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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为欢伯，除忧来乐”、“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酒之酿造，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已有悠久历史，广

受先民喜爱。医书可考，“酒”亦为治病之药，医之繁

体“醫”从酉，酉即酒，像酒坛之形，反映了医与酒密

不可分。早在《黄帝内经》中即有“醪醴”记载，长

沙马王堆汉墓《十问》称酒“以为百药由”，迨至汉

代张仲景，“酒”既已普遍应用于临床。《金匮要略》

前二十二篇中用“酒”方剂（包括附方）达26首，载

“酒”之种类颇广，有“清酒”“白酒”“苦酒”之分，

入药又有“酒制”“酒煎”“酒服”之别，可见仲景对

酒之应用可谓匠心独运。本文梳理古代医籍、医史

文献及汉代以前的酿酒技术与方法，对《金匮要略》

中“酒”之用法进行考辨，望对临床有所裨益。

1 “酒”之类

古人看来，“酒”上可乞求上苍、敬天法祖，下可

颐养天下、和睦家邦，同时还可用以扶衰治病，诚如

《汉书·食货志》言酒为“天之美禄”。酒之药用由来

已久，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用酒制药，自

《名医别录》将酒始载入本草，流传至今，酒成为中药

之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酒名繁复，光《本草衍义》

收载“酒”即有23种。酒之类异，其性味即有差异，

功用则有轻重缓急之分，故现对《金匮要略》所载

“清酒”“白酒”“酒”“苦酒”进行考辨，以明其用。

1.1  清酒  《诗经·大雅》[1]云：“清酒既载，骍牡既

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现多认为清酒为已泲去滓

的酒，其酒液较清，酿造时间较长，故古时常用其来

祭祀“祖考”。《周礼·酒正》载酒有三，分别为“事

酒”“昔酒”“清酒”。贾公彦疏：“事酒乃酌有事人

饮之”、“昔酒久釀乃熟为无事之人饮”、“清酒更久于

昔”，郑玄又注清酒为“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2]。

古人讲究阴阳，以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仲冬之月就

是现在所说的农历十一月，此时“应万物封闭，待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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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纳新”，此月河水宁静，不像春夏那么浑浊，所以古

人常在仲冬月造酒。由此可知，《周礼》所言事酒是

随酿即用的新米酒，昔酒是冬酿春成的陈米酒，而清

酒是冬酿夏成，较昔酒更为陈久而清纯的米酒[3]。此

外，古时亦有用圣人、贤人之称谓指代酒者，即“清

圣浊贤”，以浊酒谓“贤人”，清酒谓“圣人”[4]，是故

清酒较浊酒更为纯粹。 

1.2  白酒  古今之“白酒”大不相同，今之“白酒”

为烧酒，乃通过蒸馏技术萃取酒液而得。烧酒的出

现较晚，如李时珍言烧酒乃元时始创，用“浓酒和糟

蒸令汽上”，再“用器承取滴露”，故汉时白酒大抵为

米酒之初熟者。如《外台秘要》谓“白酒”为酢浆，

即米酒之第一淋，色白味甘而未酸者[5] ；《金匮要略语

译》谓白酒乃“米酒初熟”者；北朝贾思勰《齐民要

术》认为“白酒”之称或许同酒曲有关，以白酒曲所

酿之米酒，遂称白酒[6]。

1.3  苦酒  东汉末年《释名》[7]言：“苦酒，淳毒甚者，

酢苦也”，“酢”即酸之意，“酢苦”即言其酸苦。“苦

酒”以酒冠名而实非酒，因汉代酿酒浓度低，容易发

酸成醋，故古时又称醋为“苦酒”。醋在《华佗传》中

称“酢”，陶弘景[8]314言：“醋酒为用，无所不入，愈久

愈良，亦为之酸。”《饮膳正要》[9]指出：“醋，味酸，温，

无毒。……醋有数种……米醋为上，入药用。”综上

可知，苦酒即醋，药用以米醋为佳。

1.4  酒  除清酒、白酒外，《金匮要略》不乏有只提

到了“酒”的方药，如红蓝花酒、薯蓣丸、侯氏黑散

等，并未指明是清酒、白酒或是苦酒。观千金麻黄醇

酒汤，方名用醇酒，煎法中称美清酒，之后又以“酒”

称；调胃承气汤方中大黄一味，时为“清酒洗”，时注

“酒洗”，故有部分学者认为清酒又可略称为“酒”，“酒

服”“酒和”“酒洗”等等都应使用清酒。但亦有认为

仲景单指“酒”者，乃黄酒，因南阳黄酒历史悠久，文

化厚重，且黄酒不同于白酒、清酒，其制作工艺简单，

随酿随饮，故当时将黄酒简称为“酒”[10]。如今观之，

《金匮要略》只提“酒”者，究为何物，仍需考辨。

综上，仲景所用之“酒”非现通过蒸馏而制备的

高度白烧酒，乃以麹所酿的酒度偏低、未经蒸馏的米

酒。其中清酒和白酒皆为米酒入药，但仍稍有差异，

清酒酿造久、酒度偏高、酒液澄清；白酒酿造时间短、

曲量少、酒液浑浊、酒度偏低，成熟快而难保存，其表

面常飘一层米滓。清酒与白酒是中国早期米酒酿造

的基本模式，其延续至宋元时期，最终被高酒质的黄

酒所取代[11]。所以到明清时期，已鲜有人再提清酒

与白酒之分。

2 “酒”之用

仲景治病不仅在方在药，亦注重用药法度，《金

匮要略》对方后药物炮制、煎药之法、服药方式等

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示人法度，不可不察。“酒”“清

酒”“白酒”既为溶媒，亦为药物。观《金匮要略》一

书，其用“酒”之用法大致有三：酒制、酒煎及酒服。

清酒多用于煎服药，白酒多入药。

2.1  酒制  酒制乃中药炮制中常用方法之一，酒制

药物常可使药物增性强效，现代亦广为沿用。书中

大、小承气汤均有“酒洗大黄”一说，该法既有利于

溶出药物成分，又取酒辛温窜烈之性，助大黄峻下

通滞。抵当汤治妇人经水不利，用酒浸大黄以协同

诸药，发挥破结散瘀、直入血络之功效。承气汤大

黄酒洗，抵当汤大黄酒浸，前者减其苦寒之性，使之

不过伐胃气，后者既缓和泻下作用，又可增活血通瘀

之效。防己地黄汤中“酒浸防己、桂枝、防风、甘草

一宿”，酒浸一宿增辛散之力，诸家皆云：酒与补药同

行，祛邪而不伤正。鳖甲煎丸以“清酒浸煅灶下灰煮

鳖甲”，既加速鳖甲有效成分溶出，又增其软坚消积

之力。

2.2  酒煎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12]言：“煎药之法，

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煎服药法不可

略。《金匮要略》中“酒”之煎法有单用酒煎，亦有酒

水同煎。麻黄醇酒汤用清酒煎煮，以其辛散之力助

麻黄利水散湿；瓜蒌薤白白酒汤“白酒一斗”、瓜蒌薤

白半夏汤“白酒一升”，取白酒轻扬之性，上行温通胸

阳；下瘀血汤“以酒一升煎一丸”，本为蜜丸，又用酒

煎以助药效入血，祛瘀更峻。以上四方皆用“酒煎”，

既能充分溶出药物有效成份，又能借“酒”辛散、温

通之性以行药势。炙甘草汤“以酒七升，水八升”，芎

归胶艾汤“以水五升，清酒三升”，二方均用酒水合

煎，取酒温散寒滞、通血脉之力，引诸药直达病所。

2.3  酒服  《金匮要略》善用丸、散剂，其虽不及汤

剂迅猛，但依病证不同，用酒送服，亦可起到良好效

果。酒服一则加快吸收，二则增强药效。如治疗脾

虚寒湿和血虚湿热所致胎动不安的白术散、当归散，

治妊娠腹痛的当归芍药散，皆从肝脾着手，以酒送

服，能和血脉之气，肝脾得调，其病自除。治疗瘀血

内阻月经不调之土瓜根散、虚劳之大黄䗪虫丸、心痛

之九痛丸亦用酒送服，可增活血化瘀通滞之功。治

疗虚劳不足的肾气丸、薯蓣丸、天雄散，用酒与诸药

相调，又增补阳扶正祛邪之用。

3 “酒”之功

《本草纲目》载酒有“行药势，通血脉，润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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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湿气，除风下气”之功，“清酒”酒力浓厚，质地清

醇，偏于温阳行血，扶正补虚；“白酒”酒力尚轻，以此

煎药，意在使药势直趋上焦，更助诸药温通阳气[13]。

而“苦酒”借酒之名，实为醋，味酸苦，摄营敛阴，收

敛性强，其功与酒有异，本文暂不讨论。

3.1  行气活血，消结散瘀  米酒味辛性温，能散、能

行、能走，如利器之薄刃，诸药之向导，能散闭阻之

死血、消结聚之瘀积。《本经疏证》谓米酒能“通隧

道之涩”。《金匮要略》治血方中用酒较多，借其善

行之性以取活血化瘀之效。但服法及煎服法的不

同，其作用亦有差异。用大剂量酒液煎药服用，能使

瘀血速散速下，其效甚捷。诚如尤在泾《金匮要略

心典》[14]言：“酒煎顿服者，补下治下制以急，且去疾

唯恐不尽也。”如红蓝花酒、下瘀血汤，皆以酒煎，取

米酒之轻扬窜透之性，以助破血逐瘀之功。而以酒

制药，意在缓消癥积，如鳖甲煎丸以清酒、灶下灰煎

煮鳖甲，取汁合诸药为丸，意在借酒以通血脉，助诸

药而消癥积。酒送服药，虽不及汤剂迅猛，活血力较

弱，但意在引药入血分，如土瓜根散，借酒以通瘀正

为此意。

3.2  通阳宣痹，散寒止痛  米酒辛散之性既可通阳

气，又可解阴寒凝滞，正如陶弘景[8]510所言：“大寒凝

海，惟酒不冰，明其性热，独冠群物。”仲景常在散寒

剂中，辅以“清酒”“白酒”以破伏寒之凝结。“清酒”

清纯，酒力醇厚，尤在泾曰：“清酒之濡经浃脉，以散

其久伏之寒也”[15]，故阳虚寒痛之证，用之最为相宜。

如赤丸“酒饮”以治厥逆；九痛丸“酒服”以治心胸

痛。而白酒酿造时间较长，稍浑浊，酒力较轻，但其

轻扬之性善载药上行，赵以德言“白酒”乃“熟谷之

液，色白上通于胸中”。《金匮要略》栝蒌薤白白酒汤、

栝蒌薤白半夏汤两方均以“白酒”与水同煎，借白酒

之势通阳散寒。前方证情略轻，故以“白酒”七升与

瓜蒌、薤白同煮，后方痰浊壅盛，痹阻较重，故“白酒”

用至一斗，皆取其辛散之性以开胸膈之闭塞。《本

经疏证》[16]言瓜蒌薤白白酒汤方“尤妙在白酒之为

物……为自脾入肺，流动不羁之品”。邹纯才等[17]通

过对瓜蒌薤白米酒溶液与瓜蒌薤白水溶液的药效学

研究比较发现，米酒对瓜蒌、薤白发挥抗心肌缺血功

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郭玉洪等[18]实验研究发现，

“黄酒”具有强烈的硝酸盐/亚硝酸盐（NO-
3/NO

-
2）还

原性，与富含NO-
3/NO

-
2的瓜蒌、薤白配伍，可产生强

烈的一氧化氮生物活性，显著提升药方疗效。

3.3  助阳益气，温经摄血  谷中之精能生气，亦能锐

志以养神，仲景常于补阳剂中配之，取其扶正之功，

助阳益气，增强药效。如肾气丸、天雄散皆为“以酒

送服”温阳剂之代表方，如今的人参酒、鹿茸酒等亦

从此剂型演变而来。同时，阳气壮则血气畅，气固

摄则血不外溢，仲景于虚寒失血方中常佐“酒”以温

经、养血、摄血。如芎归胶艾汤辅以“清酒”温经散

寒，以助行药力，冲任脉盛则阳复阴存，阳复则血不

外溢而崩漏止，诚为妇科之要方[19]。

3.4  醒脾化湿，和胃养精  《本草纲目》[20]云：“酒少

饮则和血养气。”米酒温和辛散，脾喜燥恶湿，故佐

酒常可醒脾化湿，用以脾虚寒湿证相宜。如主治妊

娠肝脾不合腹痛之当归芍药散，妊娠胎动不安之当

归散、白术散，均以酒服药发挥醒脾化湿之功。因胎

本先天之精而生，亦赖后天之气充养，酒生成于水

谷，亦为水谷之精，故养胎方中少佐以酒，亦能起益

气和血之功。

3.5  开腠散邪，祛风养血  《日华子本草》云米酒

可“除风及下气”，《名医别录》亦谓其“杀百邪恶毒

气”。米酒性悍，后谷而入，先谷而出，散行之性，和

风相应，故善开腠理而祛风邪；温养之性能鼓舞正

气，温通行血可息风，正虚风袭之证用之有扶正祛

风之效。故仲景在治风邪诸疾时，常佐以酒。如薯

蓣丸治虚劳风气百疾，空腹酒服以取祛风行血之

效；防己地黄汤酒浸防己、防风、桂枝、甘草四味取

汁，即寓养血于疏风，共奏祛风养血之功；麻黄醇酒

汤以清酒助麻黄走表散邪，汗出营卫通，则内蕴之邪

得以外解。

3.6  引药入经，主行药势  《名医别录》[21]言酒“味

苦，甘辛……主行药势”，《汤液本草》[22]亦谓酒“能

行诸经不止”。米酒为熟谷之液，为引经行经之要

品，常可引药直达病所。大、小承气汤中大黄一药

皆用酒洗，乃取酒制引经而行药势，引药直入阳明，

加强其泻下燥热之力。诚如《汤液本草》[22]言：“大

黄……以苦泻之，性峻至于下。以酒将之可行至高

之分，若物在巅，人迹不至，必射以取之也。故太阳

阳明、正阳阳明承气汤中俱用酒浸。”魏江存等[23]研

究发现，与生大黄入药的大承气汤相比，配伍酒大黄

的大承气汤泻下作用更烈，推测酒大黄有助于复方

中蒽醌类化合物溶出。 

3.7  疏通畅达，补而不滞  仲景常用酒煎或用酒送

服补阴剂，取其疏通畅达、补而不滞之性。如胶艾

汤方中以四物、阿胶养阴补血，配清酒煮药；肾气

丸生地黄、山萸肉其味厚腻，以酒饮服。炙甘草汤

方中生地黄用量独重，又与阿胶等养阴滋腻之品合

用，故仲景以清酒合水煎煮，既可温通血脉，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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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阴药之滞。《名医方论》[24]载：“且知地黄、麦冬

得酒最良。”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地黄醇提物有效

成分主要是梓醇，梓醇具有保护心血管的功效；麦

冬醇提取物黄酮具有明显的抗心肌缺氧及抑制静

脉血栓形成的作用[25]。

4 “酒”之量

汉代容量制度已趋于完备，《汉书》所载容量换

算为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26]。

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东汉“永平大司农铜合”，实测

容量为20 mL，因此现多认为东汉的容量单位值与

西汉、新莽时期基本一致[27]，每升可定为200 mL。

观《金匮要略》中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萎薤白半夏

汤用白酒七升、一斗，每次服药，酒约一升；黄芪芍

药桂枝苦酒汤以“苦酒一升，水七升”合煎；佐以清

酒者用量常在三升至一斛五斗之间，其中以鳖甲煎

丸用量最大；其他如“酒服”“酒下”“酒和”者，皆

未明确用量。笔者认为，仲景用“酒”数升乃至数

斗，其用量不小，但因其所用之酒系低度温和之酒，

即古时“米酒”，绝非如现代的蒸馏酒，故量大而不

致害人。

5 结语

综上，“酒”既是溶媒，亦为药物。仲景对“酒”

之运用颇为灵活，《金匮要略》一书包括丸、散、汤

多种用“酒”剂型，且“酒”之种类又有“清酒”“白

酒”“苦酒”“酒”之分，其种类和用法在不同方中亦

有不同功用。通过考辨，仲景时期所用之“酒”均为

米酒，与现代蒸馏所得之白酒迥然不同，不能轻易以

现代的白酒替代。而根据米酒的酿造技术及用料特

点来看，其与现代的黄酒相似度最大，故临床可考虑

以黄酒代之。仲景佐酒入药，其入细入微之处，值得

细细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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