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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深人研习了《伤寒论》全部有关大承气汤条文的论述和历代医家的注释
,

对后世温病学家对该方的应

用变化进行了分析
,

同时结合现代医学对大承气汤证候的认识
,

结合作者的临床应用体会
,

总结出大承气汤主要

是通过通大便达到泄热的目的及先进的救阴学术思想
,

适用于因热邪引起的大便燥结性肠梗阻和不完全性肠梗

阻
,

在临床应用上对病机要分析透彻
,

对病位要判断准确
,

方能收俘鼓之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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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承气汤出自张仲景《伤寒论》
,

是治疗阳明腑

实证的主要方剂
。

张仲景详细论述了大承气汤的辨

证要点及临床的适用范围
。

《伤寒论》是一部较系统

的
“

中医内科学
” ,

其中包括部分
“

急诊学
”

的内容
。

大承气汤就是治疗
“

急腹症
”

的主要方剂之一
。

在当

时的情况下
,

确实拯救了不少人的生命
,

阴功大矣 !

张仲景以降至明清之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

大承

气汤的临床应用
,

始终遵循张仲景的旨意
。

只是在

温热学说兴起之后
,

才注人了新的内容
,

主要是发扬

了张仲景救阴的学术思想
,

不单单只求得
“

急下存

阴
” ,

而是将救阴具体化和实际化
,

增加了补阴的药

物
,

并在辨证上增加了重要的舌诊内容
。

大承气汤历

经了近两千年的临床实践检验
,

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

1 大承气汤的主要立意与脉证及临床意义

L l 通便泻热 主要处方立意之一
,

其有关条文如

下 《伤寒论》原文 20 8
、

2 12
、

2 15
、

2 1 7
、

220
、

238
、

239
、

2 4 0
、

24 1
、

2 42
、

2 5 1
、

2 55 条
。

主要脉证
: “

脉沉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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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大
、

微实
、

弦
,

迟而滑
。

发热不恶寒
、

潮热
、

如疟状
、

汗多
、

喘冒
、

不能卧
、

手足橄然汗出
、

烦躁
、

心下硬
、

腹

满痛
、

腹满不减
、

减不足言
,

绕脐痛
、

如见鬼状
、

不视

人
、

循衣摸床
、

大便硬
、

大便难
、

不大便
、

大便乍难乍

易
、

小便数
、

小便不利
、

胃中必有燥屎五
、

六枚也
。 ’

,[l]

张仲景论述
“

通便泻热
”

的内容最多
,

也最透彻
,

可以说通便泻热是张仲景最重要的处方立意
,

他的

目的非常明确
,

这种主导思想主要来源于他对患者

的仔细观察和对病情的深人了解 ; 对病位的准确判

断
,

例如
“

发热不恶寒
” “

发热五六日
、

七八 日
” “

阳明

病
”

等都表明不是疾病的初期 ; “大便硬
” “

大便难
”

“

不大便
” “

大便乍难乍易
” “

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
”

等是疾病的根本原因
。 “

发热
” “

潮热
” “

手足撒然汗

出
” “

或如疟状
”

等都是热邪损耗阴液的因素
。 “

小便

数
” “

小便不利
”

都是小便短少
,

亦是伤阴的表现
。

而

阴液耗伤又是大便燥结的原因
。 “

腹满痛
” “

腹满不减

减不足言
” “

绕脐痛
”

等正是病位之所在
。 “

烦躁
” “

喘

冒不得卧
”

是里实热的反映
。

而
“

如见鬼状
” “

不视人
”

“

循衣摸床
”

等是危重证候引起神明错乱的征象
。

当

此危急时刻通便是关键
,

釜底抽薪是退热的最佳手段
。

L Z 救阴 主要处方立意之二
,

其有关条文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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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原文 2 52
、

2 53
、

254
、

320
、

32 1
、

32 2 条
。

主要

证候
: “口燥咽干

、

目中不了了
、

睛不合
、

无表里证
、

发

热汗多
、

发汗热不解
、

心下痛
、

腹满痛
、

自利清水色纯

青
、

腹胀不大便
。 , ,

[, ]

热病本身就伤阴
,

大便燥结是阴伤到一定程度

所引起的
,

通便泻热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护阴
,

救阴是

张仲景另一个主要制方立意
,

单从它的主要立意来

看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

阳明急下三条和少阴急下三

条
,

都是为这一目的
,

尽管他们起因不同
,

但都是因

热造成阴液将涸
,

救阴是非常重要和非常正确的
。

其中阳明病 252 条有
“

不大便
” ,

254 条有
“

腹满痛
” ,

少阴 321 条有
“

热结旁流
”

(
“

自利清水色纯青
”

)

3 22 条有
“

腹胀不大便
”

都有燥结的征象
,

有实可泻
,

实去热亦去
,

去实即是救阴
。

但《伤寒论》251 条
“

发

热汗多
” ,

320 条
“
口燥咽干

”

都是因热阴伤的表现
,

并无燥屎内结
,

这种情况下
,

应用大承气汤就不大合

适
,

一者无实可泻
,

二者即使大承气汤有泻热的作

用
,

但在这两种情况下
,

或热随泻去
,

阴随泻亡
,

使本

已伤害的阴液雪上加霜
,

不但救不了阴
,

反而会促其

亡竭
,

起不到救阴的作用
,

致事与愿违
。

因此在无大

便燥结的情况下
,

救阴还需另谋他策
,

在这方面后世

有所发展
。

2 后世医家舌脉共参

张仲景创立了辨识疾病的方法
,

他的著作一直

作为后学的经典之作
,

被奉为圭桌和证治准绳沿袭

下来
,

尽管大承气汤有荡涤实邪
,

除恶务尽的效果
,

但他的弊端即伤阴也越来越引起后人的重视
。

明代

吴又可是使用承气汤最多的医家
,

但他在使用时也

很慎重
,

他说
: “

舌苔初白而渐变黄厚或黑苔或起芒

刺或舌裂
、

舌短
、

舌硬
、

舌卷或白砂苔或唇燥裂或唇

如焦色
,

或口起皮
,

口臭口燥
,

口渴
,

鼻孔如烟
、

咽干

目赤
、

气喷如火
、

小便赤红
、

涓滴作痛
、

大便极臭
、

扬

手掷足
,

腹痛腹满
、

按之愈甚
、

头部胀痛
、

大小便闭
、

体厥发狂等证皆为承气汤具体之证
。 ”

吐口此明显的

大承气汤证
,

吴又可亦不言用大承气汤
,

而只提承气

汤即包括大小承气及调味承气并增加了舌诊辨证
。

集温热之大成者
,

叶天士应用大承气汤就更为

慎重了
,

他说
: “

其脐以上为大腹
,

或满或胀或痛
,

此

必邪已人里矣
,

表证必无
,

或十之有一
,

亦要验之于

舌
,

或黄甚或如沉香色
,

或老黄色
、

或中有断纹
,

皆当

下之
,

如小承气汤 ;用槟榔
、

青皮
、

积实
、

元明粉
、

生首

乌等
。

若未见此等舌
、

不宜用此药法
。 ’

,[4]

吴鞠通阳明下法
,

峙立三法
,

他说
: “

热结液干之

大实证则用大承气汤
,

偏于热结而液不干者
,

旁流是

也
,

则用调胃承气
,

偏于液干多而热结少者则用增

液
,

所以迥护其虚
,

务存津液之法也
。 ” [3]

一般来说
,

热病下法
,

慎用苦燥
,

虑其伤阴
,

故使

用大小承气者较少
,

使用调胃承气的机会多
,

吴鞠通

将下法分为 5 种情况
,

他说
: “

阳明温病
,

下之不通
,

其证有五
,

应下失下
,

正气不能运药
,

不运药者死
,

新

加黄龙汤主之 ;喘促不宁
,

痰涎奎滞
,

右寸实大
,

肺气

不降者
,

宣白承气主之 ;左尺牢坚
,

小便赤痛
,

时烦渴

甚
,

导赤承气汤主之 ; 邪闭心包
,

神昏舌短
,

内窍不

通
,

饮不解渴者
,

牛黄承气汤主之 ;津液不足
,

无水舟

停者
,

间服增液
,

再不下者
,

增液承气汤主之
。 ”’31他

不但将张仲景的立意细化了
,

并附以新的内容
,

同时

融人了张仲景的
“

救阴
”

思想
,

而不是用简单的釜底

抽薪的急下救阴方法
。

3 古今通用
、

标本兼顾

后世使用大承气汤的时候比较慎重
,

目的都是

考虑保护阴液
,

其很多变法也都是如此这也是医学

上的进步
。

《医宗金鉴》在大承气汤的方解中特别提

出
: “

必审四证(痞满燥实 )之轻重
,

四药之多少
,

适其

宜可用也
,

若邪重剂轻
,

则邪气不服 ;邪轻剂重
,

则正

气转伤
,

不可不慎也
。 ”【习确是精辟之言

。

从现在的观点看
,

大承气汤证
,

一方面是因热灼

津液
,

肠液枯竭
,

大便燥结引起的肠梗阻
,

或不完全

性肠梗阻 ;另一方面是因热引发的机体水液
,

电解质

紊乱及血容量减少
,

前者是局部的反应
,

后者是全身

的反应
,

前者是标
,

后者是本
,

张仲景大承气汤着重

治标
,

虽然他也注意到本的重要性
,

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
,

治标也是为了保本
,

后世在治疗时就注意到了标

本兼顾
。

4 小结

大承气汤的主要功用是通便
,

通过通便达到泻

热的目的
,

尤其适用于因发热耗伤津液所造成的大

便燥结性肠梗阻或不完全性肠梗阻
。

有手术指征时

应手术治疗
。

张仲景对于阳明实证积极救阴的学术

思想是先进的
。

后世在使用本方剂时所持慎重态度
,

其变法宗于张仲景而有所发扬光大
。

脉象可作为辨

证条件之一
,

但不能作为惟一指征
。

其他原因造成的

大便燥结梗阻
,

或不完全性梗阻
,

可用大承气汤通

便
,

但通便后应进一步治疗原发病灶
。

(收稿日期
: 2(X) 8一12 一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