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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伤寒论》桂枝汤类组方中，芍药的地位非常特

殊。其加减应用常对各类疾病的治疗起到关键作用。

一旦桂枝与芍药用量配伍发生变化，配方思路亦随之而

变。对此笔者进行了深入地探析，以期进一步明确芍药

于桂枝汤类方中的具体作用，为临床组方加减提供指导。

1 桂枝与芍药等量运用

在桂枝汤中，桂枝性辛温，温通卫阳；芍药则性酸

寒，敛阴和营。两者配伍一温一寒，调理机体的阴阳

平衡，主治机体卫阳浮盛于外且营阴不足的病症。桂

枝汤是桂枝与芍药各三两的等量配伍。《金匮要略·水

气病脉证并治》云：“黄汗之为病，身体肿。发热汗出

而渴……芪芍桂酒汤主之。”芪芍桂酒汤包含桂枝三

两，黄芪五两，苦酒一升以及芍药三两共四味。本方

虽以黄芪为君，但其基本结构却是芍药、桂枝各三两。

该证系机体受到水湿外侵，营卫运行不畅，致使水湿

停滞而产生。故本方用桂芍之立意仍宗桂枝汤。

桂枝汤组方中桂枝与芍药寒热互制，调理阴阳，

动静相宜，其意在求一个“和”字。《伤寒论》曰：“脉

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反与桂枝……得之便

厥。咽中干，烦躁……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

若厥愈足温者，作芍药甘草汤……”此处用芍药甘草

汤虽未明言“以复其阴”，但与前文甘草干姜汤“以复

其阳”相对照，则芍药甘草汤之“以复其阴”当是省

文，不言而喻。由此可见，芍药在桂枝汤中的作用是

“益阴气”。尽管《神农本草经》只言芍药“益气”，但

由于其味苦性寒，所以仲景在桂枝汤、芍药甘草汤中

用芍药，意在益阴气则是显而易见的。[1]

2 桂枝去芍药运用

《伤寒论》原文第21条曰：“太阳病，下之后，脉促

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本证系太阳病误下，表证

不解，邪陷胸中，胸阳受挫。从脉促胸满中，可知其邪虽

内陷而尚未全陷，病机仍有郁而求伸之势，故仲景用桂

枝汤去性寒阴柔之芍药，以防其碍于阳气宣通。而组

方中的炙甘草与桂枝等同，属于甘温之药，能够化生与

发散阳气，以救虚损之胸阳。如果机体阳气虚损更重，

则可加一味附子以扶阳，即《伤寒论》中桂枝去芍药加

附子汤。故而陈修园言：“上节言误汗而亡阳之外，此节

误下而阳衰与内，其方只一二味出入，主治判然。”该段

文字阐述上文中芍药的关键性，若患者卫阳浮在外则

以芍药引阳归元，若患者内阳虚损则去芍。从本方加

用辛热温阳的附子，可进一步领略仲景去芍药之要义。

《伤寒论》第174条曰：“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

烦……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该段原文阐

述了桂枝附子汤的适用病症，该方的基本结构虽然仍

是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然而因组方中桂枝与附子的用

量较高，前者可达到四两，而附子则用到三枚，所以其立

意一方面是振奋阳气，而另一方面更突出了祛寒逐湿之

力。该方的适用证型属于阳气虚损且风湿痹阻，应以

散寒祛湿为主。本方不用芍药也在于避其阴寒之性。

《伤寒论》阐述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

逆汤的适用病症，即由于火劫发汗导致的亡阳证，心

神浮越，病机重点是亡阳，故用桂枝、甘草以壮心阳，

而芍药阴寒有抑阳之嫌，故去之。

《金匮要略》阐述桂枝去芍加麻辛附子汤的适用

病症，即机体阳虚阴凝，水不化气，聚而为饮，滞留心

下，阻碍气机。由于该病症水寒旺盛，因此将原有桂

枝汤去除较为阴寒的芍药，再增加辛温的附子、麻黄

等药，通利气机，温散水邪，重在“通”和“散”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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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当汗出。方中虽无利水之品，但阳气一通，水饮四

散，内外分消，此属治本之法，虽不利水，而水自去。

综上所述，仲景用桂枝汤去芍药，不论再加用什

么药物，其立意都在于突出或强化桂枝配甘草的温

阳作用。从而说明在仲景的用药思路中，桂枝汤去

芍药意在避其助寒抑阳之弊。               

3 桂枝加芍药运用

《伤寒论》原文第279条：“本太阳病，医反下之，

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此

条阐明了桂枝加芍药汤的适用病症，即当存在太阳

病时由于误下而导致腹部胀满，经脉与气血运行失

常，芍药在此能够起到通经止痛、通调血气的作用。

在21条中同样阐述了太阳病误下的组方，然而两者

病情的变化存在较大的差异，在21条中“胸满脉促”

表明该病症中机体表邪仍留存，因此在治疗时去除

性质偏阴寒的芍药，多用能够起到通胸阳除外邪作

用的药物。而张仲景在治疗小柴胡汤证且伴有腹痛、

防己黄芪汤证伴有胃脏失和、通脉四逆汤证且伴有

腹中痛的病症时均加用芍药。另《神农本草经》言芍

药能消除血脉痹阻，治疗因邪气而引发的腹部疼痛

病症。而在《本草崇原》[2]一书中张志聪也阐述了芍

药的作用与适应情况，言其“气味苦平。风木之邪，

伤其中土，致脾络不能从经脉而外行，则腹痛。芍药

疏通经脉，则邪气在腹而痛者，可治也”。上述可知，

仲景在治疗腹满时痛用桂枝加芍药汤，重用芍药六

两，其立意在于腹痛而不是腹满。

《伤寒论》一书中的第62条阐明了桂枝加芍药

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的适用病症，即当在大

汗后机体营血虚损致使周身疼痛之时，仲景在原桂

枝汤方中，添入人参、芍药以及生姜三药，使得原本

平调阴阳的桂枝汤变为补益营血之剂。在本方中，由

于配伍了桂枝、人参以及生姜等辛甘之品，因此芍药

既可益阴又不会阻碍阳气，行滞而不开破，从而增强

了滋养营血、缓急止痛的作用。

在组方桂枝加芍药汤内添入饴糖则成为小建中

汤，后者的主要作用是补足机体的中焦之气，所以其

基于组方桂枝汤，然后将芍药的用量加倍，同时添加

较多的饴糖，其功效偏于解表。在小建中汤中，以一

升饴糖冲和六两芍药的开破之性，从而使其具有补

和通的二重性。实际上，小建中汤是从以开破为主

的桂枝加芍药汤向桂枝汤的另一层意义上的回归，

故在《伤寒论》阐述小建中汤的适应病症，即当机体

伴有伤寒且存在心悸心烦的状况可应用。在此，小

建中汤建补中焦以散表邪。另一方面，小建中汤还

能够补中焦之同时发挥通畅经络与止痛的作用，因

此在《金匮要略》一书中阐述了该组方的另一应用，

即患者存在劳累内虚、口咽燥火、心悸、手足烦热以

及腹部疼痛等病症时可服用。而在该书中介绍了多

个小建中汤的衍生方剂，例如当机体发生内虚劳损，

气血虚损则可应用组方黄芪建中汤；当女性在生产

之后由于机体严重虚损而发生腹部持续性地刺痛，

或者腹部痉挛，同时腰背伴有牵涉疼痛而无法正常

进食时则可应用当归建中汤。以上可知，在张仲景的

组方小建中汤与其衍生方剂中芍药都发挥其逐瘀散

结、畅通脾之经络以及疏通小便的作用。

邹澍曾在《本经疏证》总结了芍药不同的药物

配伍能够产生的不同效应，其中芍药与桂枝配伍能

够解营血内结，而与甘草联用能够解机体中焦胃肠内

结，与附子配伍能够消除下焦内结，而芍药与可利水

的药物配伍能够加强原药利水的作用，芍药与可化

瘀的药物配伍能够增强原药活血化瘀的功效，可有

效地散阳通阴。芍药在附子汤中，重在破阴结以治

身疼；在真武汤中，重在通脾络以治腹痛，配茯苓以

利小便。诚如周岩在《本草思辨录》[3]中指出：“芍药

具有敛与破的双重作用，能入脾破血中之气结，又能

敛外散之表气以返于里，凡仲景方用芍药，不越此二

义。”在张仲景的不同组方中，芍药主要发挥此两种

作用。在张仲景对于甘遂半夏汤的阐述中具体介绍

了增加芍药用量的情况，即“欲自利，利反快，心下续

坚满”。而对于符合真武汤证的患者，若伴有下利则

应除去芍药，对于存在太阴病且“续自便利”的状况

则应减少芍药的用量。因此，张仲景对芍药的慎用

与重用，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仲景对芍药自身

具备的开破之性的认识和理解。

4 结语

综上所述，桂枝汤甘辛化合，寒热互济，功在平调

阴阳；桂枝汤类方中去芍药在于突出桂枝甘草之辛甘

发散，避其芍药阴寒之性，意在温阳气；而桂枝汤类方

中加芍药则因芍药酸苦通泄为阴，其意在养营血，通脾

络，破阴结。仲景运用芍药灵活广泛，桂枝汤类方中芍

药加减的运用更是在多种病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临床应用时仍需结合疾病特点辨证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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