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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是一个常见的自觉症状，可见于许多急、慢

性疾病的过程中，辨治较为复杂。《伤寒论》中涉及

头痛的条文共有17条。其中“太阳病”12条，“阳明

病”“少阳病”“厥阴病”各1条，“霍乱病”2条。笔

者梳理了《伤寒论》中关于头痛的认识，结合《内经》

理论及临床病案分析，希望能够对后学者有所启发。

1 太阳病之头痛

 《伤寒论》开篇第1条即言：“太阳之为病，脉

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太阳头痛以头痛连于项部为

特点，多属外感风寒、足太阳膀胱经气厥逆所致。正

如《灵枢·经脉》所云：“膀胱足太阳之脉……是动

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脊痛，腰似折。”足太

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从巅入络脑，出别下

项，循肩髃内，夹脊抵腰中。风寒之邪首犯太阳，头

痛乃必见之症。而《伤寒论》中的太阳头痛大体可

以分为三类，如下所论：

1.1  风寒头痛  《素问·骨空论》曰：“风从外入，令

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素问·风论》：“首

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

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风寒邪气乘于头部经

脉会致头痛，风湿、风热亦可，外邪携风更易致头痛。

风寒之邪气首犯太阳导致的头痛乃临床最常见

的症状，《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太阳之上，寒气主

之，所谓本也。”头项者，太阳经脉所循之分部也，其

受到寒邪的侵犯，故头项强痛；其代表方剂有桂枝汤、

麻黄汤。桂枝汤治疗风寒头痛有汗，而麻黄汤治疗风

寒头痛无汗。值得指出的是霍乱头痛亦涉及太阳。

1.2  风湿头痛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湿，

首如裹。”最典型的风湿头痛乃原文第28条：“服桂枝

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

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此

条患者已服用桂枝汤发汗，而仍存在“头项强痛，翕翕

发热”，导致后世医家认为此处当去白芍，而实际此症

状是由于“风已去，湿独存”造成的，《金匮要略·痉湿

暍病脉证治第二》提到：“湿家病，身疼发热，面黄而

喘，头痛，鼻塞而烦。”湿邪留于人体，困阻头部，会导

致头痛。《素问·至真要大论》：“诸痉项强，皆属于湿。”

详情参见《论经方研究的三个重要规律》[1]一文。

1.3  风热头痛  《素问》云：“风之为病，或为寒热。”

《伤寒论》中没有直接提出风热头痛，但深入解读以

后可从无字处看出门道，笔者认为涉及风热头痛的典

型证型乃大青龙汤证。大青龙汤与桂枝汤、麻黄汤

三方乃治疗外感初起的三把钥匙，后世成无己、喻嘉

言等称之为三纲鼎立，张仲景立意极其深远，大青龙

汤方中大量使用辛温解表药物的同时，配以石膏以清

热，《别录》云石膏“除时气头痛身热，三焦大热，皮肤

热，肠胃中膈热……”以药测证，此患者太阳有寒而内

热已生，后世治疗典型风热头痛的芎芷石膏汤之病机

可以从此推导而出。“38条，39条并无头痛一语，汝

如何知晓？”依据有二，一可以以药测证，大青龙汤中

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都已到位，且分量较麻黄汤

更重，麻黄汤有头痛，大青龙汤理应有头痛；二在《脉

经》[2]中记载“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体疼痛，

不汗出而烦躁，头痛，属大青龙汤”，可为另一铁证。

2 阳明头痛

阳明头痛以前额、面颊及眉棱等处疼痛为特点。

《灵枢·厥病》曰：“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取之足

阳明、太阴。”《伤寒论》第197条：“阳明病，反无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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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头痛。”此处

“反无汗”是与自汗出的阳明证的鉴别，而自汗出的阳

明症也可伴头痛，乃阳明内热炽盛，循经络上冲至头面

所致，多在头额及鼻部疼痛。对于阳明头痛，《伤寒论》

中以承气汤泻阳明胃热与阳明大肠之热，热气泻去，则

不再上蒸于上，头得清明；或用葛根汤、麻黄汤等解表

剂使阳明之热随太阳而解。后世选奇汤，其组成为炙

甘草（夏月生用）、羌活、防风各三钱，酒黄芩（冬月不

用，如能食，热痛者加之）一钱的治法与此雷同。

3 少阳头痛

《灵枢·厥病》云：“厥头痛，头痛甚，耳前后脉涌

有热。”热邪壅滞少阳经脉，经气逆乱，上冲于头，故

可见头痛剧烈，可伴下颌、目锐眦疼痛。耳前后乃足

少阳胆经，即常说的“偏头痛”。《伤寒论》265条：“伤

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一者肝阳上亢，

火气引动而上冲，肝胆相照，联络足少阳胆经致偏头

痛；一者表里不和，邪气留于表里之间，郁而疼痛。

治宜小柴胡汤和解表里，疏肝解郁。值得指出的是后

世偏头痛多从少阳论治，如陈士铎所创的散偏汤。

4 厥阴头痛

厥阴头痛以头痛多痛在巅顶，或内连目系，常伴

有情绪异常变化为特点。《灵枢·厥病》云：“厥头痛，

头脉痛，心悲善泣，视头动脉反盛者，刺尽去血，后调

足厥阴。”《素问·脏气法时论》亦曰：“肝病者……气

逆则头痛。”《灵枢·经脉》云：“肝足厥阴之脉，起于

大趾丛毛之际……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

故厥阴头痛常与气逆有关，肝经气逆，血随气行，郁于

头部，可见头动脉充血而痛，以巅顶和前额为主。厥阴

头痛见于《伤寒论》原文378条：“干呕，吐涎沫，头痛

者，吴茱萸汤主之。”值得指出的是三阴经病变中，只

有厥阴经有头痛，《金匮要略》云：“阳病十八何谓也？

师曰：头痛、项、腰、脊、臂、脚掣痛。”头痛总属于阳证，

而厥阴证已是阴转入阳之机，故以吴茱萸汤治疗，《本

草经》记载吴茱萸：“主温中，下气，止痛，咳逆，寒热，

除湿血痹，逐风邪，开腠理，杀三虫。”用其下气、止痛、

逐风之力平肝阳、祛肝风，使头部得以清明。

5 典型病案

杨某某，女，48岁。2018年3月14日初诊。

头顶部及额头头痛反复发作5年，下午加重，眼

不能睁，视物不清晰，晨起口苦口干，舌苔白，脉弦。

处方：

人参8g，吴茱萸8g，甘草5g，生姜10g，川芎10g，

白芷10g，防风10g，黄芩8g，羌活7g，葛根15g，蝉蜕

8g，全蝎5g，辛夷10g。7剂，水煎日2服。

3月22日二诊：患者前额疼痛好转，口渴，头顶

疼痛、发热连及左侧太阳穴，左眼视物不清，见眼眵，

白苔褪去，脉弦稍数。处方：

吴茱萸5g，人参8g，大枣15g，生姜10g，黄芩

10g，柴胡10g，甘草5g，防风10g，藁本10g，白芷10g，

川芎10g，蝉蜕8g，蜂房10g。复5剂，水煎日2服。

4月2日三诊：患者诉诸症消除，唯独头顶部仍

有轻微疼痛，舌淡，脉弦弱。处方：

细辛3g，人参7g，甘草5g，麦冬10g，白术10g，茯

苓10g，当归10g，白芍10g，川芎10g，生地10g，升麻

10g，红花3g，蝉蜕8g，蔓荆子10g，川木香10g，生姜3

片。再服7剂。药后随访，诸症消除得愈。

按语：此患者初诊头巅顶部和头前额部疼痛，实

乃典型之阳明、厥阴头痛，加之舌苔白厚，故辨证为

阳明厥阴寒证，但是又夹杂口苦，说明寒有化热之机，

故处方为吴茱萸汤合选奇汤加减。选奇汤出自李东

垣《兰室秘藏》，原方治疗眉骨痛不可忍，由羌活、防

风、黄芩、甘草组成。用以祛风散寒，清热镇痛，再加

入阳明头痛引经药物之白芷、葛根、川芎；加入辛香

之辛夷芳香开窍，《神农本草经》认为辛夷“主五脏身

体寒热风，头脑痛”。头痛日久，则久病入络，故加入

蝉蜕、全蝎通络止痛。全方共奏散寒祛风通络之功，

见效显著。二诊风寒已然化热，故患者出现口渴，头

顶部疼痛发热，眼屎较多，白苔褪去，故去温燥祛风

之羌活、辛夷、全蝎，改为蜂房、藁本；前额基本不疼，

巅顶疼痛连左边太阳穴，故去葛根改为柴胡，《药性

赋》云：干葛先而柴胡次之。三诊诸症皆除，唯独头

顶仍有微微疼痛，此乃痼疾已去，而气血亏损仍未复

原，故处以八珍汤大补气血，益以驱寒祛风升阳通络

之品，药证合机使得多年顽疾一朝得愈。

需要特别指出此患者头痛病机在厥阴阳明和少

阳之间转化，笔者谨遵仲景教诲才对病情的发展有

所预测。

6 结语

张仲景奠定了头痛的治疗法则，后世张元素、李

东垣、陈士铎等辈多有发挥，治疗方剂多有创新，但

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今天重温《伤寒论》对于头痛

的辨证，乃寻源逐流之举，后学者治疗各种头痛时须

紧紧把握头痛治疗之法则，才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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