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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百脉一宗&释义探析!

刘晖!刘紫阳!崔姗姗

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 郑州 #P""#:

摘要!(金匮要略)中百合病是临床比较常见$又较易误诊的疾病"其关键在于对&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这一病机的理解! 关

于&一宗'"历代医家有不同解释"如&心'&心主'&肺'&宗气'&合而为一'&不分经络'等! 笔者从文理$义理$医理$临床实践$

用药等多方面对百合病进行分析"认为&一宗'当指&宗气'! 近现代"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百合鸡子黄汤$百合滑石汤等

百合诸方也常被应用于治疗抑郁症$焦虑症$癔症$神经症或亚健康状态等! 患者本无五脏六腑器质性病变"多是体内气$血$

津液运行输布失常"百脉不和所致! 而百脉的运行必须依赖气的推动与调和"宗气是后天重要之气"宗气不利等因素是百合

类疾病的重要病因之一"有针对性地选用百合诸方"对提高百合类诸病的临床疗效和拓展经典方剂的应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百脉一宗'#百合病#宗气#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百合鸡子黄汤#百合滑石汤#(金匮要略)#张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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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百合狐 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阐

述了百合病病因病机与症状!$百合病者%百脉一

宗%悉致其病也' 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

能卧%欲行不能行%欲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

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

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

数'&

条文中的百合病以百合为主药治疗%因而以百

合命名%其$多见于伤寒大病前后%或为汗吐下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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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变%或平素多思不断%情志不遂%或偶触惊疑%猝临

异遇%以致行住坐卧饮食等%皆若不能自主之

势&

)%*

' 因其症状多有似是而非之象%后世医家对

其解释千差万别%临床上也因难以把握而常常误诊%

因而有$此病最多%而医者不识耳&之论)%*

' .金匮

要略/中提供了多首以百合为主药的方剂%如百合

地黄汤(百合知母汤(百合鸡子黄汤(百合滑石汤等%

以适应具有不同兼证的百合病的治疗'

条文阐述了百合病的发病机理为$百脉一宗%

悉致其病也&' 其中$百脉&取自.素问+经脉别论/

$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

其含义为全身的血脉' 而有关$一宗&%历代医家有

不同的解释%如 $心&

)!*

( $心主&

)9*

( $肺&

)#*

( $宗

气&

)P*

($合而为一&

):*

($不分经络&

)L*等%而现行的

.金匮要略/教材多把$宗&解释为$心肺两脏&

)I*

'

本文从文理(义理(医理(临床实践(用药等诸多方面

对百合病进行分析%提出$一宗&为$宗气&的观点%

意在明晰.金匮要略/所表达的真实含义%探求百合

病的发病机制%为正确理解经典并以之指导临床实

践%提高百合类方剂的疗效%拓展其临床应用提供依

据'

CD%一宗&为%宗气&的文理$义理分析

从文理上%$百脉一宗&可以有两种结构关系%

一种是对偶关系%如$百&对$一&%$脉&对$宗&%即

$百脉&对$一宗&' 另一种是从属关系%如百脉合为

一宗' 但如果考虑后句的$悉&字%前种对偶关系的

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悉&为全部(都是的意思%强调

多数之间的等同' 而从属关系解释的百脉一宗%一

宗为其核心词%与$悉&并不相配%因而$百脉&和$一

宗&应是对偶关系%是平等的概念实体' 从这个角

度可以否定$合而为一&$不分经络&之说'

从行文习惯上%古今医学著作在描写医学原理

时%很少采用以间接方式提出生理概念的表达方法'

如果疾病的病位是肺或心%一般会直接提出%不会拐

弯抹角地列出一个$宗&字%留下被误解的隐患' 因

而一宗为$心&$心主&$肺&$心肺两脏&的可能性也

比较小了'

从义理上%若$百脉&和$一宗&为平行对偶关

系%如果$脉&为血脉的缩略语%那么$宗&也应该是

某个生理概念的缩略语' 在中医里%以宗命名的概

念有宗气(宗脉(宗筋等%其中宗气与血脉的关系最

为密切%如.灵枢+邪客/中有!$宗气积于胸中%出

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血脉为心所主%宗

气为肺所主%一为血%一为气%彼此关联%相互配合%

保证气血的正常运行%在人体中皆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 因而从$百脉&和$一宗&的对偶关系和血脉与

宗气在功能上的联系上看%$一宗&为宗气的解释是

较为合理的'

而如果 $一宗&为宗气% $百&和 $一&恰是对

$脉&和$宗&的最好的限定' 因人体内血脉的数量

极多%因而可谓之为$百脉&%而宗气是以$隧&进行

描述的%如.灵枢+邪客/中有!$五谷入于胃也%其

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

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 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

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

焉' 卫气者%出其悍气之剽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

肤之间而不休者也'&那么与百脉相应%$一&即是对

一隧宗气最好的限定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宗

为宗气的合理性'

最后%关于概念的时效性%即宗气是否是成书年

代医家所使用的有效概念' 在.伤寒论+平脉法/

中%有两条涉及宗气的条文%说明宗气在当时是被接

纳和使用的概念' 综上%从文理和义理等方面分析%

$百脉一宗&的$一宗&%在百合病条文中解读为$宗

气&%是具有较大合理性和可能性的'

FD%一宗&为%宗气&的中医机理分析

FECD从生理病理分析宗气失常与百合病的关系&

清代医家周学海在.读医随笔+证治总论+气血精

神论/

)$*中论述宗气的作用%颇有见地!$宗气者%动

气也' 凡呼吸(语言(声音%以及肢体运动(筋力强弱

者%宗气之功用也' 虚则短促少气%实则喘喝胀满'

凡人之身%卫气不到则冷,荣气不到则枯,宗气不到

则痿痹而不用00故卫气有寒热病,营气有湿病(燥

病,宗气有郁结病%有劳倦病'&在.读医随笔+形气

类+气能生血血能生气/

)$*中论及!$荣气主湿%卫

气主热%宗气主动' 荣气不能自动%必借宗气之力以

运之' 卫气虽自有动力%而宗气若衰%热亦内陷' 故

人有五心烦热%骨蒸烦热者%宗气之力不能运热于外

也,水停心下%困倦濡泄者%宗气之力不能运湿于外

也'&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宗气异常与百合病的关

系!"%#呼吸语言声音%为宗气之功用%宗气不利则

不喜言语发声%因而有$常默默&之候,.黄帝内经/

中.灵枢+海论/载!$气海不足%则气少不足以言&%

也说明了这一点' "!#宗气强弱与肢体运动(筋力

强弱有关%宗气不利可致肢体痿痹而不用%这与百合

病$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可能有一定关系,若

宗气不行%血结于心下而循行不畅%也可导致身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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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9#宗气有郁结病与劳倦病%百合病亦有郁结

与劳倦之象' "##宗气若衰%热亦内陷%有烦热,百

合病亦有热象(烦象' "P#宗气为营气之动力%宗气

动力不足%营卫也不能正常运转%使百脉不能正常输

送营养滋养全身%因而会出现血脉病(虚弱证候'

":#卫气虽有动力%也要借助宗气之力%宗气不利则

卫气不强%或许与$如寒无寒%如热无热&有一定关

系'

综上%百合病表现的症状%虽与多个脏器相关%

但并没有器质性病变%如虽与肺相关%却无特定的肺

系证候,虽与心相关%也无典型的心系疾病证候,虽

有不欲食的脾胃系症状%但有时又 $饮食或有美

时&%显然也没有脾胃病' 这些看似异常%又不是很

严重的症状%不是某个或某几个脏腑的功能失常%而

是运行在这些脏腑之间的通道%如气(血(津液出现

了异常' 而在这些通道中%宗气在胸中%融合从外界

吸入的清气和来自脾胃的水谷之气%推动营血和卫

气的运行%宗气的异常会使全身的气(血(津液的疏

布处于不健康的状态%涉及哪个脏腑%就会表现出相

关脏腑的不和谐%以此%就可以表现出百合病那种万

般无奈%而又$身形如和&的状态'

FEFD从百合病与大气下陷证的共性分析宗气失常

与百合病的关系&从历代医家对百合病的诊疗情况

看%百合病的临床症状基本上与.金匮要略/条文描

述的一致%并且常常是使用其他治疗方法无效%须用

百合方才能治愈' 如清代医家张璐治疗一百合病

人!$虚火不时上升%自汗不止%心神恍惚%欲食不能

食%欲卧不能卧%口苦小便难%溺则洒淅头晕%自去岁

迄今%历更诸医' 每用一药%辄增一病' 用白术则窒

塞胀满%用橘皮则喘息怔忡%用远志则烦扰烘热%用

木香则腹热咽干%用黄芪则迷闷不食%用枳壳则喘咳

气乏' 用门冬则小便不禁%用肉桂则颅胀咳逆%用补

骨脂则后重燥结%用知(柏则小腹枯瘪%用芩(栀则脐

下引急%用香薷则耳鸣目眩%时时欲人扶掖而走%用

大黄则脐下筑筑%少腹愈觉收引%遂致畏药如蝎%惟

日用人参钱许%入粥饮和服%聊藉支撑'&后以百合

方治愈)!*

'

此般情形与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医方+

治大气下陷方/

)%"*所载大气下陷证治案极为相似!

$一人%年二十余' 动则作喘%时或咳嗽' 医治数

年%病转增剧%皆以为劳疾不可治' 其脉非微细%而

指下若不觉其动' 知其大气下陷%不能鼓脉外出%以

成起伏之势也' 投以升陷汤%加人参(天冬各三钱%

连服数剂而愈'&像这样被误治数载%而采用升提大

气的方法数剂而愈的病例非常多' 张锡纯$深悯大

气下陷之证医多误治%因制升陷汤一方%又有回阳升

陷汤(理郁升陷汤二方%皆由升陷汤加减而成' 此三

升陷汤后%附载治愈之案%其病之现状!有呼吸短气

者%有心中怔忡者00种种病状实难悉数' 其案亦

不胜录&

)%"*

'

大气下陷证会表现出不同的证候%但若对标治

疗则无效%甚至会加重病情或成危候%应是与大气在

身体中的重要作用有关%若不升提下陷之大气%则无

法治其根本' 作为一个提出大气下陷理论并在临床

中成功运用的医家%张锡纯非常看重大气的作用!

$是大气者%原以元气为根本%以水谷之气为养料%

以胸中之地为宅窟者也' 夫均是气也%至胸中之气%

独名为大气者%诚以其能撑持全身%为诸气之纲领%

包举肺外%司呼吸之枢机%故郑而重之曰大气)%"*

'&

而此大气%即是$宗气&'

在张璐的医案中%病人被确定为百合病之前%

$历更诸医&%尝试了十几种药物%$每用一药%辄增

一病&%与大气下陷证何其相似8 那么在百合病看

似扑朔迷离的症状之后%一定也有一个核心病机%只

有百合诸方才能扭转' 再考虑到百合主入肺经%且

具有补气(敛气的作用)!%*

%这个核心病机极可能是

宗气的异常' 因为宗气为肺所主%是贯心脉(行呼吸

的动力%支撑全身' 动力的失常会导致全身似虚损

的病候%并且只有解决动力的异常才可能治愈%这也

是采用其他治法无法奏效的原因' 如果是这样%条

文中列出的病因!$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宗气&

无疑是$一宗&最恰当的解释了'

FEGD从百合的功效分析宗气失常与百合病的关系

&百合为治疗百合病的特效中药' 在.神农本草

经/中百合为中品%其$味甘%平' 主邪气腹张%心

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 生川谷'&其味甘(平%不

易有不良反应%可以为百合病人所接受而不会$剧

吐利&%其主邪气%即可以调节气机的不良状态%以

趋调和%如魏荔彤所言$气病则正气为邪气%治其

气%而邪气复为正气矣&

)%%*

' 其利大小便%可以改善

百合病人$小便赤&的状态' 其补中益气%即可以通

过补益中气而补益宗气%进而补益全身之气%以改善

百合病人的全身状态' 因而从.神农本草经/对百

合的性能描述可知%百合是百合病的对症之药%百合

治疗百合病可能与其增强宗气的功能有关'

后世医家又扩展(细化了百合的诸多功效' 如

.滇南本草/谓其$味甘(平(微苦%性微寒' 入肺%止

咳嗽(利小便(安神(宁心(定志' 味甘者%清肺气%易

于消散' 味酸者%敛肺&

)%!*

%即百合为肺药%可安神(

清肺(敛肺' 而清肺(敛肺的功效与宗气有直接的关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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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明代蒋仪认为百合$润肺咳血以停%散痈诸热

得解' 退腹内之热则胀消%苏心内之烦则痛歇00

甘能补中%热清则气海充溢)%9*

'&而气海恰是宗气之

宅%即通过清肺气%可以充盈宗气之海%改善宗气虚

弱或不足的状态' 高学山提出!$百合病是宗气涣

散之症& $以百合收摄真气& $百合敛阳以归一

宗&

)%#*

%说明百合具有收敛之性%可以凝聚涣散之宗

气' 而百合恰具备较强的收敛能力%如$百合之甘

敛%胜于五味之酸收&

)%P*

' 清代高世縂曰!$百合色

白味甘%手太阴之补剂也' 其花昼开夜合%如气之日

行于阳%夜行于阴%司开阖%以行荣卫和阴阳)%:*

'&张

志聪提出!$百合色白气平%其形象肺%能助呼吸之

开阖)%L*

'&百合所具备的司呼吸之开合%统荣卫之气

的功效%恰是宗气的核心功能' 清代姜国伊在注释

.神农本草经/时%明确提出了百合补中与益宗气的

关系)%I*

!$补中者%经所谓脾欲甘%脾在味为甘也%荣

旺而脾气运也' 经言!肺主气%大气抟而不散结于胸

中名曰气海' 益气者%助肺宗气也'&

从上述医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百合主肺%可以

清肺热(敛宗气(司呼吸(调营卫二气' 另外%临床中

百合丸为治疗失声不语的特效药)%$*

%而发声正是宗

气的重要功能之一' 可以推断%百合极可能是治理

宗气的特效药' $诸药不能愈&的百合病%采用百合

诸方却可以治愈%说明百合病的病机与百合所具备

的独特疗效%都与宗气有关%这也为$一宗&为宗气

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GD结语

.金匮要略/中的百合病是临床比较常见(又较

易误诊的疾病' 其关键在于对$百脉一宗%悉致其

病也&这一病机的理解' 历代医家各抒己见%力求

揣摩条文的真实含义' 有百思不得其解者%亦有盛

赞仲景用药精巧者%如李
"

所评论的!$今病名百

合%药亦名百合%其名同也%瓣瓣合成%犹如心肺%其

形同也00况百合气味甘寒%入心肺二经' .本草/

称其有清心安神%保肺益气之功%则以之治百合病%

乃仲景至精至巧之治%神而明之者也)P*

'&也有医家

碰到什么药都治不好的百合病例%忽然灵机一动对

上了百合病的症状%用百合原方或其化裁%竟获神奇

疗效' 即便如此%对百合病诸症及其用药的认识也

存在诸多疑惑与争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百合

病的诊断与百合方的应用%因而正确地理解百合病

的条文%探求其病因病机(辨证用药%对此类病症的

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近现代%也不乏对百合方的临床探索与实践%

证明其应用于阴虚内热证(情志病等的治疗%均可获

得较好的疗效' 这些疾病多无五脏六腑的器质性病

变%而是由体内气(血(津液输布失常%百脉不和所

致' 而百脉的运行必须依赖气的推动与调和%宗气

是后天重要之气%宗气不利等因素是百合类疾病的

重要病因之一%根据疾病病机有针对性地选药(组

方%对提高临床疗效和拓展经典方剂的应用具有深

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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