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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溪草堂医案》看王旭高治肝病临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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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名医王旭高素以肝病治疗闻名，通过分析《环溪草堂医案》中《肝气、肝火、肝风》一门的６１例病案，初步研究
其临证治疗肝病的学术思想。王旭高认为阴虚阳亢、肝脾不调与痰瘀阻滞是肝病发生的主要因素，治疗重视养肾阴以抑

肝阳，培脾土以抑肝木，结合活血化瘀、消痰除湿，主次分明，收效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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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旭高（１７９８—１８６２），名泰林，江苏无锡人。王
氏师承其舅高锦亭，临证严谨认真，所存医案众多，

对中医学颇有建树，于内科诸疾尤其是肝病的临证

用药精当，效如桴鼓，以“治肝三十法”传世留名，收

录于《西溪书屋夜话录》［１］。但由于其成书后诸多

散佚，且“治肝三十法”有方药而少例证与辨析，对

后世学者深入研究王旭高治疗肝病的临证遣方化裁

特点有一定影响。《环溪草堂医案》系王旭高医案

著作，惜未付梓，后由其门人整理，又经清末名医柳

宝诒据多种抄本选编并附按语而成。医案分内伤杂

病、伏气、外伤、妇人、小儿等三十五门，所载证情详

细，理法方药详备，于疑难案例又附详解以阐明其

意，对于研究王氏临证用药特点有重要参考价值［２］。

其中《肝气、肝火、肝风》反映王氏对肝病辨证论治

的临证思路［３］，以下将对《环溪草堂医案》中王氏治

肝病的临证特点作初步探讨。

１　阴虚阳亢是肝病发生的主要因素
肝经绕阴器、至小腹，分布于胁肋，经咽喉入鼻

咽，连目系，与督脉会于巅顶［４］。根据肝经走向，王

旭高将头痛眩晕、心乱神昏、胁脘诸疾及遗精闭经等

疾病归在《肝气、肝火、肝风》一门。王氏认为肝病

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阴虚阳亢，阳亢即指肝气、肝火、

肝风为病，于阴虚中又分肝阴虚、肾阴虚与营阴亏

虚。阳亢为病，或因情志所伤或因劳逸失常，始于肝

气郁结，气郁化火，肝火亢盛，阳气升动无制则肝风

内动，故王氏称“（此）三者同出异名”［５］。肝体阴用

阳，肝主藏血，故称“血海”，久病耗伤则肝血亏虚，

可致筋脉失于濡养、血虚不能上荣头目以及化燥生

风［６］；肾藏精，肾水涵养肝木，故称“乙癸同源”［７］，

若肝阴亏损，久病及肾，则肾阴亏损，水不涵木，发为

阴虚内热之象。营行脉中，属阴，化生血液，肝阳亢

盛，阴血内耗，或是气火燔灼，血不循经，引起出血，

致使营阴亏虚，影响其“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的

功能而引发相应病症［７］。

本门所论及肝气、肝火、肝风的医案大多与肾

阴、营阴不足相关。王氏在疏肝理气的基础上，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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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羊、牡丹皮、甘菊、钩藤、决明子、白蒺藜凉肝，继以

川楝子、蒺藜、钩藤、橘叶平肝，前者不效，当熄风潜

阳，加牡蛎、生地黄、女贞子、阿胶以滋肝。如其治一

苏姓患者因“肝阴久亏，风阳上扰不息”致“头顶目

珠皆痛”“耳目昏花”“多烦少寐”，以生地黄、沙苑

子、沙参、麦冬养阴涵木，石决明、磁朱丸镇肝熄风，

阿胶、枣仁、制首乌、麻仁养血熄风，补“肝体”以制

“肝用”。另有病案“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

阴、厥阴”，辨为肝肾同病，原因之一是王氏根据经文

“肝胆风阳上盛，久痛不已，必伤少阴肾阴”，二是患

者另见“目忄磇忄磇无所见，而腰痛复起也”，是肾经病

变的常见症状，且“前方清镇无效”，故辨为肝肾同

病，投以育阴潜阳法，此《医宗必读·乙癸同源论》

“东方之木，无虚不可补，补肾即所以补肝”［８］之谓。

同时，肾又为“水火之脏”，肾阴虚日久又可使

相火偏盛，与肝火相挟为病，论治又当慎重，王氏常

加用黄柏、知母、生地黄、沙参以“制肝之亢阳，益肾

之虚”。其治一华姓患者“病由丧子忧怒抑郁，肝火

偏盛，小溲淋漓，渐至遗精”，肝主疏泄调畅五志，情

志不畅则肝气郁结，肾主封藏一身之精，相火妄动则

封藏失司，故王氏认为此当“制肝之亢阳，益肾之

虚”，以生地黄、沙参、龟甲滋阴潜阳，川楝子、延胡

索、当归龙荟丸疏肝泻火，黄柏、知母、赤茯苓利尿通

淋。全方用药虽简，但贵在封藏、疏利共用，使补而

不滞，泻而不过，扶正不碍邪，驱邪不伤正。

久病、热病耗伤阴血、失血过多等均可引起肝血

虚证，王氏常以当归、川断、牛膝、川芎补肝血，生地

黄、当归身、枸杞子、牛膝、天麻、制首乌、胡麻养肝，

此补肝血、滋肾水以补肝体、制肝用。本门中论营血

亏虚的医案有二，表现为筋脉或痛或麻、活动不利等

症状，《素问·经脉别论》有言“食气入胃，散精于

肝，淫气于筋”［９］，血不养筋、肝风走络所致筋脉失

养，法应熄风、养血、通络，治以四物汤养血熄风，桑

枝、秦艽、蒺藜祛风通络，党参、黄芪、红枣益气养血。

２　重视中焦是治疗肝病的重要方面
脾居人体中焦，主运化、升清与统血，与胃相表

里。肝脾同居中焦，密切相关。饮食起居等损伤脾

胃，为“胜我”之肝木乘之，即“土虚木郁”，肝气拂

郁，克伐脾土，即“木旺乘土”，易发为肝脾同病［１０］。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历代医家都极为重

视建运脾胃，如仲景创“建中法”与“肝病实脾”法，

东垣创甘温实脾法，王氏在肝病的临证中亦极为重

视健运脾胃以制肝木，即培土抑木法。

《肝气、肝火、肝风》门的６１案中，共有２０例涉

及脾胃的论治，同时，又依肝病、脾胃病之偏重与寒

热虚实的不同灵活遣方，并分清脾胃不同病证。王

氏肝脾同调，以治木郁土壅，总以逍遥散化裁［１１］。

若中气虚明显者，又加以甘草、白芍、大枣、橘饼、淮

小麦缓肝实脾；腹胀明显者，以六君子汤加吴茱萸、

白芍、木香培土泄木。如治一以脾虚为主的薛姓患

者“上冲为呕，上冒为眩……头面汗出偏左……”，

为“中气不足，木来乘土”，调治之法，“和中为主，平

肝次之”，以党参、茯苓、陈皮、半夏健脾除湿，生姜、

川黄连（吴茱萸汁炒）和胃降逆，白芍酸甘柔肝，石

决明平肝熄风，甘菊清肝火，遵仲景见肝之病、当先

实脾之训。

肝气乘胃，脘痛呕酸，以二陈加左金，或白蔻、川

楝子泻肝和胃；肝气上冲于心，热厥心痛，川楝子、延

胡索、吴茱萸、川黄连为用。如一病案，以“胸脘阻塞

而攻冲……营卫不和而寒热，凡大便溏，饮食少，右

脉细，左脉弦”为症，此肝气犯胃、中气不振共见，治

以四君子汤合逍遥散加左金丸；二诊肝气已平，继以

培补收工。

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若木旺乘土，影响中焦温

运之功能，出现虚实并见之象，此时治疗尤须审慎，

补泻并用，无使偏颇，以免过于峻补则助阳化热，过

于破气则伤胃败脾。如其治一患者“脘痛攻胁，呕吐

酸水，脉细而弦”，认为此乃“肝木挟下焦水寒之气，

乘于脾胃”，当治以“温中御寒，扶土抑木”，故以川

椒、炮姜、吴茱萸、桂枝温胃止痛，党参、白术、茯苓、

砂仁健运脾胃，白芍、香附柔肝理气。全方用药平

和，无助阳生变、破气伤正之虞。

３　痰饮、瘀血是肝病产生主要病理代谢产物
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异名，其产生之初皆

由肝气疏泄不及或太过引起。肝主疏泄，调畅气机，

促进血液运行，若肝气郁结，则血流不畅，患病部位

出现胀痛、刺痛，瘀血既成，又能成为致病因素，进一

步阻碍气血运行，甚或因瘀血阻络、新血不得归经导

致出血［１２］。肝疏泄有度则三焦通利，若肝失疏泄则

气滞水停，聚而生痰成饮；脾主运化，亦为生痰之源，

土虚木郁或木旺乘土，脾气虚，运化水液功能减弱，

则痰饮内生，痰饮形成以后，又可作为继发病理因素

作用于机体引发各种复杂的病证，随经而流，无处不

到，为痰涎、为头眩、为瘛?，甚为瘫痪，故称“怪病多

由痰作祟”。

王旭高认为肝郁化火，横逆犯胃，血随气涌，故

为吐血，最易留瘀致病，治以养肝阴，抑肝阳，降气化

瘀。遵循《先醒斋医学广笔记》治吐血三要法“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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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及“宜降气不宜降

火”［１３］，王氏以仲景旋复花汤为主疏肝降气，加当归

须、桃仁、泽兰叶通血络；若气逆动火，烦热胁痛，胀

满动血，以景岳化肝煎（青皮、陈皮、牡丹皮、栀子、芍

药、泽泻、贝母）降气泻肝火。如治一反复出血的患

者，“久有伏梁痞痛呕酸之患……自遭惊恐奔波，遂

至脘腹气撑，旁攻胁肋，上至咽嗌……近来发作，不

吐酸水而但吐血”，立方当从气血凝积推求，遂投郁

金、醋香附、苏梗疏肝降气，丹参、黑丹皮、延胡索、鲜

藕等凉血活血，二诊时病情稍缓，以景岳化肝煎解郁

平肝降火，并告诫“知气降而火降，瘀化而血安，需相

须为用”。又治一吐血患者“血色紫而有块”，廖希

壅是因“肝火乘胃，瘀凝上犯”，故以苏子、枇杷叶降

肝气，牡丹皮、黑山栀清肝火，鲜生地黄、白芍养肝体

以制肝用，阿胶、蒲黄、降香养血活血，佐以藕汁凉血

止血，全方药味虽简，但功效精专，总执疏肝降气、清

热养血两端。

痰饮为病，其证纷繁，若与肝病相兼，其治更难。

王旭高在“治肝三十法”中未提出具体方药，观其

《肝气、肝火、肝风》门，共有１６例明确与痰饮相关。
王氏认为痰饮为病，究其本责之于肝气郁滞、脾失健

运，故气机阻滞、水湿内停，聚而成饮，温化痰饮之

际，不忘疏肝与运脾，标本同治。如其治一肝风挟痰

者，“病起肝风，继增痰饮吐酸，所以口目筋掣，而胸

膈不利也……”，王氏认为“此肝风之动，由于营血

之亏，痰饮之乘，系胃阳之若”，病涉两歧，法难兼用，

然肝风日久，难以速除，适逢暑湿，恐内湿与外湿相

合，故以化痰为主，佐以平肝降逆，故投法半夏、茯

苓、杏仁、陈皮、白蔻仁理气化痰，麦冬、川贝母、竹茹

清利痰湿，郁金、炒山栀、牡丹皮、旋覆花平肝降逆，

捭痰湿得化、中焦得运，再图熄风。又如其治一患

者，症见“痰涎走络，头眩心跳，干咳痰少，右肩臂不

能举，足热无力”，治以生地黄、沙苑子、石决明、钩藤

养阴熄风，党参、半夏、陈皮、茯苓温中化痰，痰饮当

治以温化，阴虚内热理应治之以清凉滋润，药适相

背，犹看其用药周到熨帖之处

由以上内容可见，王旭高认为虽然“肝病最杂而

治法最广”，但其用药醇正和缓，效若桴鼓，源其医理

造诣之精深，正如费伯雄所言“义理之得当，而不在

药味之新奇”。其论治肝病，首先重视补阴。受到中

国古代哲学“阴阳贵和”及“滋阴派”“阳常有余，阴

常不足”思想影响，治疗肝病多以疏肝、清肝、平肝之

品与滋肾养阴之味相结合，滋阴药物的使用，也起到

养肝体之效，即《质疑录·论肝无补法》“不知肝气

有余不可补，补则气滞而不舒，非云血之不可补也”

“然补肝血又莫如滋肾水。水者，目之母也，母旺则

子强，是以当滋化源”［１４］之论。再者，受到众医家重

视后天脾胃思想的影响，王氏在治疗肝病中时时注

意顾护脾胃，未病先防、已病防变［１５］，以免“脾胃一

伤，百病犹生”，而其固脾胃，以《局方》之四君子汤

为基础用方，温而不燥，补而不峻，从“中和”二字求

之。第三，对于瘀血、痰饮等兼证为病，病涉两歧，法

难兼用，分清轻重主次，治疗有所侧重，总是以先去

其标，再治其本为法，然用药之际，亦反复权衡，灵活

变通，正如《西溪书屋夜话录·医话》中云“爱人好

生为之仁，聪明权变谓之智”［１６］，故下笔遣方时尤须

心怀仁术，慎之又慎，才能收效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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