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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机升降学说是中 医学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对 入
，
无器不有 。

”

若气机升降失常 ，
出入无序

， 百病

于中 医药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 。 同 样 ， 方 乃生 。

药配伍也离不开气机升降理论的 指导 ， 掌握药物的 人体脏腑气机之所以能维持其上下升降 、 内外出

升降沉浮理论可 以更好地遣方用 药 。 笔者从气机升 入的正常运动
，
脾胃

“

转枢
”

起着重要的作用 。 脾胃

降理论探讨对四逆散 方药升降浮沉治疗脾 胃病 的认 为全身气机升降的枢纽
，
脾胃气机升降有序则气机调

识与体会如下 。 畅
，
五脏安和 。 华岫云评注 〈临证指南医案） 有云

五脏气机升降尤应重视脾胃 脾宜升则健 ，
胃宜降则和。

“

其中升降二字 ， 说明 中

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是
一

个十 分复杂的过程 ， 与 焦脾胃在人体气机升降之作用尤 为重要 。 黄元御 《慎

全身各组织器 官都有着非常密切的 关系 ，
是各脏腕经 斋遗书〉 载 ： 诸病不愈

，

必寻到脾胃之中 ，
方无

一

络之间互相维系 、 互相协调的过程 。 如肾水上济 、 心 失 。

”

由于饮食不节 、 情志 失调或他脏有病波及脾胃 ，

火下移 、 脾之升清 、 胃之降浊 、 肺的宣发与肃降 、 肝 均可造成 中焦枢机不利
，
人体气机升降失常而发病 。

的升发 、 胆汁降泄等 ，
无不与气机的升降调畅有着密 若脾胃升降失常 ， 则发生水谷运化 、 受纳 、 腐熟功能

切的关系 。 故 《素 问 六微旨 大论》 曰
： 出 入废则 障碍。 同 时 ， 肝气的升发 、 胆汁的下降 ， 亦受到脾 胃

神机化灭 ， 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 故非出入 ， 则无 以生 升降之气的影响 。 肝脾二脏在生理上相互为用 ， 病理

长壮老已 ； 非升降
，
则无 以生长化收藏 。

是以升降出 上互为影响 。 肝失疏泄 ，
不仅影响脾的升清功能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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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影响 胃 的降浊 ， 出现嗳气、 痞满 、 胃痛 、 呕吐 、 泄 诉 ： 间断上腹部胀满不适 余年 ， 加重半月 。 患者

泻等病症。 肝胆互 为表里 ， 肝失疏泄 ， 胆汁上溢 ， 可 因情绪不畅后 出现间断上腹部胀满不适 ， 牵 引 两胁 ，

见 口苦等症 。 从气机升降理论调治脾胃病 ，
或调理肝 胸憋 ， 暧气

，
喜 叹息

，
心烦

，

二便调
，
舌暗 、 苔黄

脾 、 或降逆止呕 、 或升清降浊
，
恢复脾升 胃 降的功 白

，
脉沉弦 。 中医诊断为 胃痞

，
证厲肝胃不和 ，

郁而

能 ， 达到治愈疾病 的 目 的 。 化火 。 治宜理气解郁 ， 和 胃降逆 ， 兼以清热 ， 方用四

四逆散方药中升降沉浮药义分析 逆散合小陷胸汤 、 二陈汤 、 左金丸加减治疗 。 处方 ：

升降沉浮是中药的基本性能之 ， 也是辨证用药 柴胡 、 白 芍 、 陈皮各 ，
瓜蒌 、 枳实各 ， 姜半

的重要法则 。 升与降 、 浮与沉 ， 是两类相对的药物趋 夏 ，
吴茱萸 ， 茯苓 、 黄连 、 甘草各 生姜

向性能的概括。 升是上升 ， 降即下降 ， 浮表示发散 ， 片 。 剂 ， 每天 剂 ， 水煎服 。 月 曰 二诊 ： 诸

沉表示降泄。 对于升降沉浮性能旳认识 ，
主要与药材 症明显减轻 ， 继用上 方调之 ， 随访未复发 。

的 四气五味及药物质地密切相关 ， 并受到 药物配伍的 按
： 本病的 发生与情志失调 密切相关 。 《临证指

影 响 。 通过对四逆散中每味药物 的 气味厚薄 、 性味 、 南 医 案 》 指 出 ：

“

肝 为起病之源 ， 胃 为传病之所 。

”

升降浮沉的分析 ，
旨在升降理论的指导下 ， 灵活运用 情志怫郁 ，

肝失条达
，
肝郁横逆乘脾犯 胃 ， 中 焦 气机

该方 ， 提高临床疗效 。 失调 。 脾为 土脏 ，
依赖肝 气的疏泄条达 ，

肝郁土 壅 ，

四逆散 出 自 张仲景 《伤寒论》 之少阴病篇第 加重 中 焦郁滞 ，
气机壅遇

，
故患者 出 现上腹部胀满不

条 ： 少 阴病 ，
四逆 ， 其人或咳 、 或悸 、 或小便不 适

、 牵引 两胁 、 胸 憋 、
嗳 气 、 喜叹息等表现 。 舌苔黄

利 、 或腹中痛 、 或泄利下重者 ，
四逆散主之 。

“

四逆 有肝郁化热之象 ， 脉弦为肝郁 气滞之征。 故以四逆散

散由柴胡 、 枳实 、 白芍 、 甘草组成 。 君药柴胡 ， 质轻 为 主方调畅气机为先 ， 使气机升降 出 入有序 ， 再佐 以

味辛 ，
有升散之性 ，

入肝胆经 ，
具有升阳 、 透邪 、 发 小 陷胸汤 、

二陈 汤 、 左金丸清热化痰 ，
气降则痰热 自

表之效 ， 其作用趋 向是向上 。 臣药枳实
，
辛散苦降

，

化
， 脾 胃升降 出 入功能恢复

， 痞满 自 止 。

归脾胃经 ，
具有下气消痞 、 泄热降浊之功 ， 其作用趋 结语

向是向 下旳 。 柴胡与枳 实为伍 ， 升
一

降 ，

一

肝
一 升降 出入的药性基础正如清 高士宗在 《医学真

脾 ， 加强调畅气机之效 ， 并奏升清降浊之功 。 白 芍酸 传 用药大略》 所云 ： 药性必分脏腑经脉 ， 升降出

收苦泄 ， 〈药品化义〉
曰

： 白芍药微苦能补阴 ， 略 入
”

。 四逆散方 中柴胡与枳实为伍 ， 升
一

降 ， 疏肝

酸能收敛⋯⋯脾气散能收之 ，
胃气热能敛之 。

”

柴胡 散结 ， 升清降浊 ， 使 中焦安泰 ； 柴胡与 白芍同用 ，

与 白芍同用 ，

白芍有制约柴胡升散之性而无耗伤阴血 散
一

收
，

一

出
一

入
，
散而不过 ，

收不敛邪 ； 枳实与 白

之弊
，

二者
一散一收

，
相反相成

，
具有促进气血调和 芍配伍

，

一疏
一

养
，
气血兼顾 ；

白芍伍甘草
， 柔肝缓

之功 。 枳实与 白芍配伍 ，

一

疏
一

养 ， 枳实行气而不伤 急止痛 。 全方疏利肝胆气机 、 调畅 中焦脾 胃 、 表里兼

阴
，
白 芍柔肝而不碍气 ， 气血并调 。 白芍伍甘草 ，

柔 顾、 气血并调 ， 顺应 中焦脾胃气机升降出入特性 ，
使

肝缓急止痛 。 味药除 了发挥各 自 旳功效外 ，
组对 失常 的升降出入状态恢复正常 。 临证重视升降沉浮理

药共同发挥协同作用
，
皆顺应脾胃升降之生理 ，

调节 论对临床组方用药的影响 ， 准确判断升降出入之具体

脾胃气机之升降 ，

对于临床各科病症证属肝脾 胃 气 脏腑 ， 并 以药物升降 出入之效能调之
，
确有提高临床

机升降失调者皆可化裁用之 。 疗效的作用 。

病案举例 （编辑 ： 黎 国 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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