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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载：“阳气者，若天与

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可见古人对阳气的重视

程度，视阳气为生命之根本。仲景喜用温阳之药，以

扶助阳气祛除外邪，温阳药多为辛、甘味药相配伍，

两个性味不同的药相合而形成的功效已不同于原有

单味药物所具有的功效，这属于药物的性味合化。

兹就辛甘化阳法渊源及在《伤寒论》中的具体运用

探讨如下。

1 辛甘化阳法理论渊源

1.1  辛甘化阳法哲学思想渊源   《周易》以阳爻和阴

爻代表一切事物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和相互消长转

化的矛盾关系，以促进事物发展。《周易》在提示阴

阳矛盾的对立、依存和消长转化的运动中，始终强调

“阳主阴从”的关系。如《彖卦》中说“大哉乾元，万

物资始乃统天”，谈到“坤元”时则说“乃顺承天”，其

意是说，阳为统辖，阴为顺承。古代哲学思想认为阳

气占据人身主导地位，这促进了治病重视阳气思想

的形成，进而为辛甘化阳思想理论形成提供了哲学

思想依据。

1.2  辛甘化阳法医学思想渊源    《素问·至真要大

论》曰：“夫五味入胃， 各归所喜……甘先入脾，辛先

入肺”，把药物性味趋向始归为脏腑。《素问·至真要

大论》载：“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首次在理

论上把药物性味归为阴阳属性。清·高士宗[1]认为：

“五味阴阳之用，彼此相济以成。如辛主发散，从内

而外，必济以甘，故辛甘之味，为能发散而乎阳。”历

代医家不断提出新说，至清代，辛甘化阳一词首见于

《临证指南医案》[2]，云：“遇寒腹痛，用当归桂枝汤，

辛甘化阳，以和营卫。”刘劲松[3]提出，《辅行决五脏用

药法要》所载的“五味补泻体用图”揭示了《汤液经

法》的“以味成方”法则。揭示了《汤液经法》是以

药物性味来进行组方的，组方用药是有法则的。而

钱超尘[4]已从文献及方药组成相关性等方面证明了

《伤寒论》是以《汤液经法》为蓝本而成。所以可以

推断《伤寒论》用药法则及组方理论，可能源于《汤

液经法》。后世医家多遵辛甘化阳法组方理论创立

了一系列温阳化气之方，如右归丸、济生肾气丸等，

极大地丰富了辛甘化阳法治疗病症，也验证了此法

在临床上的实用性。现代《中医大辞典》[5]将辛甘

化阳定义为：“治法之一。辛味与甘味药同用以扶助

阳气的治法。”由此辛甘化阳这一治法被正式收入辞

典。

2 五味合化下的辛甘化阳法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虽未直接论及五味配伍

理论，但客观上的确有所体现，如辛甘合用以化阳、

酸甘同用以化阴、苦咸相伍泻热而存阴、辛开苦降

以调和中焦胃气等[6]。所以辛甘化阳法只是五味合

化理论下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用药配伍方法。辛味能

行、能散，有发散、行气、活血作用。此外一些具有

芳香气味的药物亦称辛香之气，这样辛味还具有辟

秽、化湿、开窍作用。甘味能补、能和、能缓，有补益、

润养、调和药性、缓急止痛的作用。辛入肺多用于行

气、发散，甘入脾多用于和中土。人体功能正常运行

全赖阳气运化，如津液的蒸腾气化、温养脏腑等。两

个不同性味的药相伍，不是它们原有的功效相互叠

加，而是通过性味合化产生新的作用功效。《伤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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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辛甘化阳法下包含辛甘发散，辛甘化阳，和脾胃、

调营卫三种具体治法。

2.1  辛甘发散  辛、甘二味都属于阳，具有向外、向

上、升浮发散的趋向，辛味清薄之药，辛入肺，肺外合

皮毛，入人体后易走皮毛，发汗解肌，治疗伤风感冒、

外受风寒湿之邪侵入等。辛走表解肌以发汗，甘走

里守中滋津液，防止辛开太过，使汗不伤津，汗出有

源。辛味具有开腠理发汗的作用，如《素问·脏气法

时论》载：“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

通气也。”所以辛味入上焦具有发汗、宣散、通窍和

治疗上焦部位病症的作用。如麻黄汤中麻黄、桂枝

之辛味以开腠理，发汗解表，配伍甘味之甘草以和中

州、滋汗源。

2.2  辛甘化阳  辛味厚浊之药，合甘味药，入人体

后多走血脉，具有温阳、通阳之功。如64条桂枝甘

草汤证。此为发汗太过，重伤心阳，心阳虚不振，心

无所主，悸动不安，取桂枝之辛味和甘草之甘味，辛

甘化阳之义，以温复心阳。本方桂枝两倍于甘草，说

明重用桂枝之辛味药，取其量大味厚以温助心阳，此

方即是《伤寒论》中辛甘化阳法的代表方剂。

2.3  内和脾胃，外调营卫  辛味性升浮走散，有调

脾胃气机升降出入之效；甘入脾，缓急补虚。脾胃气

机升降有序、运化正常则营卫周身循行流利。《伤寒

论·辨脉法》曰：“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

中为浊，荣卫不通，血凝不流。”可知仲景重视中焦脾

胃与营卫之间的关系，所以仲景通过调理中焦脾胃

来调和营卫。如（95条）“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

营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此为

营卫不和证。感受外邪，卫外不固，营阴不得内守而

外泄，此即“阳浮而阴弱”。营属阴，卫属阳，营卫来

源于脾胃所化水谷精微，调和营卫的关键所在是调

和脾胃，脾胃健，生化水谷精微充足，营卫得养，则营

卫调和。方取桂枝、生姜辛温滋脾胃之阳气，能振奋

脾胃生发之气，启化源、资营卫，佐芍药滋养营阴，以

滋养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运化正常，则营卫周

身循行流利。脾胃功能强健，则气血生化有源，既补

充了营阴，又振奋了卫气的卫外功能，正所谓“四季

脾旺不受邪”。桂枝汤就是通过调理脾胃，使其功能

得以健运，气血得以化生，营卫得以充养，来达到调

和营卫的目的。

3 辛甘化阳法作用功效

单用辛味药，易耗散元气，药过病所，邪不易除，

而致他病又起，合甘味，甘味内守，以牵制辛味之耗

散，性味合化，辛甘化阳，以增辛味温阳之功。辛甘

之品，质轻味薄者，升散走表以宣发腠理、发汗解肌；

质重味厚者，内守走里，温阳之力增。在《伤寒论》

中，仲景多用辛、甘二味药物性味合化来配伍组方，

以衍生出新的功效，适用于不同的主治证候。仲景

用药多固护一身之阳气，现总结《伤寒论》辛、甘味

药合化产生的功效如下：

3.1  助阳化气  代表方为五苓散、苓桂术甘汤。原

文156条五苓散证，为津液不化、水湿内停证。水饮

为阴邪，水饮内停易阻碍阳气，阳气困阻，不能布水

精于四方。方用桂枝之辛味，合茯苓、白术之甘味甘

淡渗湿，以助阳化气。辛甘化阳、温化水饮，以伸其

阳，使病理之饮邪转化为滋润脏腑之津液，膀胱三焦

津液得以气化通调，则小便利，口燥、烦除。原文67

条：“伤寒，若吐若下后……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

白术甘草汤主之”，此为津液不得气化，水停心下证。

《金匮要略》云：“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此为治

疗水饮内停之大法。桂枝辛温通阳以温阳化饮，佐

甘味茯苓、白术、甘草以辛甘化阳，通阳气行津液；又

甘味使中土有权，益土以制水也。

3.2  温经散寒  代表方为桂枝附子汤。桂枝辛温味

薄易走表，附子辛热味厚易走里以温经助阳、祛湿通

络，合大枣、甘草之甘味，合化为阳，温通经络、祛风

散寒，使在表之风湿邪气从外而解。

3.3  调和营卫  代表方为桂枝汤。成无己认为辛甘

味药相配伍健脾胃而调营卫，如其在《伤寒明理论》[7]

中曰：“黄帝针经曰：荣出中焦，卫出上焦是矣。卫为

阳，不足者益之必以辛；荣为阴，不足者补之必以甘，

辛甘相合，脾胃健而荣卫通。”仲景通过以下两种方

法来调和营卫。

3.3.1  和脾胃以调营卫  《灵枢·邪客》载：“营气

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以化气血，以荣四末，内注

五脏六腑。”古人认为营为血、阴，卫为气、阳，脾胃

为气血生化之源，营卫循行正常全赖脾胃得以充养。

仲景用桂枝汤辛甘化阳内调脾胃，脾胃健运，升降正

常，气血生化充足，营卫得以充养，自然循行有度。

3.3.2  宣发腠理以调营卫  原文54条，仲景通过汗

法来调和营卫，营在内属阴，卫在外属阳，外邪犯表，

卫阳奋起抗邪于外，卫阳不密，则营阴不得内守而外

泻，所以自汗出，此为营卫不和谐也，先其时发汗，来

调和营卫，营卫得调，则汗自止。

3.4  发汗解表  代表方为麻黄汤、桂枝汤。《素问·阴

阳应象大论》载：“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

者，汗而发之”，为后世医家治疗外感表证立下大法。

仲景遵其意，在《伤寒论》多处强调邪在表，汗解之。

如51条“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141条“病在阳，

应以汗解之”、46条“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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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汗”等条文分别记述邪在表汗而发之治疗法则，

仲景示人以法。《内经》曰：“辛以润之，开发腠理”，

为后世医家遣方用药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仲景用

桂枝辛温走表以发汗、开腠理，合大枣、甘草甘味，辛

甘合化，内调阴阳以资汗源，外和营卫以解肌发表。

外证得之发汗以解表，内证得之以和脾胃。所以后

世医家吴谦[8]赞称：“此方为仲景群方之冠，乃解肌发

汗、调和营卫之第一方也。” 

3.5  温中补虚  代表方为小建中汤。此方系桂枝汤

倍芍药加饴糖而成，以建中补虚、和里缓急。不以桂

枝加味为方名，其意不在解表，而在于建中。方中胶

饴甘温补虚、缓急止痛，生姜、大枣调和脾胃，桂枝、

甘草辛甘化阳，温补中州，使中气得复，脾胃升降正

常，气血生化有源，营卫调和，悸烦自然可解。后世

著作《成方切用》[9]谓：“桂枝辛热……和营而补虚，

使中气建立，则生育营卫，通行津液……虚劳不足可

愈矣。”

3.6  平冲降逆  代表方为桂枝加桂汤。病机为心

阳不振，水寒之气上逆。用桂枝加桂汤重降冲逆，此

方为桂枝汤重加桂枝二两而成，以振奋心阳、平冲降

逆。桂枝味辛温，此方桂枝为五两，以加强温振心阳

之功，以镇下焦水寒之气。

3.7  温助心阳  代表方为桂枝甘草汤。此为发汗过

多，重伤心阳，心阳大虚证。方中仅桂枝、甘草二味

药，重用桂枝四两，量大力专，扶助心阳，甘草甘味补

中益气，二味合化，辛甘化阳，振奋心阳。

3.8  温通血脉  代表方为当归四逆汤。此为阳气虚

衰，不能温通四肢，则手足厥寒，脉细，则为虚。心主

血，当归补其心。桂枝辛温，合甘草、大枣之甘味，辛

甘合化，入血分，以滋阳气，鼓动气血，以温通血脉；

助细辛、通草温通血脉、养血散寒，治厥阴肝寒血虚

证。

3.9  温肺化饮  代表方为小青龙汤。此为风寒客

表、水饮停肺证。此方共8味药，其中5味为辛温药，

可见仲景用大量辛温药伍甘味药，以防辛散太过，药

过病所，配伍甘味药，性味合化以化阳，以奏温化痰

饮之功。

3.10  温中复阳  代表方为甘草干姜汤。此证为误

汗而致阳虚证。方中甘草益气和中，干姜温中复阳，

二药合用，辛甘化阳，中阳得复，则厥回足温。方中

未用桂枝，因桂枝味轻清薄易走表，治太阳表虚为

主，干姜味厚入里守中，守而不走，治少阴里虚为主。

本条文虽在太阳病篇，但以少阴阳虚为主，所以当温

中土，以制水寒复其阳。《注解伤寒论》[10] ：“《内经》

曰：辛甘发散为阳，甘草干姜相合，以复阳气。”

3.11  回阳救逆  代表方为四逆汤。此为少阴阳虚

证，四逆汤方中附子走而不守以回阳救逆，干姜守而

不走以温中散寒。少阴阳气为一身阳气之总司，阳

气衰微生命处于垂危阶段。《内经》曰：“寒淫所胜，

平以辛热。”所以仲景遵其旨，急用大剂辛热附子、干

姜合甘草，辛甘化阳，固护人身之阳气，而为回阳救

逆之剂。

4 结语

《黄帝内经》首提性味配伍以御邪，至后世医家

不断总结其思想，提出辛甘化阳这一治法，涉及这一

理论的相关著作不胜枚举，唯东汉张仲景得其要旨，

活用辛甘化阳法，审机施药，量小精专、药少效宏。

仲景治病示人以法，重视人体一身之阳气，多用辛甘

化阳之法，处处固护人体之阳气，扶阳气以祛病邪。

辛甘化阳法在《伤寒论》中为指导药物配伍之大法，

一直为后世历代医家沿袭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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