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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损其心者，调其荣卫”为源，议《伤寒论》炙甘草汤方义

钟庚初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损其心者，调其荣卫”出自难经，实际是基于心 - 血 - 荣卫的密切关系而总结的精当治法。以其为源分析《伤

寒论》炙甘草汤方义，得到炙甘草汤调荣卫之法是脾胃为本及通卫养荣为标。进一步分析用药特点可知温补脾胃妙用桂枝，

重用草、枣；通卫养荣阴中求阳，注重生津养液。以用药特点为基础，再结合临床实践等研究，笔者认为现代临床炙甘草

用量可以≧ 30g，麻仁用火麻仁更符合本方原义，而大枣用量是否大于常用量 15g 更佳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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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炙甘草汤乃千古名方，心乃一身大主，仲

景立此方救危急，方义不可不谓精微。向来医家为此百家争

鸣，无意中以自己观点强加仲景原义之事在所难免。如何更

近于原义？观仲景自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

大论、胎胪药录”，而《难经》之言“损其心者，调其荣卫”

与仲景用意深合，故笔者以其为源，兼引《黄帝内经》与《神

农本草经》等，试对方义做管蠡之析。庶几更切中本方原义。

1  何为“损其心者，调其荣卫”？

“损其心者，调其荣卫”语出《难经 . 十四难》“治损

之法奈何？然，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

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

肾者，益其精。此治损之法也。”。

1.1  治法为何是调荣卫？

心的主要功能有二：心主血脉，心藏神 [1]62。何为脉，

《素问·脉要精微论》云：“脉者，血之府也”，所以脉是

血流行的通道；《灵枢·营卫生会》云：“血者，神气也”，

所以血是藏神的物质基础。故心的主要功能以血为重要物质

基础。观后人对“损其心者，调其荣卫”的注解，滑寿言“荣

卫者，血脉之所资也”，徐灵胎释“营卫者，血之所充”。

故治心不离血，治血不离荣卫，昭然可知。

1.2  荣卫与血的具体关系为何？

荣气：《灵枢·营卫生会》云：“营在脉中”，《素问·痹

论》云：“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藏，洒陈于六府，

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可见荣气是血的重要组成部

分。荣气和血均行于脉中，二者可分不可离。《灵枢·邪客》云：

“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所以荣气又

是化生血的物质基础，其化生血的功能以津液为物质基础。

卫气：《难经 . 三十难》“荣气之行，常与卫气相随不？

然”，《难经本义》注解“故凡卫行于外，荣即从行于中，

是知其行常得相随，共周其度”[2]，所以卫气和荣气相伴而行，

共同运行血，使之周流全身。

所以“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是基于心 - 血 - 荣卫的

密切关系总结的精当治法，从荣卫出发，俾使心血复常，则

心损得愈。

2  炙甘草汤如何调荣卫？

炙甘草汤方出《伤寒论》“伤寒，脉结代、心动悸，

炙甘草汤主之。甘草（炙，四两） 生姜（切，三两） 人参（二两） 

生地黄（一斤） 桂枝（去皮，三两） 阿胶（二两） 麦门冬

（去心，半升） 麻仁（半升） 大枣（擘，三十枚）上九味，

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烊消

尽，温服一升，日三服”，笔者归纳出本方调荣卫两大法：

脾胃为本与通卫养荣为标。

2.1  法一：脾胃为本

荣卫根于脾胃。《灵枢·营卫生会》言 :“人受气于谷，

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

浊者为卫”，《素问·痹论》云 :“荣者，水谷之精气也……

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可见荣卫的生成本之脾胃，脾胃运

化水谷，其精微生成荣卫。故欲补荣卫之不足，必求于脾胃。

本法在小建中汤中的展现更为直观。方以甘温润泽之

饴糖为君，温中补虚。臣以辛温之桂枝，温脾助阳；酸苦之

芍药，益阴养血。佐以生姜温中健脾，大枣补脾养血。最后

以炙甘草益气和中，为佐使之用。全方立足脾胃，以温中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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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为主。仲景调荣卫以脾胃为本的特点可见一斑。

炙甘草汤证症状与小建中汤类似，故逻辑上仲景立方

法度相类，再者细究炙甘草汤用药，温补脾胃之药与小建中

汤十分相似，有炙甘草、人参、大枣、桂枝、生姜，足占总

药味一半，故炙甘草汤调荣卫也以脾胃为本。

2.2  法二：通卫养荣为标

何为通卫养荣，即通卫温阳、养荣滋阴之谓。本证不

仅“心动悸”，而且出现“脉结代”，结代脉属于难经十四

难所谓“损脉”，原文“何谓损？一呼一至曰离经，再呼一

至曰夺精，三呼一至曰困，四呼一至曰命绝，此谓损之脈也。

损脈之为病奈何？然，一损损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损损

於血脈，血脈虚少，不能荣於五臟六腑也；三损损於肌肉，

肌肉消瘦，饮食不为肌肤；四损损於筋，筋缓不能自收持；

五损损於骨，骨痿不能起於床”，是故本证远重于小建中汤

证，病重危急，所以仲景选择标本同治。除了温补脾胃治本

外，直接使用通卫养荣药，让荣卫直接得到补充与推动。方

中生地黄、桂枝等属于此。

综上，炙甘草汤出十味药，体现了脾胃为本，通卫养

荣为标的调荣卫方法。

3  分析炙甘草汤用药

据上文分析，本方十味药可归为两组：温补脾胃类与

通卫养荣类。大枣补肠胃之津液，又补血而养荣；桂枝温脾

阳又通血脉，故大枣与桂枝两类均可归入。对人参，笔者归

入温补脾胃类，原因有二：一，仲景所用人参多认为即今日

之党参 [3]。人参功补五脏，而党参更多在脾胃。二，观仲景

伤寒论出人参之诸方，不少都归因于脾胃，如小柴胡汤、厚

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三泻心汤、旋覆代赭汤、桂枝人参

汤、理中丸均是较为明显的脾胃原因。所以，十味药的分类

是：大枣、桂枝、生姜、炙甘草、人参归于温补脾胃类，大枣、

桂枝、清酒、生地黄、麻仁、阿胶、麦冬归于通卫养荣类。

试进一步分析如下。

3.1  温补脾胃类

大枣、桂枝、生姜、炙甘草、人参五味。其中桂、姜偏温，

枣、草、参偏补。主要特点有二，妙用桂枝与重用枣、草。

本方桂枝之用甚妙。原文“伤寒”二字，如太阳中风

与太阳伤寒，皆是荣卫不和，而荣卫本于脾胃，一损俱损，

脾胃焉得不受累？而桂枝外则调和荣卫，内则温煦脾阳，考

姜、附、辛类无能如此，是以桂枝之用恰到好处。

本方中炙甘草与大枣用量均为伤寒论之最。二者均为

补脾胃要药，大枣又能直接补血养荣，《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记甘草：“味之甘至甘草而极，甘属土，故其效皆在于脾”[4]，

《神农本草经》言大枣“安中养脾……平胃气……补少气、

津液”。本证发于太阳，累及心，故气血甚虚，当重补脾胃

以资化源，且大枣又直接补血养荣，是故二味药用量甚重。

因而二者之要非同等闲，在本方的现代应用中，其用量值得

研究，笔者下文将做探讨。

3.2  通卫养荣类

大枣、桂枝、清酒、生地黄、麻仁、阿胶、麦冬七味。

主要特点有二，阴中求阳与养荣药侧重生津养液。

本方滋阴药众多，但目的不仅是滋阴，还有通卫温阳。

原因有二。一，本证卫阳受损，原文明言“伤寒”。二，本

证阴虚不明显。本证以“心动悸，脉结代”为主，是否具有

阴虚的典型症状如：潮热盗汗、五心烦热等不影响使用本方。

张景岳言“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此之谓也。

养荣滋阴药有大枣、生地黄、麻仁、阿胶、麦冬五味，

特点是侧重生津养液。大枣补肠胃之津液；仲景所用生地黄

乃鲜地黄，生津液效佳；麻仁，《本草求真》言“盖胃腑燥

结，非此不解”[5]，亦补肠胃之津液；麦冬，养阴生津之要药；

阿胶，既生津养液，如俞昌之清燥救肺汤，又填精补髓，如《温

病条辨》之大定风珠。综合来看，是以生津养液为主。原因

何在？荣气的生理功能有二：化生血液和营养全身 [1]109，

营养全身的物质基础是血，而据上文分析，荣气要实现化血

的功能以津液为物质基础，所以欲调荣卫，需补充津液。

4  启示

4.1  炙甘草与大枣的用量

据金海浩研究 [6]，绝大多数现代医家本方中使用二者的

剂量的算数平均数是炙甘草 16g 左右，大枣 15g 左右，若不

考虑其它补脾胃药的使用，仅在原方用药中，要体现重补脾

胃的精神，笔者认为二药的剂量均可增大。据研究，仲景一

两为 13.8g[7]，则炙甘草用量为 50g 余，大枣十枚 32.9g[8]，

三十枚约合 100g。考虑古今药物药效不尽相同等差异，有

研究认为经方的现代临床用量是一两折合 9g[9]，则炙甘草可

用 36g。而仝小林团队发布的《经方临床用量策略专家共识》

中认为“临床预防用药时，经方一两折合 1 ～ 3 g；一般疾

病、慢性疾病时一两折合 3 ～ 6 g；急危重症时一两折合

6 ～ 9 g”[10]，本证见损脉，又心为君主之官，当属急危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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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炙甘草可用 24 ～ 36g。再验之临床，王新志使用炙甘草

60g，大枣 10 枚（合 30g 余）[11]；李松林使用炙甘草 40~50

g[12]；何庆勇使用炙甘草 30~60 g，大枣 20~60 g[13]；刘红旭

使用生、炙甘草各 30 g[14]；傅元谋使用炙甘草 30 ～ 50g[15]；

周龙妹使用炙甘草 60g，大枣 30 枚（约合 100g）[16]，以上

各家均获良效。综合以上资料，笔者认为重用炙甘草的依据

颇为充分，但重用大枣的依据相对较少。故笔者认为炙甘

草用量不妨≧ 30g，根据辨证可酌加，而大枣用量是否大于

15g 更佳尚需进一步研究。

4.2  麻仁用火麻仁更合本方原义

对方中麻仁一药，后世主要有三种看法。以柯琴为代

表认为用酸枣仁，以唐宗海为代表认为用胡麻仁，以及有医

家认为用火麻仁。现代考据尚无确论，看法不同者有之 [17]

[18]。从医理分析，诚然如上文言“治心不离血，治血不离

荣卫”，但除荣卫外，血的化生还与津液和肾精相关 [1]110，

治血三者皆不可离。又乙癸同源，所以柔肝养血药与填精补

髓药也能补血，但本证并无明显肝肾阴虚，且阿胶已有一定

养肝肾之用，故尚无必要再用这两类药。再者，火麻仁缓泻

之效通利肠道，符合心与小肠相表里的理论。酸枣仁虽酸甘

化津，但味酸入肝，长于柔肝养血，且缓泻不明显；胡麻仁

虽缓泻，但偏填精补髓，所以笔者认为就原方证而言，火麻

仁更为适合。

5. 小结

以“损其心者，调其荣卫”为源分析《伤寒论》炙甘草汤，

清楚地从中医理论上揭示了本方治疗“心动悸，脉结代”的

原理，阐明了本方的用药特点，并结合临床实践等研究对关

于炙甘草、大枣及麻仁的有关问题做了回答，使本方方义得

到较全面的发挥，更有利于其临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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