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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在《伤寒论》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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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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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在《伤寒论》中运用广泛，本文从调和营卫、和解少阳、
调和肝脾、表里双解、寒热并用和虚实兼顾六方面对和法进行
了概括性探讨。 

    和法是指通过和解与调和的方法，使脏腑、阴阳、表里、气血失和归于平复，寒热、虚实错杂的

复杂证候得以解除的一种治法。正如戴天章在《广瘟疫论》中说：“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施之谓

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而《素问•生气通天论》：“因而和之，是谓圣度，……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则是和法的立论根据。《伤寒论》中和法的运用广泛，内容丰富，如和解少

阳、寒热并用、补泻兼施、表里双解、协调肝脾、调和气血等，对临床颇有指导意义，实开和法临床

运用的先河。现就《伤寒论》中部分和法的运用作一浅析。 

1  调和营卫 

   代表方剂为桂枝汤。用于治疗发热、汗出、恶风寒、头痛、脉浮缓等症，不论外感内伤，均可使

用本方治疗。如12条：*‘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浙浙

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此由外感风寒所致的太阳中风证，病机为卫强营弱，

冶用桂枝汤调和营卫，解肌祛风。再如53条：“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荣气和，荣气和者，外不谐，以

卫气不共荣气谐和故尔，以荣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营卫和则愈。宜桂枝汤。”54条：“病

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54条言卫气不

和，53条言营气和，二者各谈一个侧面，实则均为营卫失和。以营行脉中为卫之守，卫行脉外为营之

使，营滋卫而使卫气不亢，卫护营而使营阴不泄；若卫气不和，失却固外之职，则营虽无病，亦失内

守之能，此即“病常自汗出”、“时发热自汗出”的原因，其病因正如唐容川在《伤寒论浅注补正•

太阳中篇》所云：此乃“营卫自病，不因外邪也。”治疗方面，张令韶在《伤寒论直解•辨太阳病脉

证篇》中说：谓“宜桂枝汤发其汗，调和营卫之气则愈。”由此可见，作为《伤寒论》第一方的桂枝

汤运用范围非常广泛，谓不仅用于治疗风寒外感所致的卫强营弱(太阳表虚司证)，还广泛地用于内伤

杂病中的阴阳不和(包括脾司胃不调，方中草、姜、枣有益气调中作用)，故徐忠可云：桂枝汤“外证

得之解肌和营卫，内证得之化气调阴阳。” 

2 和解少阳 

   《伤寒论》第96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

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



小柴胡汤主之。”此为邪人少阳，枢机不利，正邪分争于半表半里之少阳病。所谓半表半里，实为邪

正相争、正邪相持阶段。此时邪气虽不太盛，正气却也不强，病邪不能人于里，正气也不能达邪外

出。“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由于少阳病理机制特殊，并非

汗、吐、下三法之所宜。治宜和解少阳，助正达邪，治以小柴胡汤为主。小柴胡汤中柴胡、黄芩疏泻

半表之郁滞，清泻半里之邪热，和解表；生姜、半夏和胃降逆止呕；人参、大枣、甘草益气和中，扶

正祛邪，寓治未病防邪深入之意。全方有疏  利三焦、和解少阳、宣通内外、调达上下、运转枢机

的  作用。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中论小柴胡汤首先提出：“伤寒邪在表者，必渍形以为汗，邪气

在里者，必荡涤以为利。其与不外不内，半表半里，既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则

可矣。小柴胡汤为和解表里之剂也。”     

   第230条“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

胃气因和……”。小柴胡汤不是发汗剂，但能资助胃气令“汗出而解”，可见这种汗解正是小柴胡汤

和解少阳使气机宣畅、三焦通调的结果。 

3  调和肝脾 

 《伤寒论》第318条：“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

四逆散主之。”本证四肢厥逆，是因肝脾气滞，气机不畅，阳气内郁不能达于阴经与阳经相交的四

末，手足失于阳气的温煦所致。腹痛、泄利下重均因肝脾失调，肝气郁滞，木乘脾土所致。诚如吴谦

《医宗金鉴》所论：“今但四逆而无诸寒热证，是既无可温之寒，又无可下之热，惟宜疏畅其阳，故

用四逆散主之。”四逆散疏肝理脾，方用柴胡疏肝解郁，调畅气机，使阳气透达于表，阳气通则四肢

温；枳实行气散结，泻脾气之壅滞，调中焦之运化；柴枳相配，疏肝理脾，和解表里； 

芍药柔肝敛阴，缓急止痛；甘草调和诸药，和中益气，并能协助芍药缓急止痛，缓中和胃。四药合用

可使肝脾调和，气机条达，郁阳得伸，厥逆自复。 

4  表里双解 

 《伤寒论》中许多条文都体现了表里双解的思想，典型的是治表里同病、协热下利的两条：一是第 

34条：“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之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

主之。”此乃太阳表证未解，误用攻下，虚其里气，致表邪内陷阳明而下利不止，以葛根黄芩黄连汤

外解太阳余邪，内清阳明里热，使表解里和，身热下利自愈。另一条是第168条：“太阳病，外证未

解，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因太阳表证未

解而误下，损伤脾阳，寒气内凝而成表不解，里虚寒的协热下利。表未解者，辛以散之；里不足者，

甘温缓之。其方乃理中汤加桂枝而成，共奏表里双解之效。程知在《伤寒经注•太阳辨证》中评论这

两条：“一救其表邪人里之实热，一救其表邪人里之虚寒，皆表里两解法也。” 

   此外，大柴胡汤主治之少阳邪热兼阳明里实(103、136、165条)，小青龙汤主治之表寒里饮(40，

41条)，大青龙汤主治之表寒里热(38，39条)，均体现了表里双解之法。 

5  寒热并用     

 《伤寒论》第338条：“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

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蛔上人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

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 

   厥阴病的证候特点为寒热错杂，厥逆胜复。乌梅丸虽为治蛔而设，但其所治蛔厥，必须是寒热错

杂而正气虚的，如果单是寒证或单是热证，则均非所宜。观其病机乃胃热肠寒，蛔动不安，故以乌梅

丸寒热并用和解之。 

   胃虚热痞的半夏泻心汤证，食滞明显、干呕食臭的生姜泻心汤证，利甚心烦不安的甘草泻心汤

证，中虚腹痛、胸热呕吐的黄连汤证，热扰胸膈兼中寒下利的栀子干姜汤证，均有寒热错杂的病机，

其治疗均届寒热并用的和法。 

6  虚实兼顾 

   此法适用于虚实夹杂之证。欲补其虚，必碍其实，欲祛其实，必伤其虚。治以扶正祛邪，虚实兼

顾。如《伤寒论》第356条：“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

利，吐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此为正虚邪实、阴阳错杂、寒热兼见、表里

不解之证。尤在泾在《伤寒贯珠集》中云：“阴阳上下并受其病，虚实寒热，混淆不清，欲治其阴，

必伤其阳，欲补其虚，必碍其实，故难治”。面对如此复杂的病情，单纯扶正或祛邪均非所宜，抬疗

上必须复合立法，扶正祛邪，虚实兼顾，方用麻黄升麻汤。该方不仅扶正祛邪，虚实兼顾，而且融寒

热并用、表里双解之法于一体，清上温下，扶正益阴，发越郁阳。本方药物组成虽多，但其药物之选

择，用量之大小，仍较严谨，体现了经方配伍严谨、疗效卓著的特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它如三泻心汤、乌梅丸等方，寒热并用的同时虚实兼顾；桂枝人参汤既表里双解又扶正祛邪(虚

实兼顾)，以上均为病情错综，证候复杂，而治疗上需多种和法复合运用。 

   综上，《伤寒论》中的和法运用非常广泛，主要适用于证候错综、病机复杂，或寒热并见、虚实

互呈，或表里同病、脏腑朋阳气血失调，非单用“汗、吐、下、温、清、消、补”等法所能奏效的病



证。因此治疗上运用和法，扶正祛邪，全面兼顾，协调寒热、虚实，纠正脏腑阴阳气血的偏盛偏衰，

使邪去正复，“阴阳自和”，机体达到新的平衡。 

致谢：本文承蒙车念聪教授指导，谨表谢意。 

*条文号以明赵开美复刻宋本为依据。 

   (收稿日期：2003—12—12) 

>>进入讨论  

 

 

地址：北京东单三条甲七号 邮政编码：100005 电话：（010）652515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