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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既是一种独立性的病证，又是肺系多种疾病

的一个症状。咳嗽的辨证论治历代均有论述，明代医

家张景岳对于咳嗽的论治，见解独特，本文试从《景岳

全书》咳嗽篇探讨其对咳嗽的认识与治疗规律。

1 咳嗽的辨证

1.1  以辨外感内伤为总纲  景岳认为：“咳嗽之要，止

惟二证，一曰外感，一曰内伤而尽之矣。”[1]215他指出，

外感之咳，必先从皮毛而入，侵袭人体，必先入肺。

他认为，外感咳嗽多为感受风寒，表现为恶寒发热，

鼻塞流涕，感邪轻者，脉来缓和，感邪甚者，脉弦洪微

数。平素无内伤虚损等证而骤然咳嗽者，为外感证

也。若内伤之嗽，病来缓慢，或因酒色、劳伤，必先有

轻咳而逐渐加甚，且无外感症状。其症则或为夜间

潮热，或为形瘦体减，或两颧红赤，或咽干气短，病轻

者脉亦必微数，重者脉必细数弦紧。外感咳嗽，必有

感触外邪之因；内伤咳嗽，必有内伤之由[2]。这一认

识，奠定了咳嗽从外感、内伤辨证的理论基础。

1.2  外感内伤二者之中，当辨阴阳  景岳论治疾病，首

重阴阳。他认为，诊病施治，必先辨阴阳，“阴阳乃为医

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1]215。景岳认为，咳证

证型虽多，病位在肺，而肺病之为病，无非为外感与内

伤，但于二者之中，当辨阴阳。他认为，外感之咳，阳

邪也，因“阳邪自外而内入”，而内伤之咳，阴病也，“阴

气受伤于内”，病来徐而缓，阴精损于内，乃为阴证。

1.3  外感内伤二者之中，当分虚实  景岳云：“外感内

伤二者之中，当分虚实耳。”[1]215由于“外感之嗽，其

来暴；内伤之嗽，其来徐”[1]215，因而外感咳嗽多属新

病，常在感邪之后突然发病，邪气实而正气未伤，为

实证；内伤咳嗽多有宿疾，起病缓，病史长，常伴有其

他脏腑虚损病证，多为虚证。

1.4  外感内伤二者之中，当抓其本  《素问·咳论》曰：

“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皮毛先受邪气，

邪气从其合也”，“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

以与之。然五脏之咳，由肺所传，则肺为主脏，而五

脏其兼者也，故五脏六腑各有其证，正以辨其兼证

耳”[3]346。景岳认为，本为病之源，标为病之变，就

咳嗽而论，外感之咳与内伤之咳，病因病机不同，所

以治法也有差异。他提出，盖其外感之咳，其本在

肺，是由肺脏及他脏，此肺为本而他脏为标也；内伤

之咳，先因伤脏，故必由脏及肺，此脏为本，而肺为标

也。由此可见，景岳在论治咳嗽时注重其本，对于咳

嗽从肺及他脏的论治有较高的临床意义。

2 咳嗽的论治

2.1  外感咳嗽的证治

2.1.1  治以辛温，其邪自散  外感之嗽，必由于外感风

寒，所以治咳予以辛温，宜六安散加生姜，其邪自散。

可见景岳在治疗外感之咳时以辛温发散为大法。并

提出，若肺燥者，或年老体虚，咳嗽无力者，加当归

二三钱。若素体虚寒，临床上常有秋冬季节易感受

风寒者，此因肺气虚寒，景岳于此方加北细辛七八分

或一钱。若冬季外邪不易散者，可用麻黄、桂枝，或

用小青龙汤。若寒不甚，痰不多者，仅以二陈汤加减

即可痊愈。

2.1.2  注重正气，补土生金  景岳认为，若素体较弱，

或阴虚或脾肺虚寒者，最易感邪。体虚而外感于邪，

咳嗽不能自愈者，宜金水六君煎加减主之，景岳将其

称为“神剂”，足以见景岳对于正气的重视，而注重正

气的实质，即对脾肾先后二天的固护。并提出，若脾

土虚不能生金而使外邪不能解者，宜六君子汤以补

脾肺；或脾虚不能制水，水泛为痰，宜理中汤，或理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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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八味丸之类补土母。可见，对于素体正虚感外邪

之咳，张景岳非常重视脾肾二本。正如张景岳治痰，

注重生痰之源，强调脾肾之虚，反对滥用化痰药，对

临床多有启迪。

2.1.3  四时有令，法应四时  《素问·五常政大论》中

曰：“必先岁气，无伐天和。”[3]685这是中医时间医学

的重要观点。张景岳注曰：“五运有纪，六气有序，

四时有令，阴阳有节，皆岁气也。人气应之以生长收

藏，即天和也。设不知岁气变迁而妄呼寒热，则邪正

盛衰无所辨，未免干犯岁气、伐天和矣!天枉之由，此

其为甚。”[1]216在咳嗽病篇中，他认为，春季治宜兼降，

如前胡、瓜蒌之类；夏季治宜兼凉，如黄连、黄芩、黄

柏、知母之属；秋季治宜兼燥，如白术、苍术；冬季治

宜兼散，如防风、桂枝、麻黄、紫苏之属是也。景岳指

出，不可不知其时，但若时与证不相符时，当取其证。

2.2  内伤咳嗽的证治

2.2.1  以滋阴壮水为主  景岳云：“内伤之嗽，宜补

宜和。”[1]216景岳认为，内伤之咳嗽，虽病因复杂，但

总“必皆本于阴分”，是“先因伤脏”，由脏阴先损而累

及于肺，属于虚证[4]，或因内伤、酒色，或因外感久咳

正气受损，其病来缓。其中以肺肾两脏最为重要，他

说：“肾为元精之本，肺为元气之主。”所以他提出，

“故凡治阴虚亏损，必当以壮水滋阴为主，宜左归饮、

一阴煎、左归丸、六味地黄丸之类择而用之。”[1]216此

四方皆为滋补元阴之方，可见景岳治疗内伤咳嗽时

以滋肾阴、补肾精为主，肾水得润，则肺气得充，咳嗽

可愈。

2.2.2  滋阴兼以清火  张氏认为，内伤咳嗽，肾阴亏

虚，火炎于上，肺金被伤，而表现为咽干烦渴，午后潮

热，大便干结，畏热汗出，尺寸滑数等症，需在滋阴的

基础上兼以清火，以存其水，宜四阴煎，或加减一阴

煎、人参固本丸主之。

2.2.3  不可轻用香燥之品  景岳指出，内伤咳嗽不宜

用芳香辛燥之剂，如六安、二陈之类，因辛燥之品，重

伤津液，必致阴虚加剧，治应以甘润养阴者，如百合、

地黄、阿胶、麦冬之类。

2.3  治咳嗽必治其本  河间提出，咳嗽有痰者，当以

治痰为先，治痰者，以顺气为主。然治咳不知生痰之

源，而见痰治痰，景岳对此提出异议。景岳认为，外

感咳嗽，因感受风寒，肺气不清，所以生痰，此因外感

风寒而生痰，非外感于痰也。又如内伤之嗽必因阴

虚，阴虚则水涸金枯，脾肾两虚，所以生痰，此阴虚之

痰本于内伤，非内伤本于痰也，而河间见痰治痰，非

治病求本也。然，治外感之嗽，应用半夏、生姜、陈

皮、枳壳等辛温发散之品，辛能入肺，辛能散寒，寒邪

散则咳嗽自愈。此正所以治本，而非治痰也。

2.4  治咳融合诸家之长  景岳论治咳嗽，强调辨证，

效法先贤，融诸家之长，使治咳之法，更为完善。

杨仁斋认为肾虚不能纳气，引发气从下奔逆而上

之咳，以地黄丸、安肾丸主之，此虚则补子之义。

杨仁斋从肾治咳之法，张氏极为赞赏[5]。此外，张

氏还介绍了多种治疗咳嗽的方药，沿用至今。如

治外感风寒咳嗽，鼻塞声重，头痛者，用金沸草散

疏风散寒，宣通肺气。凡肺受邪不能输化津液，而

小便短少，皮肤肿胀，咳嗽者，宜用六君子汤补脾

肺，六味丸以滋肾水。徐东皋认为素体虚弱发为

咳嗽者，用祛邪药物多不效，或易反复，治以补益

法，从虚论治。景岳对此表示赞同，人皆奉景岳为

温补派大师，以调补脾肾见长，其论治咳嗽，也充

分显示这一特色。

2.5  创制新方以昭后学  景岳著《新方八阵》，八阵

者，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共186首，自制方多

且精。如列于和阵之金水六君煎，治肺肾气虚，水泛

生痰，或年迈体弱，气血两虚，外受风寒，咳嗽呕恶，

痰多喘促等症，神效。原书中所载金水六君煎的组

成为：当归（二钱），熟地（三、五钱），陈皮（一钱半），

半夏（二钱），茯苓（二钱），炙甘草（一钱），水二盅，

生姜三、五、七片，煎七、八分，食远温服。本方中二

陈汤（半夏、陈皮、茯苓）燥湿化痰，熟地黄滋补肾

阴，当归补血养阴，金水相生，扶正与祛邪共用，达到

治疗疾病的目的。现代临床中金水六君煎对治疗以

咳、喘、痰为主要表现的有本虚标实之象的多种呼吸

系统疾病如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等均有显著疗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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