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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医防治疾病最有效、应用最广泛的手段之一 ,就是在辨证论
治理论指导下的选方和加减化裁。有关中医方剂的组方原则、配伍
规律及其临床应用的研究 ,是中医理论和临床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
的领域。然而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 ,给我们留下了更仆难数的有效
验方;如果方剂组成的药味较多 ,欲研究其配伍规律及临证主治等有
关问题 ,颇有无从措手之叹。考历代名医临证处方 ,都十分注重精选
药味 ,以发挥其最佳的治疗效应。如《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翼
方》、《普济本事方》、《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医籍中 ,四味药物及其以下
者分别占各书方剂总数的 38. 7%～64. 5%。因此 ,根据《内经》对组
方原则的论述和后世医家对小方的认识 ,将方剂药味数限定在四味
以下 ,不仅有助于剖析方剂的配伍关系 ,而且还可以深入研究某一药
物在该方中的作用。此外 ,小方多系历代医家多年实践反复锤炼的
结晶 ,对疾病治疗有较鲜明的针对性和显著的疗效 ,更是后世复方、
大方的基本构成。有鉴于此 ,我们尝试将散见在历代重要医籍中四
味药物以内组成的小方 ,按照中医病证分门别类地选辑汇编成一部
既能体现中医学术理论和临床治疗发展沿革 ,又能切合临证实用的
中医小方专名辞典。

对广大中医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者及中医爱好者来说 ,借助于
本书不但可以研讨中医小方的配伍规律及其临床主治范畴的发展
变化 ,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可据中医病证选方用药 ,以有益于临证拓
展思路。这就是本书一反通常方剂辞典按照笔画多少编次的惯例
而采取以病证分类编纂的缘由。尽管这种分类编纂工作仍然显得
粗略了一些 ,但我们还是期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对中医临床水平的提
高和方剂理论的研究起到有益的作用 ,并恳切地希望读者给予批评
指正。

编  者
1991 年 1 月于上海



“方证相对”和
方剂辨证规律研究的思考

———写在《中医病证小方辞典》再版之前

  《中医病证小方辞典》作为上海市卫生局 1988 年资助的研究课题 , 承蒙天

津科技出版社于伯海先生的慧眼和热忱相助 ,已经问世近 15 年了。

这 15 年里 ,在国家中医药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取得了

显著的成就 ,其国际影响也越来越大 ,中医药学正在为解决人类的医学保健问

题作出日益重要的贡献。然而 ,在社会日益进步 ,科学日新月异的背景下 ,思想

与观念的冲突在加剧 ,中医药界也面临着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弘扬其学术

与技术方法优势、继续保持其学科独立发展与创新活力的困惑和选择。

18 年前 ,我们基于“中医方剂的组方原则、配伍规律及临床应用研究 ,是中

医理论和临床研究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的思考 ,面对历代医家给我们留下的

数十万首有效验方的宝贵遗产 ,每有无从入手之感叹。为此 ,我们根据《内经》

以来有关“君臣佐使”等组方原则的论述 ,以及历代名医对小方的认识 ,确定了

以四味及其以下药物组成的、有明确主治病症和固定方名的数万首小方为辑选

对象 ,将其从历代著名医籍中爬剔出来 ;然后以文献记载首见小方方名及其主

治病证门类为基准 ,按照中医病证分门别类、交叉呼应的组织原则 ,原汁原味、

适度规范的辞书编纂方法 ,汇编成一部既能体现出中医学术理论与临床实践发

展历史沿革 ,又有助于当代中医药工作者临证拓展思路、研究方药配伍规律以

提高中医临床疗效 , 或从中获取进一步研究开发新药线索的中医小方专名

辞典。 

本书在酝酿之初及出版之后 ,时有同行提出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去

搞这个课题 ? 当我把还散发着墨香的《中医病证小方辞典》送到当代名医裘沛

然老手上时 ,裘老审视良久 ,对我说道 ,难得你们这些年来坐得住冷板凳 ,称许

“这是多年来我难得一见的好书哟 !”勉励我们要把方剂配伍与方证相对的研究

工作搞出个名堂来。

按照当初的设想 ,我们将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 ,拟进一步就方剂配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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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方证相对”问题作些研究。由于当年学校把我调去筹建老年医学研究所 ,课

题组随着人员的工作调动而解散 ,再加上方方面面的原因 ,我们这项研究未能

持之以恒 ,这始终是一桩萦绕在我心头、难以忘却的憾事。

“方剂辨证”历来是中医临床不可或缺的一种辨证思维与技术方法 ,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 ,随着脏腑辨证等辨证论治方法的日渐盛行 ,临床医生们似乎逐渐

将其淡忘了。1996 年 ,我看到有相当一批中医高层次医师热衷于开发其自拟

的所谓“新方”,而对中医传统名方的临床应用与研究甚至于淡忘到连方药的组

成都说不清楚的程度。为此 ,我特地撰文(方剂辨证与方证相对之我见 .上海中

医药杂志 ,1997;11:2)提出 :要充分重视对方剂辨证规律及“方证相对”的研究 ,

强调“方剂辨证”历来是中医临床不可或缺的基本辨证思维方法之一。

病证或证候 ,是指疾病处于某一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病势等病理要素

的综合性征象 ;方剂则是针对主治病证的基本病机 ,在相应治则、治法的指导

下 ,按照一定的组方原则 ,根据药物性能及其配伍关系 ,将多味药物通过医生处

方形式组合拟就 ,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逐渐固化而形成者。每一首方剂 ,总是

有其相对应的主治病证。“方证相对”是指一首方的药味组成及其配伍关系与

其所主治病证的基本病机或病理环节间具有高度针对性或相关性。应当明确

的是 ,“方证相对”中的“方证”(或称之为“汤证”)是指某方与某病证间所存在的

直接对应的证治关系 ,如桂枝汤证是指桂枝汤方与其相对应的主治病证两者在

病机和治法紧密相扣基础上的“一体化组合”。它如麻黄汤证、小青龙汤证等概

莫能外。

中医辨证论治学术体系一直被认为是中医学理论中最具特色的学术精

髓 ,并作为一种普遍的指导原则、一项基本的技术规范支撑着中医临床实践的

全过程。方剂辨证与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各种辨证

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 :其一 ,其它的辨证方法都是先辨证 ,后立法处方 ,方剂的

择用在辨证之后 ;方剂辨证则是先存其“方证”,后辨患者病证与之相符与否 ,显

然与其它辨证方法相比具有“逆向辨证”的思维特征 , 此即清代名医徐灵胎“从

流溯源之法”的意思。其二 ,其它各种辨证方法都有一定适应范围的局限性 ,如

擅长于六经辨证者虽然也可用于辨治某些内伤杂病 ,但毕竟还是更适合于外感

病的治疗 ;卫气营血辨证及三焦辨证则宜于温病而不适于伤寒 ;八纲辨证的原

则性和概括性都很强 ,如果不结合其它辨证方法应用 ,难免陷于空泛。方剂辨

证则不然 ,所谓“方之治病有定 ,而病之变迁无定 ;知其一定之治 ,随其病之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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