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TA UNIVERSITATIS TRADITIONIS MEDICALIS SINENSIS PHARMACOLOGIAEQUE SHANGHAI V01．2lNo．3May．2007

试论张伸景运用细辛的规律

陈海勇 童 瑶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 (香港999077)

【摘要】细辛作为张仲景常用的一味中药，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共载与细辛相关方剂

20首，方后注中加细辛方3个，总计条文21条。仲景使用细辛之特点是应用广泛、配伍精当、用量颇大，说

明仲景用细辛无‘‘不过钱”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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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辛辛温，归肺、肾、心经。细辛作为张仲景常

用的一味中药，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

中，共载与细辛相关的方剂20首，包括方后注中加

细辛方3个，总计条文21条。仲景运用细辛有其一

定的规律，在功效、配伍、用量上都颇具特色，可为

后学者借鉴。概括起来，仲景运用细辛有以下特点：

1 应用广泛

1．1化饮止咳细辛性温能散，善行肺中停饮，为

治寒饮咳嗽之要药。《伤寒论》第40条：“伤寒，表不

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

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证属
寒饮客肺，宣降失调，气机上逆而呕咳，故方中以细

辛、干姜温化水饮，开调水道；麻黄、桂枝发汗解表，

宣肺平喘；配以半夏燥湿化痰，五味子反佐敛气，芍

药酸苦涌泻，甘草益气和中，组成散寒化饮之剂。如

果内有饮热，则可加入石膏，使既有行水化饮之功，

又增清肺泻热之效。如《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

气病脉证治》：“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

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条文中指

出：“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桂苓五味甘草

汤，去桂，加干姜、细辛，以治其咳满。”则更加清晰

表明仲景将细辛用来治痰饮之咳。同时，《伤寒论》

第316条真武汤方后注云：“若咳者，加五味子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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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细辛一两，干姜一两。”也说明了细辛有止咳化

痰之效。

1．2驱风散邪 细辛具有驱风散邪之功。《本草经

疏》云：“细辛，风药也。风性升，升则上行，辛则横

走，温则发散。”《金匮要略》中的侯氏黑散主治“大

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方中细辛、防风、

菊花、桂枝驱风散邪，黄芩、牡蛎清热敛阴，人参、白

术、当归等益气养血。《金匮要略》附方千金三黄汤

主治“中风手足拘急，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

日不欲饮食”，方中细辛、独活、麻黄疏风解表，黄芩

清热除烦，黄芪益气固表，成为驱风固表、清热除烦

之方。

1．3通脉回厥细辛气味芳香浓烈，有开气宣络之

功，《本草正义》云：“细辛，芳香最烈，故善开结气，

宣泄郁滞⋯⋯内之宣络脉而疏通百节，外之行孔窍

而直透肌肤。”细辛性温味辛，又为温通血脉、回厥

救逆之要药。《伤寒论》第351条：“手足厥寒，脉细

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证属血虚寒凝，血脉不

通，而见手足厥寒诸证，故以当归四逆汤补血、散

寒、通脉回厥。方中细辛、桂枝通脉回阳，当归、芍药

养血补血，通草行血通络，共奏通脉回厥之功。

“寒气厥逆，赤丸主之”(《金匮要略·寒疝腹满

宿食病脉证并治篇》)。本条论述的是寒饮内停引起

的厥逆证，方中细辛、附子散寒回厥，茯苓、半夏化

饮降逆。方中细辛既有回厥之功，还具有化饮之用。

《伤寒论》第338条：“伤寒脉微而厥⋯⋯蛔厥

者，乌梅丸主之。”该方以乌梅安蛔，附予、细辛、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