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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辛以润之”议五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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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摇 五苓散证一方面是由于表邪不解、腠理闭塞以致气化失司从而出现消渴、小便不利；一方面是由于水饮停蓄、滞碍气机以
致津液不得输布从而出现渴欲饮水、反不渴甚或水入即吐。两者都是由于气化不利导致的津液相对不足。五苓散中桂枝温阳

化气、利水散湿，是《内经》“辛以润之”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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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辛以润之”即辛润法，是临床上运用辛味药物治
疗因津液运行不畅而出现燥证的一种方法［员］。辛润是

药性功效和治法的统一，辛通过其行散、行气、行血的

功效而实现辛可致润和辛可助润［圆］。辛润法是《内

经》关于五脏苦欲补泻的理论之一，见于《素问·藏器

法时论》“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

气也”。又，《素问·至真要大论》“寒淫于内，治以甘

热，佐以苦辛，以咸泻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经文原

意是指冬令时节，寒性收引，阳气内敛，腠理闭合，津液

运行不畅而出现燥证。

《素问·经脉别论》论述人体水液运化过程谓“饮

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

调水道，下输膀胱”。盖人身行水之权，在于肾与膀胱，

但同时少不了肺的宣发通调与脾的健运转输。津液的

生成与输布需要气的推动，正如前贤所谓“凡人身之

津液……必以气化而生”（《续名医类案·消》），冉雪

峰所谓“气化水、水化气”也。若感于寒邪、腠理闭合，

影响及肺肾，肺与肾气化失司则水液停蓄而津液不布，

可出现小便不利、水肿、口干、口渴、大便干结、皮毛干

燥等燥象。此燥之生，是由于寒邪束表、气化失司所

致，治疗当用辛散之品，开泄腠理，使寒邪得散，阳气得

通，津液得以正常输布排泄，则机体得润、燥象得解。

对此，张景岳在《类经》中作了精辟的论述：“肾为水

脏，藏精者也，阴病者苦燥，故宜食辛以润之。盖其能

开腠理致津液者，以辛能通气也，水中有真气，唯辛能

达之，气至水亦至，故可以润肾之燥。”张子和《儒门事

亲》谓“辛能走气，能化液”。可见，“辛润法”所用的辛

味药并非直接滋补津液，而使通过“辛走气”“辛散”的

作用，宣发腠理，使气行津开，津液得以正常输布、排泄

从而达到“润燥”“燥者润之”“燥者濡之”的效果。

对于寒邪束表、腠理闭合以致气不化津所出现的

燥证，当使用辛润法，辛以润之。单纯水饮内停亦可阻

滞气机，使得气不化津、津液失于输布而出现燥证，亦

可使用辛润法，辛以润之［猿］。

五苓散在《伤寒论》中，原治太阳表邪未解，内传

太阳之腑，以致膀胱气化不利，遂成太阳经腑同病之蓄

水证。其证以小便不利为主，并伴有身热头痛、口渴欲

饮。气不化津、津液不得输布，故渴欲饮水；饮入之水

不得输化，故愈饮愈蓄，愈蓄愈渴，饮入之水，无有去

路，甚则水入即吐，而成“水逆证”。笔者认为，表邪不

解则腠理闭塞，腠理闭塞则膀胱气化不利，非必太阳表

邪传经入腑之谓也。前者，脉浮、身热，为有表证，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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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邪束表、气化失司以致气不化津而出现消渴、小便不

利，这与《内经》中的“肾燥证”如出一辙；后者，表证不

明显，由于水饮停蓄以致意欲饮水、反不渴甚则渴欲饮

水、水入即吐，此时正如成无己所说的“水蓄不行则肾

气燥”。两者相互影响，都是由于气化不利、津液不得

输布以致而出现的相关燥证，而并非津液绝对不足。

治疗用五苓散温阳利水、化气行津，其中就体现了“辛

以润之”的治疗原则。

五苓散中桂枝一味，《神农本草经》谓之“辛温无

毒”，成无己谓之“利肺气”，张元素谓之“开腠理”。

盖肺主气司呼吸，外合皮毛，因此利肺气便能开腠理，

两者是相互的。又因为“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

（《灵枢·本藏》），故利肺气、开腠理即有利于三焦膀

胱之气化。所以桂枝的辛温，既能入肺经发汗解表开

腠理，又能入膀胱经温阳化气利小便，使得气行津开而

燥证得消，很好的发挥了“辛以润之”的作用。白术甘

温，健脾化湿，助脾转输津液，使得水液上呈于肺，从而

“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而不直驱于下。茯苓、猪苓、

泽泻，《本草思辨录》谓此三味药“皆淡渗之物，其用全

在利水”，能使留饮尽去，并使热随溺解、寒随饮消。如

此一来，津液敷布，气化通调，消渴、小便不利、水逆等

症自消。

有医家认为五苓散中的“桂”既可用桂枝，也可用

肉桂。如张璐《伤寒缵论》谓“欲兼温表，必用桂枝；专

用利水，则宜肉桂”，又如罗美《古今名医方论》谓“伤

寒之用五苓……然用桂枝者，所以宣邪而仍治太阳也；

杂证之用五苓者……兹必肉桂之厚以君之，而虚寒之

气始得运行宣泄”。我们认为，寒邪束表、气不化津者，

用桂枝辛温解表、开通腠理，能使气化行而津液布；水

饮停蓄、津液不布者，用肉桂温化水饮、通利膀胱，能使

小便利而水饮消。二者均是“辛以润之”的体现，况两

证常相互影响而发病。不过，桂枝可作肉桂温阳之用，

而肉桂难以代桂枝发汗之能。五苓散方后云“多饮暖

水，汗出愈”。此“汗出”一方面是为了解散表邪、开通

腠理；另一方面是为了使停蓄之水经由皮肤消解。成

无己云“辛散水气外泄”，尤在泾云“表里分消其湿”，

皆谓此也。故《金贵要略》云“宜利小便发汗，五苓散

主之”，已将五苓散的功效明确定义为“利小便、发

汗”。桂枝在此方中可谓一药两用，表里同治。有表邪

则兼而发之，无表邪则功专利水，使蓄水经由由皮肤及

尿道同时排泄，且其利尿作用已被现代药理研究所证

实［源］。因此，许宏在《金镜内台方议》中称桂枝“外能

散不尽之表，内能解有余之结”，陆渊雷在《伤寒论今

释》中称桂枝“为此方之关键”，均非过誉。但若遇沉

寒痼冷之疾，或饮邪势盛之侯，桂枝力弱恐难奏效，此

时可用肉桂以加强其温通、辛润之力。

另外，方后注云“多饮暖水”。此“多饮暖水”亦

是为解渴而设，有补充水分的作用。我们认为，五苓散

止消渴之功，一在于恢复气化，一在于多饮暖水。伤寒

汗吐下后，水分缺失，故云“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

之”。若机体气化不利，则饮水再多亦不得化为津液，

以致随饮随消。应首先发挥桂枝“辛以润之”的作用，

使气化恢复，才能保证饮入之水能循常道而行，得以正

常的输布。又，人体胃气为温暖冲和之气，与冷水不

宜，而暖水性温，入胃之后即敷布周流，于体内气机无

碍。正如著名中医家赵锡武所说：“多服暖水，是补充

失去之津液。”［缘］

历代医家用五苓散“辛以润之”的治验甚多，其中

《名医类案》所载两则医案就堪称典范。其一云：友人

王晓同寓云中，一仆十九岁，患伤寒发热，饮食下咽，少

顷尽吐，喜饮凉水，入咽亦吐，号叫不定，脉洪大浮滑。

此水逆证，投五苓散而愈（《名医类案卷一·伤寒》）。

其二云：程仁甫治孚潭汪尚新之父，年五十余，六月间

忽小便不通，更数医，已五日矣。予诊其六脉沉而细，

曰：夏月伏阴在内，因用冷水凉药过多，气不化而愈不

通矣。用五苓散倍加肉桂，外用葱白煎水热洗，一剂顿

通（《名医类案卷九·淋闭》）。两例均为感寒而得，一

伤于外寒，一伤于内冷，一表现为饮水即吐，一表现为

小便不通，但其气不化津的本质则相同，故均用五苓散

通阳化气而取效。只是后者小便不通数日，势甚危急，

故重用肉桂并加用葱白，加大了辛温通阳的力量，是对

“辛以润之”的灵活运用。

综上所述，五苓散很好的体现了“辛以润之”的治

疗原则，可广泛用于因寒邪束表或水饮停蓄以致气不

化津、津液不布而出现的诸多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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