，苔薄

白，脉弦数。追询病史，

2

天来心情不畅，郁怒不已，

以致肝火化风。 嘱服左金丸

1.5g

，服后

1

小时已能

平卧，眩晕消失，次日已去上班。 笔者喜用左金丸

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如幽门螺杆菌感染性胃炎、糜

烂性胃炎、胆汁反流性胃炎、食管炎、消化性溃疡、

幽门梗阻、肠梗阻、功能性腹痛、上腹饱胀综合征、

肠易激综合征、慢性结肠炎、急性阑尾炎术后肠粘

连及急慢性肝炎、急性胆囊炎、胆石症等。 另外，消

化道肿瘤及其化疗、手术后患者，症状丛生，若肝

郁化火，胃气上逆明显者，可用本方加味治疗。 有

人实验发现， 左金丸对人胃癌细胞具有抑制其生

长活性和诱导凋亡的作用

[3]

。 临证时左金丸多用于

复方，如笔者用治胃热气滞湿阻证时，本方加黄连

温胆汤；肝郁血滞而脘腹胁肋痛甚者，本方合金铃

子散和芍药甘草汤；伴经前乳胀 ，情绪波动者 ，合

柴胡疏肝散；兼湿热上扰心神而不寐者，加半夏秫

米汤等。

5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左金丸的“左金”之意，指

本方平降肝火的功效，又名“回令丸”中的“回令”，

喻本方疗效之好。 左金丸中的黄连，既能清心火，也

有泻肝火的作用。 左金丸临床应用广泛，临证多用

复方，其黄连与吴茱萸的用量配比不必拘泥于六一

比，灵活用治消化系统疾病，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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