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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烦疼症状进行辨析,认为其病机关键为阳气怫郁,或由风、寒、湿邪束表所致;或阳气壮盛而

寒邪闭表;或少阳枢转不利;或阳热偏盛蕴结于里;或湿热交蒸而郁阳不通。其治疗应根据其具体病因,针对阳气怫郁的病

机,采用火郁发之的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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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是一个常见症

状,仅在《伤寒论》中就有76条提到。其中以烦描述

疼痛的条文有12处,涉及的经方5首,分别为柴胡

桂枝汤、桂枝附子汤、甘草附子汤、麻黄加术汤和白

虎加桂枝汤。现就《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烦疼之

病机及其临床意义进行阐述。

1 烦疼的含义

烦疼有时亦称疼烦,正确理解烦字的意义对探

求烦疼的含义大有裨益。烦与情志有关,指心烦或

烦躁。《伤寒论研究大辞典》中解释:“烦,症状名,指
自觉心中发烦,精神不安,多与躁并见……参见心

烦、胸烦、烦躁、虚烦”[1]。《黄帝内经》言:“阴气少而

阳气胜,故热而烦满也。”[2]此处表明了心烦、烦躁的

病机与阳热有关。成无己《伤寒明理论》曰:“烦者,

热也,又有烦痛,即是热痛。又有烦渴,即是热渴也”
“至于胸中烦,心中烦,内烦,虚烦,皆以烦为热”[3]。
另外,烦还包含疼痛的意思,《说文》曰:“烦,热头痛

也。”[4]总而言之,烦与热、疼有着密切的关系。

2 烦疼之病机

烦疼在《伤寒论》中主要分布于太阳病篇,在《金
匮要略》中主要分布于痉湿暍病篇与水气篇。其病

机多为风寒湿邪阻滞经气,而致阳气怫郁。阳气怫

郁是刘完素火热论的重要组成,认为风、寒、湿、热等

邪气皆可导致火热病的发生,而阳气怫郁是六气化

火的关键阶段,认为“外冒于寒,而腠理闭密,阳气郁

结,怫热内作”[5]。
《伤寒论》中明确提出因阳气怫郁导致烦躁兼疼

痛症状见于第48条:“二阳并病……阳气怫郁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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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人 躁 烦,不 知 痛 处,乍 在 腹 中,乍 在 四 肢

……”[6],该条描述以汗法治疗太阳病,药力不足,汗
出不彻,表邪未解,阳气被郁不得泄越,又得辛温药

力所助而炽张亢盛,发展为阳明实热证,阳热四处攻

冲作痛,燔扰心神而出现“躁烦、不知痛处”等症状。
虽为太阳与阳明并病,其根本病机仍是太阳表郁,故
“更发汗则愈”。

《伤寒论》中烦躁与身疼痛同时出现,最典型的

应是大青龙汤证:“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

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6],此证由于寒

邪闭表过重,同时病人阳气壮盛,因寒邪郁遏体表而

不得宣泄,体表失于温煦而出现疼痛,阳气怫郁,热
扰心神,而出现烦躁。《伤寒论》第46条所述与此证

相类“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其人发

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
麻黄汤主之”[6],除具有身疼痛、心烦二症之外,亦有

无汗、脉浮紧及阳气盛等特点,然46条所述较大青

龙汤证表邪轻且阳郁亦轻,故可自衄而愈,或仅以麻

黄汤发汗即可。
柴胡桂枝汤证是伤寒六七日,病邪入于少阳,而

太阳表证未罢,仍有发热恶寒、四肢关节疼痛等症

状,少阳之火郁而求伸,故出现烦疼、微呕、心下支结

等表现。少阳病若经误下,则使被郁之火更加郁结

于里,阳气不通于外则出现“一身尽重,不可转侧”,
实为身疼痛症状加重的表现,如成无己所言:“一身

尽重不可转侧者,阳气内行于里,不荣于表也。”[3]烦
躁症状加重则为胸满烦惊、谵语,治以柴胡加龙骨牡

蛎汤行阳气,逐里热,安精神。
《金匮要略》中黄汗病之桂枝加黄芪汤证则是由

于湿邪黏滞,阻遏阳气所致。湿邪郁遏体表,阳气不

得宣畅,郁而化热,湿热交蒸,导致汗液发黄。黄汗

病两胫自冷是由于阳气被遏不能温煦稍节,身重汗

出减轻是由于汗出后阳气暂时得以宣通,阳气郁于

里则烦躁,湿热闭于下则小便不利,此证治以桂枝加

黄芪汤。尤在泾《金匮要略心典》注曰:“桂枝、黄芪

亦行阳散邪之法。”[7]

《金匮要略》中温疟病之白虎加桂枝汤证也有骨

节疼烦的表现:“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
节烦疼,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8],《素问玄机原

病式》言:“阳气极甚而阴气极衰,则阳气怫郁;阴阳

偏倾而不能宣行,则阳气蓄聚于内,而不能营运于四

肢,则手足厥冷,谓之阳厥。”[5]表明单纯阳热偏盛也

会导致阳气蕴结于里,不能温煦四肢稍节,出现手足

厥冷的症状,四末失于温煦则会疼痛,遇冷加重。阳

气蕴结于里,热扰心神则会心烦。

3 烦疼之治法

《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烦疼皆与阳气怫郁的

病机有关,因此在临床上对于烦疼相关病证的治疗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阳气怫郁在于阳气因各种原因被遏而不得宣

发,其原因包括风寒湿邪束表;阳气壮盛而寒邪闭

表;少阳枢转不利;阳热偏盛蕴结于里;湿热交蒸而

郁阳不通,临床应根据致使阳气怫郁的具体病因进

行治疗。
针对阳气怫郁的病机,可以采用火郁发之的治

疗原则。《黄帝内经》针对六气变异之五郁提出:“木
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

之”[2]。《类经》云:“发,发越也”[9],如大青龙汤证,
其病机为风寒之邪侵袭人体,闭遏肌表,导致卫阳郁

遏化热,就用麻黄汤发散肺经火郁。此外,少阳火郁

亦应当遵循火郁发之之治则,在柴胡桂枝汤证和柴

胡加龙骨牡蛎汤证中,柴胡入足少阳经,可散郁结之

气,清里透外,使气机通畅,烦疼得清[10]。
《金匮要略》中湿痹一证,以“关节疼痛而烦,脉

沉而细(一作缓)”[8]为典型表现,湿邪郁遏体表阳气

而出现关节疼痛,脉沉而细或缓,阳气怫郁在内则心

烦,甚则阳郁化热,与湿邪交蒸互郁而一身尽疼、发
热、色如熏黄。湿痹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若寒湿仅

在头中,阻遏清阳之气的升降出入,出现身疼、发热、
心烦、面色发黄、头痛鼻塞等症状,应纳药鼻中以去

寒湿;若风寒湿邪在表者当从汗解,以麻黄加术汤、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为正治法;表虚者治以防己黄

芪汤实表行湿;若阳气不振,里湿素盛,湿流关节者,
又有桂枝附子汤、白术附子汤、甘草附子汤补阳温

经,行湿通阳之法。

4 验案举例

梁某,女,56岁。主诉身疼痛,不知痛处2月

余。患者平时易怒,2017年10月因生气导致血压

高,胸胁胀满不适住院治疗。现规律服用降压药。

2017年11月因受寒导致遍身沉重疼痛乏力,不知

痛处,遇冷加重,双下肢尤重,足胫酸胀,手足逆冷;
伴有口干、咽痒、眼干、心烦、眠差等症,时有烦躁发

热,自汗出;纳可,小便调,大便黏;舌红赤少苔;脉象

整体沉紧滑而强,两寸深沉,重按有力,左关郁动,麻
涩,热辐射感,右关滑,略微郁动感,两尺沉弱。患者

平素体质阳盛,阳郁在内,气郁化火,复感寒邪,寒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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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而致内热外寒;且热伤阴液以致阴虚。治以养

阴清热,宣通阳气。
方药:麻黄6g,桂枝10g,石膏20g,知母15g,

栀子15g,桔梗15g,生地20g,玄参20g,麦冬20
g,淡豆豉15g,生甘草10g。

患者服3剂后自觉腹中雷鸣而气顺,全身轻松,
沉重疼痛减轻,嗳气减少,放屁多,足胫酸胀减轻,出
汗增多,出汗后全身舒爽,大便黏消失。

本案患者虽有外感,但已不是致病的主要因素,
情志导致的阳气怫郁在病情的发展中占据更为重要

的地位。患者口干、眼干、心烦、眠差,脉象沉滑有

力,表明平素体质阳盛,阳郁在内;患者性情暴烈,平
素多怒,左关郁动麻涩是肝气郁结,气郁化火在里的

表现;阳气郁结于里,不得温煦体表,秋冬之际感寒

邪,寒凝在外,郁遏阳气,以致脉管壁紧敛;舌红赤少

苔表示热伤阴液;脉两尺沉弱表明下虚,故患者足胫

酸胀,遇寒易抽筋;时发热、自汗出表明里热有外透

之势。治疗上取法张仲景大青龙汤散表寒清里热的

用药思想,方中麻黄、桂枝外散表寒,以助里热外透,
石膏、知母、栀子清里透热,加增液汤养阴液。如刘

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所言:“夫辛甘热药,皆能发

散者,以力强开冲也。然发之不开者,病热转加也。
如桂枝、麻黄类辛甘热药,攻表不中病者,其热转甚

也。是故善用之者,须加寒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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