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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方用药特点与其起源、发展、理论密切相关，经方起源于神农时代
用相对应的药物治疗，体现了方药对应、方证对应，积累了单方方证经验
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六经辨证理论体系，故经方的使用是在八纲、六经指

辨用药。

经方用药需正本清源

□ 冯世纶 中日友好医院

  经方用药有特点，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经方自身就不能正本清源
危难，西晋以后以《内经》释经方(《伤寒》)，遂不明经方理论实质，
正本清源，把经方与时方对比，考证经方用药起源及指导理论，必不可少

  经方用药与时方用药的理论体系不同 

  经方用药与时方不同，早已引起中医界注目，如清代的徐灵胎，查
术源流，认为经方与时方用药有明显不同，为此特立专著《本草古今论
崇。 

  “本草之始，昉于神农，药止三百六十品，此乃开天之圣人与天地
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故对证施治其应如响。仲景
多而神明变化，已无病不治矣。迨其后，药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为
凡华夷之奇草逸品试而有效，医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书，至李时珍增益
其异同辨其真伪，原其生产，集诸家之说而本草更大偹，此药味由少而多之故也
试验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广，然皆不若《神农本草》之纯正真确，
无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后世所增之药则尤有不足凭者；至其注
某病，则增注之古方治某病，其药不止一品而误以方小，此药为专治此病者
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实非此药之功而强著其效者，种种难信，至张洁
某经，则更穿凿矣！”这短短的400字，不但论述了经方与时方用药不同
古，与后世草率药物归经明显不同。如再参看徐灵胎专论《治病不必分
到，经方用药与时方用药之所以不同，主要是理论体系的不同。 

  经方用药起源于神农 

  传说“神农一日遇七十毒，”是先民与疾病斗争真实写照的缩影，
累应对疾病有效药物时，是根据症状寻找相对应有效的药物，经历了反
《神农本草经》的撰成年代和作者是谁，至今仍不清楚，但公认其为我
了我国医药的起源。其实其与《伤寒论》一样，该书不是一个人、一个
农时代是历史事实。 

  《本经》所以依托神农之名，一是确与神农有关；二是因在神农时
少防病治病知识，后世记载其内容权当属于神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农时代大约距今10000年前到5000年前”，即在黄帝之前。我国考古工作者
北省蔚县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出6处房屋形制基本相同
地穴式建筑，这些房屋，都是在生土层上向下挖约50厘米，四壁和居住面都用草拌泥
用火焙烤，居住面平整而又坚硬，火堂位于屋子的中央。同时又发现许
(神农时代)。又于1995年在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遗址考证，恰好与考古
吻合，也与史书中记载的神农氏时代相对应。这些考古资料证实了，我
大自然环境中，逐渐适应环境、认识大自然，体悟“人法地，地法天，

  我们的祖先在生活中难免疲劳受寒，引起头痛、恶寒、发热等症状
熨皮肤，使汗出而解；或服碗热汤、热粥同时盖上棉被汗出而解；或用草
姜、葱、大枣等煎汤热服及加盖棉被取汗而解(也因之经方又称“汤液

下一篇 �  

页码，1/2中国中医药报社数字报刊平台

2009-6-17http://www.cntcmvideo.com/zgzyyb/html/2009-06/04/content_23641.htm



 经方用药需正本清源

 中医可治 

食管胃黏膜异位症

 《伤寒论》第113条应为阳虚感寒证

 咳与嗽分开辨治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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