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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药 的 学 习 是 一 个 由 简 至 繁 ， 由 繁 化 易 的 过 程 。 “ 由 简 至

繁 ” 是 从 无 到 有 的 一 个 知 识 积 累 阶 段 ； 而 “ 由 繁 化 易 ” 并 非 将

原 内 容 删 减 ， 或 者 简 要 概 括 。 易 者 ， 简 也 、 变 也 、 通 也 。 “ 由 繁 化

易 ” 是 在 持 有 一 定 的 知 识 积 累 量 时 ， 将 这 些 中 药 繁 杂 的 内 容

进 行 融 合 精 炼 ， 提 取 其 中 的 精 华 ， 走 出 中 药 功 效 与 应 用 的 固

有 思 维 ， 探 究 药 性 ， 建 立 一 种 独 特 的 药 象 思 维 与 用 药 思 维 [1]，

从 而 指 导 临 床 灵 活 用 药 。

药 性 理 论 ， 包 括 四 气 、 五 味 、 归 经 、 毒 性 、 升 降 沉 浮 等 性 能

内 容 ， 又 涵 盖 形 状 、 颜 色 、 质 地 、 滋 味 、 用 药 部 位 、 产 地 等 其 他

内 容 [2]。 清 · 徐 洄 溪 言 ： “ 药 之 用 ， 或 取 其 气 ， 或 取 其 味 ， 或 取 其

色 ， 或 取 其 形 ， 或 取 其 质 ， 或 取 其 性 情 ， 或 取 其 所 生 之 时 ， 或 取

其 所 成 之 地 。 ” [3]

1 药性之四气五味

四 气 五 味 作 为 中 药 药 性 理 论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4]， 较 为 形

象 地 概 括 了 中 药 的 功 用 特 点 ， 并 作 为 临 床 用 药 的 重 要 依 据 [5]。

李 东 垣 曾 云 ：“ 凡 药 之 所 用 ， 皆 以 气 味 为 主 。 ” [6]

四 气 包 括 寒 、 热 、 温 、 凉 。 五 味 包 括 苦 、 酸 （ 涩 ） 、 甘 、 辛 、 咸 。

依 据 四 气 五 味 用 药 调 节 寒 热 、 平 衡 阴 阳 、 导 引 气 机 、 补 虚 泻

实 [7]。 四 气 五 味 各 有 不 同 ， 各 有 所 用 ， 赋 予 活 血 化 瘀 药 各 自 的

特 性 。 《 汤 液 本 草 · 药 性 要 旨 》 写 到 ： “ 苦 药 平 升 ， 微 寒 平 亦 升 ；

甘 辛 药 平 降 ， 甘 寒 泻 火 ； 苦 寒 泻 湿 热 ， 苦 甘 寒 泻 血 热 。 ” [8]《 本 草

备 要 》 记 载 ： “ 凡 药 寒 、 热 、 温 、 凉 ， 气 也 ； 酸 、 苦 、 甘 、 辛 、 咸 ， 味

也 。 ” 又 云 ： “ 凡 药 酸 者 能 涩 能 收 、 苦 者 能 泻 能 燥 能 坚 、 甘 者 能

补 能 和 能 缓 、 辛 者 能 散 能 润 能 横 行 、 咸 者 能 下 能 软 坚 、 淡 者 能

利 窍 能 渗 泄 ， 此 五 味 之 用 也 。 ” [9]至 于 气 味 相 同 但 药 用 存 异 ， 是

因 为 决 定 中 药 功 用 的 因 素 诸 多 ， 四 气 五 味 乃 是 其 中 之 一 也 [10]。

2 活血化瘀药的四气五味

不 同 类 别 的 中 药 ， 有 不 同 的 性 味 特 点 ， 如 解 表 药 以 辛 温

为 主 [11]、 泻 下 药 以 苦 寒 为 主 [12]、 补 虚 药 以 甘 为 主 [13]、 收 涩 药 以 酸

涩 为 主 [14]、 清 热 药 以 寒 为 主 [15]、 化 湿 药 以 温 为 主 [16]。 《 中 药 学 》 [17]

教 材 中 的 活 血 化 瘀 药 有 以 下 32 味 ： 川 芎 、 延 胡 索 、 郁 金 、 姜 黄 、

乳 香 、 没 药 、 五 灵 脂 、 降 香 、 丹 参 、 红 花 、 益 母 草 、 桃 仁 、 泽 兰 、 牛

膝 、 鸡 血 藤 、 王 不 留 行 、 月 季 花 、 凌 霄 花 、 土 鳖 虫 、 马 钱 子 、 自 然

铜 、 苏 木 、 骨 碎 补 、 血 竭 、 儿 茶 、 刘 寄 奴 、 莪 术 、 三 棱 、 水 蛭 、 虻

虫 、 斑 蝥 、 穿 山 甲 。 书 中 以 药 用 特 征 为 标 准 ， 将 活 血 化 瘀 药 分

为 活 血 止 痛 药 、 活 血 调 经 药 、 活 血 疗 伤 药 、 破 血 消 癥 药 4 个 章

节 [17]。 而 药 用 源 于 药 性 [18]， 以 性 味 为 单 体 统 计 ， 活 血 化 瘀 药 的

四 气 有 寒 、 热 、 温 、 凉 、 平 ， 五 味 有 辛 、 苦 、 咸 、 甘 、 酸 、 涩 。 其 性 味

分 布 特 点 ， 四 气 中 性 温 最 多 、 性 平 次 之 ， 五 味 中 苦 味 最 多 、 辛

味 次 之 。 （ 见 图 1~2）

以 药 物 为 单 体 统 计 ， 32 味 活 血 化 瘀 药 中 性 偏 温 者 15 味 ，

性 偏 寒 者 8 味 ， 性 平 者 9 味 。 味 主 辛 者 共 计 12 味 药 ， 辛 者 5 味 ， 分

别 是 川 芎 、 降 香 、 红 花 、 自 然 铜 、 斑 蝥 ； 辛 苦 者 有 7 味 ， 分 别 是 延

胡 索 、 郁 金 、 姜 黄 、 乳 香 、 没 药 、 莪 术 、 三 棱 。 味 主 苦 者 有 13 味 ，

苦 者 6 味 ， 分 别 是 丹 参 、 王 不 留 行 、 马 钱 子 、 骨 碎 补 、 刘 寄 奴 、 虻

虫 ； 苦 辛 者 2 味 ， 分 别 是 益 母 草 、 泽 兰 ； 苦 甘 者 3 味 ， 桃 仁 、 牛 膝 、

鸡 血 藤 ； 苦 咸 甘 者 1 味 五 灵 脂 ； 苦 涩 者 1 味 儿 茶 。 味 主 咸 者 有 5

味 ， 咸 者 2 味 ， 土 鳖 虫 、 穿 山 甲 ； 咸 甘 者 2 味 ， 苏 木 、 血 竭 ； 咸 苦 者

1 味 水 蛭 。 甘 者 月 季 花 ， 甘 酸 者 凌 霄 花 。 （ 见 图 3~5）

引 用 ： 王 广 龙 ， 白 云 飞 ， 冯 梦 函 ， 刘 巧 玲 ， 康 晓 婕 ， 李 亚 青 ,赵 红 兵 .基 于 四 气 五 味 理 论 探 析 活 血 化 瘀 药 的 用 药 思 维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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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活血化瘀药四气分布特点

图 2 活血化瘀药五味分布特点

图 3 活血化瘀药中以辛味为主的药

图 4 活血化瘀药中以苦味为主的药

图 5 活血化瘀药中以咸味为主的药

3 四气五味中的活血化瘀药

《 汤 液 本 草 》 写 到 ： “ 夫 药 有 寒 热 温 凉 之 性 ， 酸 苦 辛 咸 甘 淡

之 味 ， 各 有 所 能 ， 不 可 不 通 也 。 ” 活 血 化 瘀 药 禀 其 各 自 的 四 气

五 味 而 施 以 不 同 的 活 血 机 理 ， 临 床 上 可 借 此 抓 其 不 同 的 四 气

五 味 施 以 不 同 的 活 血 方 式 。 结 合 上 述 可 知 ， 活 血 化 瘀 药 五 味

以 辛 味 、 苦 味 最 多 ， 亦 有 咸 味 、 甘 味 、 酸 （ 涩 ） 味 ； 四 气 以 温 、 平

最 多 ， 亦 有 性 寒 者 。 而 五 味 之 中 ， 主 辛 者 以 散 行 ， 主 苦 者 以 降

行 ， 主 咸 善 入 血 化 坚 ， 主 甘 者 以 缓 。 四 气 之 中 ， 偏 温 者 助 行 散 ，

偏 寒 者 助 降 泄 。 亦 有 气 味 薄 厚 者 ， 皆 可 影 响 药 力 [19-20]。 《 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言 ： “ 阳 为 气 ， 阴 为 味 。 味 厚 者 为 阴 ， 薄 为 阴

之 阳 ； 气 厚 者 为 阳 ， 薄 为 阳 之 阴 。 ” [21]

3.1 辛主者，行散并通 主 味 为 辛 之 药 ， 是 指 活 血 化 瘀 药 中

以 辛 味 为 主 ， 或 兼 有 他 味 。 包 括 辛 味 药 、 辛 苦 味 药 。 辛 味 药 有

川 芎 、 降 香 、 红 花 、 自 然 铜 、 斑 蝥 ； 辛 苦 药 有 延 胡 索 、 郁 金 、 姜

黄 、 乳 香 、 没 药 、 莪 术 、 三 棱 。 此 类 药 因 禀 辛 之 特 性 助 其 活 血 化

瘀 ， 辛 者 能 散 能 行 ， 散 者 ， 可 散 血 之 瘀 ， 又 可 解 表 ； 行 者 ， 可 行

血 之 滞 ， 又 可 行 气 [22]。

独 有 辛 味 者 ， 其 特 点 横 散 通 行 ， 可 活 血 行 瘀 ， 疏 通 内 外 。

川 芎 ， 血 中 之 气 药 ， 可 活 血 行 气 祛 风 ， 《 本 草 汇 言 》 称 其 “ 上 行

头 目 ， 中 开 郁 结 ， 下 调 经 水 ” [23]， 无 所 不 达 。 如 川 芎 茶 调 散 用 其

清 利 头 目 [24]， 越 鞠 丸 用 其 行 血 解 郁 [25]， 温 经 汤 用 其 活 血 调 经 [26]。

降 香 ， 独 具 辛 味 ， 可 化 瘀 理 气 ， 辟 秽 化 浊 。 《 本 草 分 经 》 云 ： “ 辛

温 ， 辟 恶 止 血 ， 疗 金 刃 伤 。 ” [27]红 花 ， 禀 辛 散 之 性 内 入 脏 腑 以 活

血 行 瘀 ， 外 达 肌 肤 以 活 血 消 斑 。 《 本 草 纲 目 》 记 载 ： “ 红 花 主 治

产 后 血 晕 口 噤 ， 腹 内 恶 血 不 尽 绞 痛 。 ” [28] 如 红 花 当 归 饮 （ 《 女 科

万 金 方 》 ） 用 其 行 瘀 通 经 [29]， 当 归 红 花 饮 （ 《 麻 科 活 人 》 ） 用 其 化

瘀 消 斑 。 自 然 铜 ， 本 属 矿 物 类 药 ， 药 力 较 峻 又 禀 辛 味 ， 故 散 瘀

力 专 ， 尤 其 是 跌 仆 折 伤 之 有 形 之 瘀 ， 如 八 厘 散 [30]（ 《 医 宗 金 鉴 》 ） ，

亦 有 《 杨 氏 家 藏 方 》 中 自 然 铜 散 治 头 风 痛 甚 。 斑 蝥 ， 因 昆 虫 类

药 善 于 走 窜 而 活 血 力 强 [31]， 又 主 辛 味 横 散 通 行 ， 故 可 破 血 消

癥 ， 如 《 太 平 圣 惠 方 · 卷 七 十 二 》 中 斑 蝥 丸 治 妇 人 月 水 不 通 ， 脐

腹 积 聚 疼 痛 [32]。 辛 苦 味 者 ， 延 胡 索 可 活 血 行 气 ， 如 金 铃 子 散 [33]

（ 《 太 平 圣 惠 方 》 ） ； 郁 金 可 活 血 解 郁 ， 如 颠 倒 木 金 散 [34]（ 《 医 宗 金

鉴 》 ） ； 姜 黄 可 活 血 通 经 ， 如 蠲 痹 汤 [35]（ 《 杨 氏 家 藏 方 》 ） ； 乳 香 、 没

药 味 辛 ， 可 活 血 伸 筋 ， 如 小 活 络 丹 [36]（ 《 太 平 惠 民 和 剂 局 方 》 ） ；

莪 术 、 三 棱 味 辛 ， 破 血 行 气 消 积 ， 如 理 冲 汤 [37]（ 《 医 学 衷 中 参 西

录 》 ） 。

3.2 苦主者，行降并清 主 味 为 苦 之 药 ， 指 是 活 血 化 瘀 药 中

以 苦 味 为 主 ， 或 兼 其 他 味 。 包 括 苦 味 药 、 苦 辛 味 药 、 苦 甘 味 药 、

苦 咸 甘 味 药 。 苦 味 药 有 丹 参 、 王 不 留 行 、 马 钱 子 、 骨 碎 补 、 刘 寄

奴 、 虻 虫 ； 苦 辛 味 药 有 益 母 草 、 泽 兰 ； 苦 甘 味 药 有 桃 仁 、 牛 膝 、

鸡 血 藤 ； 苦 咸 甘 味 药 有 五 灵 脂 ； 苦 涩 味 药 有 儿 茶 。 此 类 药 禀 苦

味 特 性 助 其 活 血 化 瘀 。 苦 者 ， 能 泄 能 燥 能 坚 [38]， 以 其 降 泄 之 能 ，

赋 予 活 血 药 以 化 瘀 降 行 之 力 ， 使 瘀 血 多 从 下 行 ； 燥 者 ， 治 湿 祛

湿 ； 坚 者 ， 坚 阴 是 也 ， 阴 者 ， 可 释 义 肾 阴 [39]， 或 是 血 脉 筋 骨 ， 因 人

体 分 阴 阳 ， 无 形 之 气 力 为 阳 ， 有 形 之 躯 体 为 阴 ， 且 味 苦 者 入 心

属 火 主 血 脉 ， 肾 属 水 主 骨 ， 水 火 既 济 ， 则 骨 血 充 实 ， 水 火 不 济 ，

则 骨 血 空 虚 ， 故 苦 可 坚 之 ， 如 五 加 皮 、 桑 寄 生 、 狗 脊 、 千 年 健 、

骨 碎 补 、 续 断 、 补 骨 脂 等 皆 可 强 健 筋 骨 。

独 主 苦 味 者 ， 丹 参 ， 治 心 调 肝 要 药 ， 禀 苦 味 降 行 之 能 ， 以

助 逐 瘀 净 心 ， 如 丹 参 饮 [40]（ 《 时 方 歌 括 》 ） ； 王 不 留 行 ， 以 苦 泄 之

力 活 血 行 瘀 、 兼 下 乳 利 尿 之 功 ， 如 王 不 留 行 散 [41-42]（ 《 金 匮 要

略 》 ） ； 马 钱 子 ， 禀 苦 味 能 泄 能 燥 能 坚 ， 活 血 疗 伤 ， 兼 祛 湿 消 肿 ，

如 马 钱 子 散 [43]（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典 》 ） 、 九 分 散 [44]（ 《 急 救 应

验 良 方 》 ） ； 骨 碎 补 ， 苦 泄 以 助 活 血 ， 苦 燥 以 助 祛 湿 ， 苦 坚 以 助

强 骨 ， 如 骨 碎 补 散 [45]（ 《 太 平 圣 惠 方 》 ） 。 刘 寄 奴 ， 苦 泄 助 活 血 散

瘀 ， 苦 燥 助 健 脾 消 食 ， 如 刘 寄 奴 散 [46]（ 《 普 济 本 事 方 》 ） 。 虻 虫 ，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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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类 药 ， 因 虫 类 善 动 而 活 血 力 强 ， 又 以 苦 味 为 主 ， 可 破 血 消

癥 ， 如 抵 挡 丸 [47]（ 《 伤 寒 论 》 ） 。 辛 苦 味 者 ， 泽 兰 、 益 母 草 ， 散 行 降

行 之 力 兼 备 ， 但 以 降 行 为 主 ， 故 活 血 之 余 ， 又 助 利 水 之 功 ， 如

泽 兰 汤 [48]（ 《 医 学 心 悟 》 ） 。 苦 甘 者 ， 桃 仁 ， 以 苦 味 降 泄 之 能 ， 活 血

下 血 以 调 经 ， 如 桃 核 承 气 汤 [49]（ 《 奇 效 良 方 》 ） ； 牛 膝 ， 以 苦 味 之

降 泄 ， 逐 瘀 通 经 ， 利 尿 通 淋 ， 引 药 下 行 ； 鸡 血 藤 ， 活 血 调 经 。 苦

咸 甘 者 ， 五 灵 脂 ， 活 血 化 瘀 ， 如 失 笑 散 [50]（ 《 太 平 惠 民 和 剂 局

方 》 ） 。 苦 涩 者 ， 儿 茶 活 血 止 痛 。

3.3 咸主者，入血化坚 主 味 为 咸 之 药 ， 指 是 活 血 化 瘀 药 中

以 咸 味 为 主 ， 或 兼 其 他 味 。 包 括 咸 味 药 、 咸 苦 味 药 、 咸 甘 味 药 。

咸 味 药 ， 土 鳖 虫 、 穿 山 甲 ； 咸 苦 味 药 ， 水 蛭 ； 咸 甘 味 药 ， 苏 木 、 血

竭 。 此 类 药 禀 咸 味 之 能 助 其 活 血 化 瘀 ， 咸 者 ， 能 下 能 软 [51]， 以 其

能 下 之 力 活 血 逐 瘀 ， 以 其 能 软 之 力 化 瘀 消 癥 。

独 有 咸 味 者 ， 土 鳖 虫 ， 本 属 昆 虫 类 药 善 于 活 血 ， 又 禀 咸 软

咸 下 之 能 ， 可 破 血 逐 瘀 ， 如 下 瘀 血 汤 [52]（ 《 金 匮 要 略 》 ） ； 穿 山 甲 ，

属 动 物 药 ， 活 血 力 强 ， 与 咸 味 相 合 ， 可 消 癥 软 坚 ， 如 穿 山 甲 丸 [53]

（ 《 太 平 圣 惠 方 》 ） 。 咸 苦 者 ， 水 蛭 ， 逐 瘀 消 癥 ， 方 见 抵 当 汤 [54]（ 《 伤

寒 论 》 ） 。 咸 甘 者 ， 苏 木 、 血 竭 ， 以 咸 味 助 其 活 血 化 瘀 。 此 中 咸 味

药 虽 少 ， 但 药 力 峻 猛 ， 多 用 于 瘀 血 较 重 病 症 。

3.4 甘主者，其性和缓 主 味 为 甘 之 药 ， 指 是 活 血 化 瘀 药 中

以 甘 味 为 主 ， 或 兼 其 他 味 。 包 括 甘 味 药 、 甘 酸 味 药 。 甘 味 药 ， 月

季 花 ； 甘 酸 味 药 ， 凌 霄 花 。 味 甘 者 ， 能 补 能 和 能 缓 ， 和 缓 者 ， 缓

其 活 血 之 力 ， 使 其 不 峻 ， 因 此 药 力 较 弱 [55]。 其 活 血 之 力 多 从 四

气 或 其 他 药 性 走 之 。 二 者 多 为 臣 佐 用 之 ， 如 当 归 红 花 酒 （ 《 本

草 纲 目 》 ） 、 鳖 甲 煎 丸 （ 《 金 匮 要 略 》 ） 。

3.5 药味相合 活 血 化 瘀 药 中 ， 有 单 味 药 者 ， 亦 有 合 味 药 者 。

合 味 者 ， 辛 苦 相 合 [56]， 散 行 降 行 并 用 ， 如 延 胡 索 、 郁 金 、 益 母 草 、

泽 兰 等 ； 苦 咸 相 合 ， 降 行 软 下 共 施 ， 如 五 灵 脂 、 水 蛭 ； 苦 甘 相

合 ， 行 补 兼 顾 ， 如 牛 膝 、 鸡 血 藤 ； 咸 甘 相 合 ， 入 血 疗 补 ， 如 血 竭 、

苏 木 ； 苦 涩 相 合 ， 降 收 同 施 ， 如 儿 茶 。

3.6 温者助行 活 血 化 瘀 药 中 ， 以 温 热 之 药 为 主 ， 因 血 遇 热

则 行 ， 得 寒 则 凝 ， 故 以 温 药 散 之 行 之 [57]。 其 中 温 药 有 15 味 ， 川

芎 、 延 胡 索 、 姜 黄 、 乳 香 、 五 灵 脂 、 降 香 、 红 花 、 泽 兰 、 鸡 血 藤 、 月

季 花 、 马 钱 子 、 骨 碎 补 、 刘 寄 奴 、 莪 术 、 斑 蝥 。

气 与 味 合 ， 药 效 可 增 [58]。 性 温 者 ， 助 辛 以 温 通 散 行 ， 如 川

芎 ， 内 活 血 外 散 风 ； 红 花 ， 内 化 瘀 外 消 斑 ； 斑 蝥 ， 内 破 血 外 蚀

疮 。 助 苦 以 温 通 降 行 ， 如 骨 碎 补 活 血 温 肾 ； 马 钱 子 ， 活 血 消 肿 ；

刘 寄 奴 、 鸡 血 藤 、 五 灵 脂 ， 下 行 调 经 。 助 辛 苦 以 温 通 活 血 ， 如 延

胡 索 ， 可 化 瘀 血 止 痛 ； 姜 黄 ， 活 血 又 可 温 经 ； 乳 香 ， 行 血 通 滞 ；

莪 术 ， 破 血 消 癥 ； 泽 兰 ， 活 血 利 水 。

3.7 寒者助降 活 血 化 瘀 药 中 ， 亦 有 寒 药 。 瘀 血 成 因 并 非 皆

为 寒 邪 所 致 ， 热 邪 亦 可 致 瘀 ， 故 以 寒 药 凉 之 。 其 中 寒 药 有 8 味 ，

郁 金 、 凌 霄 花 、 土 鳖 虫 性 寒 ， 丹 参 、 益 母 草 、 儿 茶 、 虻 虫 、 穿 山 甲

微 寒 。 寒 性 除 治 疗 热 邪 致 瘀 外 ， 也 可 赋 予 五 味 降 泄 之 力 [59]。 例

如 ， 苦 味 药 中 ， 助 丹 参 活 血 清 心 除 烦 ， 助 虻 虫 破 血 逐 瘀 下 血 ；

辛 苦 味 药 ， 助 郁 金 活 血 清 心 利 胆 ， 助 益 母 草 活 血 清 热 利 水 ； 咸

味 药 ， 助 土 鳖 虫 、 穿 山 甲 破 血 下 血 消 癥 ； 苦 涩 药 ， 助 儿 茶 活 血

肃 肺 收 敛 ； 甘 酸 药 ， 助 凌 霄 花 活 血 凉 血 通 经 。

4 据四气五味，配活血之方

依 据 四 气 五 味 组 方 尤 为 重 要 [60]。 清 · 陈 士 铎 《 本 草 新 编 》

言 ：“ 知 药 性 之 深 者 ， 始 可 合 用 复 方 。 ” [61]清 · 汪 讱 庵 《 本 草 易 读 》

写 到 ： “ 兹 于 精 拣 各 方 ， 附 于 各 药 之 下 ， 因 症 用 方 ， 按 门 查 寻 ，

一 览 而 知 方 所 在 ， 即 一 览 而 知 药 之 性 ， 盖 方 之 所 在 ， 即 药 性 之

所 在 也 。 ” [62]方 药 的 配 伍 常 考 验 个 人 对 药 性 的 掌 握 程 度 ， 也 体

现 中 医 功 底 之 薄 厚 。

活 血 化 瘀 药 的 组 方 配 伍 ， 既 可 以 与 同 类 药 配 伍 ， 又 可 与

他 类 药 组 合 。 从 四 气 五 味 讲 ， 活 血 时 四 气 宜 配 伍 温 热 之 品 ， 五

味 宜 配 伍 辛 咸 之 品 ； 逐 血 时 四 气 可 配 伍 寒 凉 之 品 ， 五 味 常 可

配 伍 苦 咸 之 品 。 就 方 论 之 ， 桃 核 承 气 汤 [63]（ 《 伤 寒 论 》 ） ， 张 仲 景

选 取 桃 仁 大 黄 相 配 ， 一 个 重 在 活 血 ， 一 个 重 在 荡 邪 ， 且 桃 仁 味

苦 质 润 多 脂 ， 本 具 降 泄 之 能 ， 大 黄 苦 寒 ， 攻 下 力 峻 ， 荡 邪 之 中

寓 逐 瘀 之 能 ， 又 以 辛 温 桂 枝 助 桃 仁 活 血 化 瘀 ， 三 药 合 用 ， 辛 苦

相 伍 ， 寒 热 共 施 ， 活 血 逐 瘀 ， 相 辅 相 成 ， 以 治 下 焦 蓄 血 ， 尤 为 精

巧 。 血 府 逐 瘀 汤 [64]（ 《 医 林 改 错 》 ） ， 王 清 任 选 用 桃 仁 、 红 花 ， 二 药

辛 苦 相 配 ， 行 散 行 降 共 施 ， 既 可 活 胸 中 瘀 血 ， 又 可 解 胸 中 烦

热 ， 又 以 川 芎 味 辛 助 行 散 ， 牛 膝 味 苦 助 行 降 泄 ， 桔 梗 、 柴 胡 辛

散 助 升 ， 枳 壳 苦 泄 助 降 ， 诸 药 相 伍 ， 升 降 相 因 ， 扫 除 胸 中 之 邪 。

复 元 活 血 汤 [65]（ 《 医 学 发 明 》 ） ， 治 疗 跌 打 损 伤 之 胁 肋 瘀 血 ， 李 东

垣 同 样 选 取 大 黄 与 桃 仁 相 配 ， 与 桃 核 承 气 汤 （ 《 伤 寒 论 》 ） 不 同

的 是 ， 此 方 选 用 的 大 黄 为 酒 制 ， 增 强 辛 散 活 血 之 力 ， 又 伍 以 辛

温 之 红 花 ， 是 因 瘀 血 在 上 ， 欲 导 瘀 下 行 ， 须 寄 予 升 散 之 力 ， 即

“ 升 已 而 降 ， 降 而 已 升 ， 升 中 有 降 ， 降 中 有 升 ” 之 法 。 又 因 无 形

之 瘀 易 祛 ， 有 形 之 瘀 难 消 ， 故 配 伍 穿 山 甲 咸 软 破 瘀 [66]。 桂 枝 茯

苓 丸 [67]（ 《 金 匮 要 略 》 ） ， 以 桂 枝 与 桃 仁 相 配 ， 桂 枝 辛 散 以 助 消

癥 ， 桃 仁 苦 降 以 助 逐 瘀 ， 共 奏 消 瘀 散 结 之 功 。 活 络 丹 （ 《 太 平 惠

民 和 剂 局 方 》 ） ， 乳 香 、 没 药 辛 行 活 血 ， 与 川 乌 、 草 乌 相 配 ， 辛 行

之 力 大 增 ， 故 可 活 血 通 络 。 加 味 乌 药 汤 （ 《 奇 效 良 方 》 ） ， 延 胡

索 、 香 附 辛 苦 ， 可 行 可 降 ， 二 药 相 伍 ， 共 奏 疏 肝 解 郁 ， 活 血 调 经

之 功 。

古 人 对 中 药 的 配 伍 不 仅 在 于 药 效 相 似 或 是 相 左 ， 更 重 要

是 药 性 之 间 相 互 协 调 ， 相 互 配 合 。

5 总 结

四 气 五 味 既 是 中 药 药 性 理 论 的 基 础 ， 又 是 对 中 药 性 能 的

一 种 高 度 概 括 [68]。 明 · 《 本 草 蒙 筌 》 记 载 ： “ 治 疗 贵 方 药 合 宜 ， 方

药 在 气 味 善 用 。 ” [69]清 · 《 本 经 疏 证 》 提 到 ： “ 凡 用 药 取 其 禀 赋 之

偏 ， 以 救 人 阴 阳 之 偏 胜 也 ， 是 故 药 物 之 性 ， 无 有 不 偏 者 。 ” 合 理

应 用 四 气 五 味 最 为 关 键 ， 通 过 药 性 之 偏 正 ， 平 衡 人 体 之 阴 阳 ，

乃 是 医 家 常 用 的 处 方 思 路 。 药 性 内 容 对 于 初 学 者 可 能 理 解 较

难 ， 但 在 对 常 用 中 药 与 方 剂 进 行 全 面 的 认 识 之 后 ， 则 可 以 进

一 步 深 究 药 性 ， 领 悟 药 性 。 本 文 基 于 四 气 五 味 理 论 探 析 活 血

化 瘀 药 的 用 药 思 维 ， 其 目 的 在 于 指 出 用 药 组 方 除 依 据 药 用 之

外 ， 考 究 药 性 更 为 关 键 ， 从 而 强 调 药 性 的 重 要 性 。

四 气 五 味 的 功 能 与 特 性 应 用 广 泛 ， 不 仅 仅 于 活 血 化 瘀 药

中 得 以 体 现 。 而 性 味 理 论 只 是 药 性 理 论 的 其 中 之 一 ， 吾 辈 需

勤 于 探 索 学 习 ， 挖 掘 药 性 药 象 理 论 ， 传 承 中 医 思 维 [70]， 继 而 发

扬 创 新 。 正 如 《 本 草 述 钩 元 》 所 述 ： “ 其 学 博 ， 其 识 精 ， 故 能 辨 别

本 草 禀 受 之 性 ， 以 窥 阴 阳 之 奥 ， 而 得 其 协 议 而 化 之 原 乃 。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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