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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药物组成探四逆汤“强人”之义

刁钰，谷松
（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４７）

　　摘要：《伤寒论》四逆汤方，历代多强调其温阳之性，多云其：“温补下焦之元阳”，普遍认为四逆汤为温补阳气之方。
但此认知与方后所注：“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似有所出入。文章从单味药及拆方的角度对四逆汤的功效进行

探索研究，认为生附子通行十二经，破表里阴寒，祛寒以回阳；干姜温暖中焦，促进气血的化生；炙甘草补中益气且制约

姜、附之毒性，三味药通过为人体创造适合阳气化生的内环境来体现其温补阳气之效。其后所言“强人”者，非言阳气较

盛，而是阴津尚未大损者。四逆汤急救回阳，其辛温燥烈之性不可避免会伤及人体正常阴津，仲景在强调“强人”可增加

附子、干姜用量的同时，亦暗含“羸人（阴津亦大伤者）”在使用时要注意四逆汤对阴津的耗损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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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寒论》名方四逆汤是仲景治疗少阴阳虚寒盛之主方，
回阳救逆第一品方，其方仅由生附子、干姜、炙甘草３味药组
成，却可达到急救回阳，救人于生死存亡之际的效果，是历代医

家研习仲景方之重点。其中多有对四逆汤中附子进行以下阐

述：“附子辛热，直走下焦，大补命门真阳”［１］“附子之力能补先

天欲绝之火种”［２］，认为附子可温补元阳。描述四逆汤有“温

起下焦之元阳”［３］之功效。

然仔细研读四逆汤方证，见其方后注有“强人可大附子一

枚，干姜三两”，不由心生困惑：若云补阳，怎可强人增量而虚

人少量？并见中药学将附子、干姜归为温里药而非补虚药，亦

使人对以上阐释存疑。遂从药物角度对四逆汤进行探究，解其

“强人”之意。《校正宋版伤寒论》四逆汤：甘草（炙），二两，干

姜一两半，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上三味，以水三

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

三两。

１　四逆汤原方探索
１．１　从单味药角度
１．１．１　生附子散寒斩将搴旗　《神农本草经》（以下称《本
经》）云：附子“味辛温。主风寒亥欠逆邪气，温中，金疮，破坚

积聚，血瘕，寒湿，痿。頢，拘挛，膝痛，不能行步”［４］２３７。在《本

经》归类上，附子属于下品药，“主治病，以应地”，陶隐居序云

“地体收杀”，为攻伐之品，所以附子绝非补药，不宜久服。《本

经逢原》言：附子“详《本经》所主诸证，皆阴寒之邪，乘虚客犯

所致”［５］２８，张锡纯谓：附子“其力能升能降，能内达能外散，凡

凝寒锢冷之结于脏腑、筋骨，痹于经络血脉者，皆能开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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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６］。点明附子“开通”阴寒之邪的中心奥义。后世医家将

附子功效分门别类，例如岳美中将附子功效分为“回阳救逆，

伸阳湿，固阳止泻，振阳逐水，强阳补肾，温经治漏”六

种［７］１５９。将药物作用整理分条陈述，是为了临床面对各病时能

迅速选而用之，然究其根本，是附子具有大辛大热的散寒之功。

医家利用其辛热之性散其阴邪（寒、湿），根据病证之表里

缓急选择生熟及配伍，来治疗不同的病证。再论仲景在《伤寒

论》中运用附子有生熟之分。生者，仅有以四逆汤为代表的

８首方剂（四逆汤、通脉四逆汤、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白通
汤、白通加猪胆汁汤、茯苓四逆汤、四逆加人参汤、干姜附子

汤），其余诸方均为炮附子。《中药炮制学》中生熟各异理论内

容包括：生泻熟补，生峻熟缓，生毒熟减，生行熟止，生升熟降，

生降熟升［８］。

由此可知，炮附子较之生附子，祛邪作用减弱，补益力量增

强，毒性即药物偏性和峻烈之性都有所减弱缓和，偏于温里，弱

于散寒。时珍言“附子生用则发散，熟用则峻补”［９］，《本经逢

原》云：“附子生用则散阴寒，熟用则助真元”［５］１０４－１０５。

有理由推测，后世所言附子之甘味，为炮附子有“微微生

肾火以生肾气”之功，非言四逆汤中生附子为温补肾阳之效。

由此可知仲景四逆汤中选择生附，是取其“上行头顶，外

彻肌表”［１０］的温经散寒功效。

１．１．２　干姜温中储粮坚壁　《本经》云：“干姜味辛温。主胸
满亥欠逆上气，温中止血，出汗，逐风，湿痹，肠，下利。生者尤

良，久服去臭气，通神明”［４］４１。《伤寒论》中生姜、干姜均为常

见之药，早已成书的《本经》却仅有干姜一条，遂后世医家将

“生者尤良”作为生姜之论述，并将其分而论之。《本草思辨

录》云：“凡仲圣方用干姜，总不外乎温中”［１１］。《本草崇原》言

干姜：“手足太阴之温品也”［１２］１－２。由此可知相较于生姜，干

姜更长于温中阳，化肺饮，治疗中阳不足，寒饮停胸之证［１３］。

１．１．３　炙草补气制雄锐之师　《本经》云：“甘草味甘平。主
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力，金创萢，解毒。久服

轻身延年”［４］。甘草亦有生炙之别，《本经逢原》：“补中散表炙

用，泻火解毒生用”［５］１０４－１０５。从《本经》主治可将甘草作用分

为三类：一类调和脏腑，即主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本草崇

原》言：“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寒病为阴，热病为阳。甘草味

甘，调和脏腑，通贯阴阳”［１２］８１。脏腑阴阳调和外邪自不能留。

第二类主补五脏，即所谓“坚筋骨，长肌肉，倍力”“坚肝主之

筋，肾主之骨，长脾主之肉，倍肺主之气，心主之力。五脏充足，

则六腑自和矣”“久服轻身，延年”，亦说明其有益气之功。第

三类解毒、缓和药性，解金伤所致之疮肿。四逆汤所用炙甘草，

主要用其益气和中之功，寓补正安中之意，同时缓和药性，恐姜

附之僭。

１．２　从组方的角度
四逆汤中包含干姜附子汤和甘草干姜汤两个小方。

１．２．１　干姜附子破阴回阳　干姜附子汤：干姜一两，附子一枚
（生用，去皮，切八片）。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

服。“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

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误下误

汗后，阳气大伤，日间天地阳气旺盛，可助人体之阳气与阴气相

交争，然又虚不胜邪，争而不得，遂昼日烦躁不得眠，而夜间天

地阴气旺盛，人体本就大虚之阳无力与阴相争，遂夜而安静。

“不呕，不渴，无表证”指邪不在三阳经。脉沉微，指邪在三阴。

身无大热，说明有微热，已为阴盛格阳之证。相较于四逆汤证，

此间危险之处在烦躁。“烦”指心烦，是患者可诉之症状，可知

患者神志清楚，病情较轻；“躁”指肢体躁动，辗转反侧，此时患

者已阳气大衰，有阴阳格拒之势，心神浮越，神志不清。结合

“不得眠”一词，可知患者是但欲寐而不得眠，“烦躁”一词偏义

于“躁”，属阴盛格阳极危之候［１４］。《绛雪园古方选注》言：“当

急用生干姜助生附子，纯用辛热走窜，透入阴经，比四逆之势力

尤峻，方能驱散阴霾，复涣散真阳。若犹豫未决，必致阳亡而后

已”［１５］３３。

相较于四逆汤，此无缓和且补中之炙甘草，仅生附与干姜

两味药，生附沉寒以回阳，干姜守附子之散［１６］。同时采取顿

服之法，较四逆汤之分温再服剂量更大。药简，力专，量大，力

猛。岳美中评价其：“夹纯阳之性，奋至大之威，回阳于垂绝，

起危于顷刻”［７］１６７。生附配干姜，乃四逆辈八方之根。

１．２．２　甘草干姜甘温补阳　甘草干姜汤：甘草炙，四两，干姜
二两。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甘

草干姜汤见于《伤寒论》２９、３０条及《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
上气》篇，由于《金匮》中仲景所用之干姜为炮姜，功效有异，暂

不纳入研究范畴。《伤寒论》中甘草干姜汤主治本就阴阳两虚

者误用桂枝汤解表，从而阳虚更甚并伴有阴虚有热之证，此时

仲景根据“辛甘发散为阳”之理，选用甘草干姜汤扶脾胃阳气。

由于伴有阴伤，不宜用更燥烈之附子。炙甘草倍于干姜之量，

以缓干姜之燥，补阳而不劫阴［１７］。正如王子接所言：“干姜守

中，治少阴里虚。病虽在太阳，而见少阴里虚证，当温中土，制

水寒以复其阳……此甘草四两，干姜二两，为甘胜于辛。辛胜

则能走表护阳，甘胜则能守中复阳”［１５］３８。

１．３　四逆汤症状之探索
《伤寒论》中有１２处运用四逆汤，其中太阳病篇３次（２９、

９１、９２条），阳明病篇 １次（２２５条），少阴病篇 ２次（３２３、３２４
条），厥阴病篇 ４次（３５３、３５４、３７２、３７７条），霍乱病篇 ２次
（３８８、３８９条）。现对以上条文中四逆汤适应证进行归纳整理。
太阳病篇９１、９２条是表里同病，里证为急为重的证治，其中四
逆汤适应证为“下利清谷”“脉沉”；第２９条是对阴阳两虚感寒
的治疗，四逆汤证是其转归的一种，未提及具体脉证。阳明病

篇２２５条是阳明病与少阴阳虚，阴盛格阳的鉴别诊断，“脉浮”
是阴盛格阳，虚阳外浮所致，而非表证，“脉迟”为里有寒，而

“表热里寒”为其发病机理，症状总结为“脉浮而迟”“发热”

“下利清谷”。少阴病篇３２３条为少阴寒化证主条文，遂包含
少阴提纲证之“脉微细，但欲寐”［１８］及本条所提“脉沉”，３２４条
中由于少阴阳虚寒盛气化失常，致寒饮留滞膈上，遂干呕。厥

阴病篇３５３、３５４条同为阳虚阴盛致厥的证治，“下利厥逆恶
寒”为主要症状，或伴有“内拘急，四肢疼”。３７２条亦为表里同
病，里证为重的证治，“下利腹胀满”为里证为重的标志。

３７７条亦属于阳虚阴寒内盛格阳，“小便复利”即“小便清长”
用以鉴别里实热，“身有微热”又能“见厥”可知为虚阳外越，

“呕吐”为格拒所致。霍乱病篇３８８、３８９条同为霍乱吐利交作，
大伤阳气，导致阴盛格阳，虽同时有阴液耗伤（四肢拘急），但

阳气耗伤更甚，仍以里寒外热为主，主要表现为“下利清谷”

“手足厥逆”“脉微欲绝”“汗出”“小便清长”“恶寒”格拒时有

“发热”。

综上，仲景运用四逆汤的适应证为：里阳虚阴寒内盛见下

利清谷，小便清长，脉象以沉、迟为主，亡阳时可脉微欲绝，或伴

有、内拘急、呕、腹部胀满。表阳虚有寒表现为手足厥逆，恶寒，

或伴有汗出、四肢拘急疼痛。在出现阴阳格拒时可伴有发热、

脉浮。根据以上四逆汤适应证可知，四逆汤所主为全身阳气衰

败阴寒内盛，甚则阴盛格阳、阳亡欲脱［１９］。在此生死存亡之

际，补阳药由于作用缓和达不到救危之效［２０］２２５，并且有“闭门

留寇”之嫌，而应急用干姜、生附散阴邪以回阳气。四逆汤名

“四逆”，重在治厥逆，阴阳气不相顺接为其病机，其根在于有阴

寒阻隔，遂用四逆汤破除阴寒以治厥。陈元犀云：“生附子、干姜

彻上彻下，开辟群阴，迎阳归舍，交结十二经，为斩旗夺关之良

将，而以甘草主之者，从容筹画，自有将将之能也”［２１］。《本经逢

原》言附子：“能引补气药行十二经，以追复散失之元阳……引

温暖药达下焦，以祛除在里之冷湿”［５］１０４－１０５，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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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相应，天地有调控世间万物以达平衡的能力，人体亦

有自身调节阴阳平衡的本能，所谓药物，只是促进人体阴阳平

衡的辅助，给人体自身阴阳调控创造适宜的体内环境。就四逆

汤而言，人体所缺失的阳气非是姜附草直接补充，而是药物提

供适宜环境，人体自身通过阴阳平衡，五脏调和所生。四逆汤

证阳虚阴盛的体内环境，是由猝然阳气大衰，阴气偏盛，“阴胜

则寒”所致。体内一片阴寒，阴阳互根互用机制失衡，人体无

法自行产生阳气，甚或有阴阳离决之势。所以仲景用四逆汤为

其创造适宜环境。生附子彻上彻下，开辟全身之阴寒，在里破

里之阴寒，在表解厥逆之状。郭生白于《本能论》中言：“附子

助阳，是启动自主性运动的第一良药”。环境适宜，阴阳互根

互用之机制才可正常运转。黄宫绣于《本草求真·干姜》中

言：“附子无姜不热”，生附子好斗，肃清反贼，开国而不善守。

干姜温暖中焦，中焦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中土温而阳气

生”，为阳气的化生打好物质基础。炙甘草益气和中，可缓姜

附峻烈之性，看似普通却为姜附大军的破阴回阳，做好一切后

勤工作。

单纯大方治急病，四逆汤急救回阳，全方药简力专，迅速为

阳气回复提供适宜环境，以便阳气化生。此时人体就像猝然被

外力扑灭的油灯，但胜在油量充足尚未受损，此时再由外来火

种点燃，可迅速复燃且无后顾之忧。但人的体质各有不同，有

油量充足者，亦有油量亏虚者。从仲景调节四逆汤燥烈之性及

其油量之间平衡中，可探方后注“强人”之意。

２　四逆汤“强人”之探
２．１　“强人”之方

根据四逆汤方后所注“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强人”所用之方无论从药物组成、剂量及煎煮法都与通脉四

逆汤相同。遂从通脉四逆汤所主之证探究“强人”之貌，即使

未能尽得其详，亦可窥其精妙幽微之处。

《伤寒论》３１７条（少阴病篇）言：“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
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

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与３７０
条（厥阴病篇）言：“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

逆汤主之”，辨证要点为里寒外热、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之

表现。阳猝然衰微，则相对阴盛，阴盛则寒，此为四逆汤病机，

通脉四逆汤则是在此基础上，阴寒过于强大，逼迫虚阳外越。

日本汉方家曾以战争做比：四逆汤证如敌军已包围我方司令

部，但仍有残兵死守，此为阳虚寒盛；通脉四逆汤证则为司令部

已被敌军攻陷，我方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即所谓阴盛格阳。可

知通脉四逆汤证之阳更虚，相对着阴则愈加偏胜，才有逼阳外

越之力。所以只有增加生附、干姜之量，加大祛寒邪之力，寒去

则阳复，阳复则脉亦复，即其“通脉”之所谓。

寒盛源于阴盛，阴盛始于阳虚，所以此阴本属人体正常部

分。《黄帝内经》言：“阳化气，阴成形”。除阳气以外，阴津亦

为人体正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四逆汤温补阳气，且以温为主，

本就是燥烈之方，附子、干姜增量后，燥烈之性愈强，温阳散寒

的同时，必有伤阴之嫌。只有本身阴液充足的阳气大衰者，才

可增加温阳药物来急救回阳。遂认为此“强人”，为阴液未大

损者。

２．２　非“强人”之方
《霍乱病》篇中亦有两条应用四逆汤的条文：第 ３８８条：

“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第３８９条：“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
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在这两条中，除阳虚内寒之证

外，亦有“发热恶寒（此发热为阴盛格阳之热，此恶寒为阳虚生

外寒之寒，非是太阳病之发热恶寒）”“内寒外热”者，是通脉四

逆汤之阴盛格阳，虚阳浮越于外之象，然未用通脉四逆汤，是虑

其霍乱本证。“呕吐而利，此名霍乱”吐利交作，阴津阳气一同

大量亡失，已有亡阳之态，四逆汤急救亡阳，是救急之法，亡亏

之阴津需缓缓图之。知其阳亡欲脱，亦不敢增生附、干姜之量，

盖其阴液亦大伤。不属仲景所谓“强人”，不宜增量。若以上

霍乱之证进一步加重，达到阳极虚，阴亦大虚之状，亦有用四逆

汤姜附加倍而成通脉四逆汤者，急救欲绝之阳。加猪胆汁者，

益其将绝之阴，以达“不致为阳药所劫夺”［２２］之效，此为非“强

人”亦用通脉四逆汤之解。任应秋亦言：“猪胆汁在方里还有

一种刺激性的增加液体的作用”［２０］２４２。此外，猪胆汁于此方还

有引阳药入阴，防止用药寒热格拒的作用，体现《内经》“甚者

从之”之法。

３　结论
四逆汤证者，系大出血、大吐泻等原因导致阳气猝然大虚，

导致过分偏胜，阴盛则寒，出现表里寒盛之象，甚则出现亡阳或

阴盛格阳之状。治疗以四逆汤为主，生附子通行十二经，破表

里阴寒，祛寒以回阳，为阳气来复创造环境条件，配以干姜温暖

中焦，促进阳气化生，最后加炙甘草以补气。温阳药配补气药，

阳从气而化生，气从热而化阳，以达四逆汤急救回阳的目的。

方后注“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所谓“强人”者，

系体内阴津未大损者，平素无阴虚之证或伤阳未及阴者，而非

阳气较盛者。此间亦暗含仲景运用四逆汤时的注意事项，时刻

关注四逆汤之温燥对人体阴津的耗伤，对我们临床使用四逆汤

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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