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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散是 《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 卷九 中 的经世名 方 ， 传世 痛 ， 当 归芍药散主之 。 该方由当 归 、 芍药、 茯苓 、 白术 、 泽

代而不减其威名 。 其组 方 之严谨 ， 用药 之深奥 ， 颇有 仲景遗 泻 、
川芎六味组成 ， 主治妇 人妊娠腹 中痛及妇人腹 中诸疾痛 ，

风 。 故历代医 家对其源流及发展也是百花齐放 。 杏林先 贤创济 有养血柔肝 、 健脾祛湿之效 。 三是王松鹏 、 唐虹 等 人认为

世名 方
， 作为后人 ， 不仅仅要学会如何去 用 它 ， 更要知道它 的 逍遥散为 当 归 四逆散与四逆散的合方 。 四逆散为疏肝理气 的基

来源及其后世的 演变 ， 才能有
一

个更系统更全面的知识框架 。 础方 ， 用于气郁而致厥逆证 ， 体现 了疏肝解郁 、 调理气机的 治

因此 ，
笔者根据 自 己所看所学 ，

将逍遥散整理如下 。 法 而当 归芍药散为养血健脾之祖方 ， 有疏养肝血、 健脾祛湿

逍遥散得名 之效。 两方均 为和解剂 ， 均有疏肝解郁之功 。 两方合而 为逍遥

《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 卷九 治妇人诸疾） 治血虚劳倦 ， 散。 逍遥散 中 柴胡 、 当 归 、 白芍三位
一

体 ， 起到疏肝、 养肝、

五心烦热 ， 肢体疼痛 ，
头 目 昏 重 ，

心忡颊赤 ，
口燥咽干 ， 发热 柔肝的作用 ， 茯苓 、 白术 、 炙甘草三君子健脾而养血 ， 少加生

盗汗 ， 减食嗜卧 ， 及血热相搏 ， 月水不调 、 脐腹胀痛 ， 寒热如 姜 、
薄荷辛温发散之品 ，

与 《素问 脏气法时论》 中 肝苦急 ，

疟 。 又疗室女血弱 阴虚 ， 荣卫不和 ，

痰嗽潮热 ， 肌体羸瘦 ，

渐 急食甘以缓之
” “

脾欲缓 ， 急食辛 以散之、 及其 《金匮要略》

成骨蒸 。

“

开篇云 见肝之病 ， 知肝传脾 ， 当 先实脾
’

’

三个理论紧密相

甘草《赤半两 当归 去 桂 ， 《 茯苓去皮 者 白芍药 白术柴胡 去思 连
，
因 此 ，

笔者也比较赞成逍遥散来源于 当归 四逆散与 四逆散

各一两 合方而来 。 况仲景本是合方之鼻祖 ， 如其桂枝 汤与麻黄 汤合

上为粗末 ， 每服二钱 ， 水
一大盏

， 烧生姜
一块切破 ， 薄荷 方 ， 桂枝汤与越脾汤合方等 。

少许 ， 同煎至七 分 ，
去渣热服 ， 不拘时候 。 《金匮要略》 来源 。 逍遥散由 《金匮要略》

之小柴胡汤化

清代王子接在 《绛 雪园古方选注）

一

书 中曾道
‘ ‘

驻子 裁 。 陈修园 曾 在 《女科要 旨 调经 门 》 言及逍遥散 女子善

逍遥游》 注云
‘

如阳动冰消 ， 虽耗不竭其本 ， 舟行水摇 ， 虽 怀 ， 每多忧郁 ， 此方解肝郁也 ， 而诸郁无不兼洽
”

。 赵养葵谓

动不伤其 内
’

。 譬之于医 ， 消散其气郁 ， 摇动其血郁 ， 皆无伤
‘ ‘

五郁 皆从肝也 。 方从小柴胡 汤套出 。

’

日 本 医 家和田 东郭著

乎正气也 。

”

因该方主治肝郁血虚脾弱 之证 ， 服后肝气得 疏 ， 《蕉窗 方意解》 在谈到逍遥散 时 曰 此 方为小 柴胡汤 的 变

血虚得养
， 脾弱得复 ，

五脏元真通畅而神情愉悦 ， 故名之 逍 方 ， 浅 田 宗伯著 《勿误药室方函 口 块》 在逍遥散条亦称
‘ ‘

此

遥散
”

。 方从小柴胡汤衍化而来
“

。 针对此观点 ，
笔者并不赞 同 。 小柴

逍遥散源流 胡汤 中 ， 柴胡 、 黄芩 、 半夏等药物 ， 旨在清外感入半表半里少

《伤寒论》 来 源 。

一

是戴廷 蒲 、 唐代 屹 之来源于 四逆 阳之 邪 ， 而逍遥散 旨在疏散 内生 之郁热 ， 邪 由 内 生
，
由 内而

散 。 四逆散见于 《伤寒论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 第 条
，
其 散 。 两 方虽都有舒 畅气机 ， 调和 阴 阳 的作用 ， 但邪之来源不

主要用于阳 气内郁而致四肤厥逆之证 ， 体现 了透邪解郁 ， 疏肝 同 ， 其理也异 ， 小柴胡乃清解之方 ，
而逍遥散 乃消散之方 ， 不

理气之法。
二是认 为认 为逍遥散化裁于 当 归芍药散 。 当 归芍 可混淆 。

药散在 《金匮要略》 中原载两条 其
一

在 《妇人妊娠病脉证并 《千金要方》 来源 。 逍遥散源 自 《千金要方》 调中 汤 。 孙

治第二十篇》 中 妇人怀娠 ，
腹中 痛 ，

当 归芍 药散主之 ， 思邈在 《千金 要方》 卷二 《妇 人方上 养胎第三》 中 曰 若

其二在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 二十二篇》 中 妇人腹中诸疾 曾伤 四 月胎者 ， 当预服调 中 汤 方
”

。 后该方被北宋 《太平圣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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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 所收录 ， 亦 采用 预服
”

之策 以
”

治 曾伤三 四 月胎 者
’

。 函 》 载柴胡参术 汤 ，
由 柴胡 、 白 术 、 甘草 、 人参 、 川芎 、 当

其方药组成为 白芍 、 续断 、
川芎 、 甘草 、 白术 、 柴胡 、 当 归 、 归 、 熟地黄组成 ， 主治怒伤元阴 元阳导致的暴盲症 。 《韦 文贵

乌梅、 生姜 、 厚朴 、 枳实 、 生李根 白皮 。 李红香等 认 为调中 眼科临床经验选） 则增 白菊、 枸杞 、 石菖蒲以养肝明 目
， 用 于

汤 与逍遥散有诸多相似之处 均有 白芍 、 甘草 、 白术 、 柴胡 四 目 疾等 。 《外科正宗》 卷二加 贝母 、
天花粉 、 红花羚羊角等

，

味主药 ，

主药剂量、 药物炮制方法 、 服药 方法相差无几 ， 均有 治鬓疽七 曰 以上 ， 根盘深硬 ， 色紫掀痛者 。 《幼科直言》 卷 四

疏肝解郁 、 健脾和胃补血之效 。 另外 ， 《太平圣惠方》 中 的其 加全蝎 、 僵蚕等 ，
治疗小儿慢惊风之症 ； 或加陈皮 、 白扁 豆 、

他妇科方剂如安胎寄生散方 、 厚朴散方 、 阿胶散方 、 熟干地圆 神 曲
，
麦芽等 ， 治疗小儿脾疳。 《医宗 己任编》 卷

一

中黑逍遥

方 、 白术散等方剂 中基本都含有当 归 、 白芍 、 白术 、 甘草 、 生 散 ， 乃 《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 逍遥散加熟地黄而成 ， 用于治疗

姜 、 柴胡 、 茯苓等七味医治 妇人疾患的主药 。 其认 为调中 汤为 肝郁血虚 ，
胁痛头眩 ， 或胃脘 当心而痛 ，

或肩 胛绊痛 ， 或时眼

逍遥散雏形 ， 笔者也表示一定 的认 同 。 但孙思邈在所在之时 ， 赤痛 ，
连及太阳 ， 及妇人郁怒伤肝 ，

致血妄行
， 赤 白淫闭 ，

沙

伤寒论思想其实也已经广泛流传开了 ，
否则其不会在书 中 写到 淋崩浊等症状 。 纵观 以上所举诸方 ， 均在逍遥散基 本方基础上

今江南诸药师秘仲景之方而不传
”

。 因此 ，
笔者认为 ， 调 中汤 化裁而来 。

究其根源 ， 其组方思想仍来源于仲景 。 而现代许多 医家 ，
由逍遥散又化裁 出许多 方剂 ，

并广泛运

逍遥散发展 用于临床各科 。 如 《妇科病 中 医诊疗法》 （ 年版 中归芍丸

逍遥散
一

经问 世 ， 便为 历代医家所推崇 。 更有医者因 善用 在逍遥散基础药上配伍续断 、 杜仲 、 山茱萸等以疏肝健脾 、 补

逍遥散而 名 为
“

逍遥派 。 后世 医家在 临床 之中 ， 除了 治疗 肾利湿 。 （ 斋医学讲稿》 中截郁合欢汤 ， 在加味逍遥散基础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所载病症之外 ，
在此基础 之上又进行 了 药上 配伍三七 、 合欢皮 、

柏子仁等以疏肝解郁 、 养心安神 。

多方面的补充 。 《中 医治法与 方剂》 （ 年版 中 乳房胀痛方 、 乳房囊性增生

一是原方的运用 。 妇产科方面 ， 《圣济总录》 卷 产 方则在其基础药上着重配伍香附 、 青皮 、 牡蛎 、 王不留行、 连

后亡 阴血虚 ，
心烦 自汗 ， 精神 昏 冒 ， 头痛 。 《杏苑 生春》 卷 翘、 天花粉等以疏肝通络 、 散结消肿 。

女子月经来少色淡 ，
或闭不行 。 《世医得效方》 卷 产 综上所述 ，

逍遥散是经世名 方 ，
其功之大而难以言表 。 笔

后血虚发热 ， 感 冒潮热 。 泌尿系疾病 ， 《女客撮要》 卷上 或 者根据逍遥散的组成和功效 ， 认为其来源于仲景当 归 四逆散与

因劳逸所伤 ，
或食煎炒 ， 血得热而流于脬 中 ， 小便 带血 。 □ 腔 四逆散合方 ， 从而集疏肝 、 养肝 、 柔肝为三位

一

体 。 具有祛邪

科 ， 《
口 齿类要》 卷 血虚有热

，

口舌生疮 。 儿科 ， 《保婴 不伤正 ，
扶正不 留邪之妙 。 同 时 ，

笔者也结合 自 己临床经验 ，

撮要》 卷 乳母肝脾有热 ， 致小 儿痘疮欲靥不靥 ， 欲 落不 认为该 方之妙
，
妙在于散剂煮水 ， 而后服用 ， 其建功在于轻缓

落 。 内科 ， 《罗 氏会约医镜》 卷 伤寒火郁于中 ， 干咳连声 而不在于戕伐 。 有道是柴胡重用则解肌发表而劫肝阴 ， 轻用则

而痰不来 ， 或全无痰 。 使得原 方不再单纯的治疗妇人诸疾 。 疏肝理气
，

薄荷重用 则发汗解表 ， 轻用 则透邪解郁 。 故临床谴

二 是原方加减 。 根据 《 中 医 方剂大辞典》 统 计有 余 方用 药之时 ， 多 以轻剂散剂投之 。

首
，
已扩展用于各科疾 病 。 尤其以 《内科摘要》 卷 中 的 加

味逍遥散影响较大 ，
其又称丹栀逍遥散 。 该方由逍遥散加牡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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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以加强疏肝解郁 ， 用于治疗郁怒伤肝所致的 白浊 白淫
， 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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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热
，
胁痛心烦等 。 清代 《傅青主女科》 载加减逍遥散 ， 由茯 唐虹 吴新欲主任运用逍遥散治病经验 】 辽 宁 中 医药

苓 、
白芍

、 甘草 、 柴胡 、 茵陈 、 陈皮 、 栀子组成 ，
主治妇人怀 大学学报 ，

抱抑郁 、
口干舌燥 、 呕吐吞酸而血下 如崩者。 《杂病源流犀 李 红香

， 戴慎 逍遥 散 之 溯 源 吉 林 中 医 药 ，

烛） 卷 则加麦冬 、 牛膝 以养阴生津 ， 专治干咳 。 《医学入

门 》 卷八加桔梗 、 地骨皮 、 黄柏等治潮热晐嗽 。 明代 《审视瑶
（责任编辑 ： 路欢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