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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虚劳病篇》解读

田永衍

(曹肃中医学院2006级硕士研党童，甘肃兰残730000)

摘要：通过分析张仲景辩治“虚劳”用穷，提出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必雄散、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肾气丸、薯镄丸、酸枣仁汤、大

黄瘙虫丸等8方英有一定内在变化荚系，重点突鑫辩治“虚劳”动态疾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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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劳，颇名愚义，嚣劳致寝。纛甍瘸视，劳是瘸掰。痘有

脏腑经络、阴阳气血之分，劳有五劳七伤之说¨j。《索问·宣

明五气篇》曰：“久视伤m，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

行伤筋，怒谓五劳所伤。”即论病因。《难经·十四难》目：“一

蒺擐予皮琵，皮聚嚣毛落；二按损予巍熬，盎辣虚少，不能荣

于五脏六腑；三损损予胍肉，肌肉消瘦，饮食不能为肌肤；四

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予骨，骨痿不能起于床。”

即论症状。七伤，如《金暖要略·虚劳篇》：“食伤、忧伤、饮伤、

房室臻、饶经、劳饶、经终营卫气绞。”憨之，蔑是壶势镌致脏

腑经络、阴阳气血诸虚，有一系列劳损癜状皆称为虚势。

虚劈的治疗，《素问·三部九侯论》曰：“虚则补之”。《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日：“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

瑷喙。”藤《难经·÷溷滚》剜墨：“按其臃者，菱冀气；损其心

者，调其浆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冀肝者，缓

其中；损冀肾者，益其精，此治损之法也。”张仲景在前人认识

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虚劳的病机及癌状，并设八茵疗虚劳

方<桂技麓楚置挂翁汤、必雄教、小建孛汤、黄芪建孛汤、鹜气

丸、薯蓣丸、酸枣仁汤、大黄廑虫丸)，为我们治疗虔势提供了

具体的方法和手段。

权衡仲景虚劳八方志次序，深刻揭示了虚劳志发展规

霉，终现了傍暴发展变化孵动态疾癍蜣。

1从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刹天雄散

“夫失精家，少腹效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极虎芤迟，

为清谷，毒血，失穗。球缮谤芤动微紧，舅子失精，女子梦交，

桂棱加楚曾牡蛎汤主之”。

《金浆》日：“此条亡皿失精之下，与上文义不属，当作另

一条在后。”即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所主为“脉得诸芤动微紧，

男子失耩，女子梦交”。

本方诳由劳伤心肾乏阳气，阴阳不得交泰所致。《素问·

生气通天论》日：“阳气者，若天与日，必其所则折寿而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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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豢虔劳先以戮气立论，镕现耋巍粥气思想。《素阕·攀瘸

论》匿：“劳则气耗。”阳气耗则不足，不足刚不能与阴相和合。

本方以桂枝、甘草、生姜、大枣助阳以和阴，芍药引阳以入阴，

龙牡外收耗散之阳气，内安浮越之心神，并能固下。诸药含

鼷成烫翻鹅辍，交逶上下之方，霞疆合覆渚痰悉涂。

天雄散诞：桂枝加龙骨被蛎汤后出一天雄散，有方秃诳，

而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所主之上一句又有诋无方。观天雄散

用药与其证颇相宜，《外台》亦用治男子失精，敞天雄散当是

浍其证方(条文凳主)。证枣游谷为薅|嚣气攫，失糖为努辫气

廉。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极廛犹迟为一身陌气

尽虚，或不能溆，或不得升，或不能化(精)。

天雄散中棱枝益心阳，囱术补脾阳，天雄温肾阳，龙骨蜜

襻秘耪，交通心牌学囊霾一身之藤，残涅李}心辫臀之方。

如果说桂枝加龙牡汤怒劳丽阳气耗散不足的话，丽天雄

散则是劳而阳气内伤而虚，心脾肾三脏俱瘸。从桂枝加龙牡

汤到天雄散，反映人身阳气渐虚，虚劳渐甚之发展过程。

2从小建中溺潮黄莛建审汤鬻鬻气丸戮蔫蓣兔

“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科肢酸疼，手息烦

热，咽于口燥，小建中汤主之。”

小建审汤辑主之证纷纭复杂，苓搀一靛一翡，当是经络

鬻叠气血伤丽为病。劳易伤入阳气，陌气久伤刚阴血亦亏，

中焦为营卫之所出，气血之所生，故仲景于此证立小建巾汤

建中气以化生蒋卫气血。

桂枝汤治燕瓣气，桂枝汤倍芍药瑟魏黢镑到是气巍离

治。从桂枝加龙糙汤到小建审汤，提示虚势由初之阳气伤藤

发展为阳气阴皿两伤。

“虚劳里急，诸不足，黄芪建中汤主之。”

黄蓰建孛汤掰主之{蒌《金匮要略》叙述较篱，攥互文受义

法和以方测证法，其证当在小建中汤所圭蕊磷之上愈甚。瘸

机是由经络营卫气血不足到脏腑阴阳诸脉证俱不足，脾胃尤

虚，小建中汤_之建中之力已不足以复其虚，以黄芪建中汤益

气温孛嚣羚寝。穗黄芪者，一益气，二遗孛，三羚脾。

从小建中汤到黄芪建中汤，提示虚势蠢经络营卫气斑不

足而发展至脏腑(脾胃)阳气阴血虚，病位渐深，病情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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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

肾气丸在《金匮要略》中多处运用，《痰饮篇》、《妇人杂病

篇》皆有用处。后世运用更广，兹不一一复赘。其病机总是

由于肾气虚，或不藏精，或不主水，或其他有关功能失常而为

病。肾气丸者补。肾气，后世多将其列入补肾阳方是误读。干

地黄、山茱萸、山药复肾之藏精之职，茯苓、泽泻复肾之主水

之职，丹皮调肾中相火，桂附暖肾中元阳，诸药合用则调补肾

中阴阳而化生肾气，恢复肾之功能。

从黄苠建中汤到。肾气丸提示虚劳由脾及肾，由脾胃之阳

气阴血虚而至肾中阴阳两虚的发展过程。

“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薯蓣丸主之。”

虚劳至薯蓣丸证则是人身之五脏六腑，阴阳气血皆虚，

故其方以四君补气，四物补血，桂枝、干姜温阳，麦冬、阿胶滋

阴，山药、豆黄卷、大枣、曲、柴胡、防风、杏仁、桔梗、白薇等诸

药，或调脏腑经络之气机，或助复人身之阳气阴血，或开脾胃

以化生营卫气血。虚劳至薯蓣丸证已无速复之机，宜缓图

之。故方中重用薯蓣、甘草，冀理脾胃而资恢复之机，启中焦

以生气血之源。

从肾气丸证到薯蓣丸证，提示虚劳发展至肾虚，则人身

之元阴元阳皆受其伤。肾虚久不复，五脏六腑必受其累，从

而五脏六腑皆虚。治疗宜重脾胃、治气血、平调五脏六腑，缓

缓图之。故方后日：“炼蜜为丸，如弹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

百丸为剂。”

3从酸枣仁汤到大黄廑虫丸

若果说虚劳前六方或专主阳气，或气血同治，且以阳气

为主。至酸枣仁汤证和大黄鹰虫丸证则病久全入阴血分，或

阴血虚丽生热，或阴血滞而难复，提示虚劳之发展由气及血，

由血虚而变为血瘀的过程。

“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

酸枣仁汤所主为因劳而烦，因烦丽不得眠。此处之劳指

思虑过度，劳伤心肝脾。思虑过度，一方面易致心肝营血暗

耗，营血亏则易生火；另一方面易致心脾气机郁结，气结又易

化火，火扰心神则烦而不得眠。

方中酸枣仁善疗心肝血虚之心烦不眠，甘草缓其中，知

母清其热，茯苓散其结，JII芎调其血，诸药合用则治心肝阴血

虚，火热内扰之虚烦不眠。

“五劳虚极赢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

伤，饥伤，劳伤，经络营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

黑。缓中补虚，大黄廑虫丸主之。”

虚劳至大黄廑虫丸证则是五劳七伤而“虚极”了。“虚

极”一是冈虚劳日久，气血极伤；二是因气血伤极而运行无

力，瘀血内生，即所谓“内有于血”。瘀血不去则新血难生，气

血难复。

气m虚极而致瘀，自然不能用峻猛行气破血之品。本

方，大黄用十分且蒸(汉制，四分为一两，十分即二两半)，而

又重用水蛭、虻虫、蛴螬、廑虫等血肉逐瘀之品。又以地黄

(方中用量最重，为十两)、自蜜、甘草、芍药、干漆(《本经》日

干漆“主绝伤，补中，续筋骨，填髓脑，安五脏，五缓六急”，可

见其有补)顾护正气，黄芩清瘀热，桃仁、杏仁气血双调，而成

缓中补虚，活血化瘀之方。

综上所述，仲景《虚劳病篇》论治虚劳，由气而血(由阳气

不足一阳气虚一气血双虚一血虚一血瘀)，由经络而脏腑(从

经络气血不足一脾肾气血阴阳虚一五脏皆虚)，深刻论述了

虚劳由初及渐，由浅入深，由轻到重的发展规律，层次分明，

法度森严。当然，这并不是机械地说虚劳之进程必始于桂枝

加龙牡汤证，终于大黄廑虫丸证，或必由小建中汤证发展至

黄苠建中汤证、至肾气丸证、至薯蓣丸证，具体方证大町举一

反i，但财其气血经络脏腑的传变规律应有深刻的认识。只

有深刻认识虚劳的发展传变规律，深入领会仲景发展变化的

动态疾病观，才能更好地在临床预防和治疗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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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现在与未来》征订启事

由我国著名中医基础理论学者，天津市精粹国医经验

研究所所长张维耀编著的《中医的现在与未来》(第二版)

已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全书100万字，分为九

章：1．命运攸关的抉择；2．试评中医经典著作；3．中医理论

体系的形成；4．理论核心的演变；5．脏象学说的实质；6．中

医系统论假说；7．中西医结合是里程碑；8．中医现代化方

向；9．人才决定现代化的成败。

2006年6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著文评论此书，

认为该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因为它具备了三个条件：

其一，该书对经典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整体性的

规范；其二，确定了现代中医学门类应该具备的要素和经

典中医学的根本区别；其三，阐明了由中医学基本概念构

成的现代中医基本原理和假说。该书系统介绍了经典中

医学规范体系和未来发展方向，论述严谨，持之有据，剖析

深入。”所以说此书是中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是

经典中医学和现代中医学的分水岭，对当前中医学、中西

医结合研究中的不规范和误区，提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论

点，在当前发扬中医学还是废弃中医学的大讨论中有较大

的指导意义。

该书是中医学、中西医结合研究者，中、高级中医师，

各级管理人员的必读之书。定价：185元，求购册数较多

可优惠。联系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467号博爱门

诊；邮编：300110；电话：(022)27641818；联系人：张子超，

胡雯，张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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