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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躁”首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

并治．脏躁》【u，篇中云：“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

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历代医家关于

脏躁持不同观点，王叔和在《脉经》中称本病为“脏

燥”。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也称“脏燥”，而

在《辨证录》与《医宗金鉴》中云：“脏躁⋯⋯”。究其

“躁”还是“燥”?张仲景在书中只是记载了病名、症状

与方药．并没有阐明发病机理。留给后人广阔的发挥

余地。笔者就此略抒管见，以求正与同道。

1古汉语中的“躁”与“燥”

古汉语中“躁”与“燥”内涵较多。躁的含义有：①

不静。本作“趣”。《说文》：“趣，疾也”，《管子·心术》：

“躁者，不静”，《韩非子·喻老》：“重为轻根，静为躁

君”。②急疾，迅速。贾谊《旱云赋》：“来何暴也。⋯⋯

去何躁也。”如《素问·平人气象论》：“脉三动而躁”，

《素问》：“人迎躁盛，喘息气逆”。③不专一，变动。如

《周书．溢法》：“好变动民日躁”，《韩非子·喻老》：“离

笔

位之谓躁”，《苟子·劝学》：“蟹六跪而二螯，非蛇嬗之

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燥的含义则有：①干。《说
文》：“从火，臬声，干也”。隶变后楷书写作燥。《易·文

言传》：“火就燥”，《释名》：“燥，焦也。”②使干燥。自

居易《杂兴三首》之二：“风日燥水田，水涸尘飞起。”

③焦急，焦躁。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晁叔用》：“士
有抱奇怀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污笔⋯⋯”

2历代医家的观点

有些学者认为“脏躁”应写为“脏燥”．也有学者

沿用“脏躁”。或将“燥”字认定为病因所在。仲景用

“躁”字是何意?“脏躁”是否为误写?要想弄明白这个

问题只能从相关文献中寻找答案。有关脏躁的文献

只见于《金匮要略》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脉经》，后

世之记载。多转自此书。关于脏躁病的论述则多见于

《金匮要略》的注释书中。

①晋．王叔和《脉经·卷第九·平咽中如有炙脔喜

悲热入血室腹满证第六》(上海涵芬楼影印的四部丛

虽然是肝脏所喜，可是将军也可能因此更加狂妄。怎

么办?这时只有用恩威并重的方法，用桂枝。首先桂性

升发。能够疏通，同时桂又有同类抑制的作用。不会让

肝木得意忘形．好比说一个人发怒了．如果让他的上

级开导一番，效果应该是很好的。所以用肉桂叫平肝．

用柴胡叫疏肝。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肝气虽然平了．

桂的这个上窜之性怎么解决?因为这里有的是同类相

克．以暴制暴的手段，桂制服了肝。谁来制服桂呢?张

锡纯用桂平肝时．加龙胆草就是为了对桂枝有一个制

约作用。正是因为桂用上窜之性。所以说桂枝平肝只

适用于肝气横逆，而不适用于肝火妄动与肝阳上亢。

肝火妄动的主要矛盾是火热为患。与桂枝等于火上浇

油：肝阳上亢的主要矛盾是上实下虚。与桂枝后加重

了气机的上升。对于肝阳上亢的耳鸣目赤眩晕等．桂

枝可能不能胜任，张锡纯的代表方镇肝熄风汤中不用

桂枝，而用牛膝、代赭石、龙骨、牡蛎等。

概括而言．桂枝具有疏肝与平肝的作用．疏肝适

用于肝郁而没有横逆的情况．之所以没有横逆是因

为肝的实力相对不足。如果更加不足．桂枝就表现为

补肝作用了。因此桂枝的疏肝与补肝作用只有量的

差别，没有质的区别。桂枝的平肝作用适用于肝气郁

滞又横逆的情况．能够对肝木起到即疏通又抑制的

作用。最后注意肝火过旺或肝阳上亢的情况不太适

合用桂枝来平。而适合用清肝泻火或镇肝潜阳的药

物，如龙胆草、牛膝、龙骨、牡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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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本)云：“妇人脏燥，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

数欠。甘草小麦汤主之。”书中称本病为“脏燥”．其取

“燥”字，体现了作者对于脏躁病因病机的认识。②刘

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说：“所谓诸涩枯涸

⋯⋯。切忌用风药。又妇人脏燥，肺脏也，悲伤欲泣，

仲景甘麦大枣汤以生肺津。凡诸燥症，多火灼真阴，

血液衰少⋯⋯”陈士铎、曹颖甫认为病位在肺。如在

《辨证录》中说：“夫脏躁者，肺燥也。”《女科经纶》日：

“无故悲伤属肺病，脏躁者。肺之脏燥也。”③吴谦认

为病位在心。于《医宗金鉴》中日：“脏。心脏也，心静

则神藏。若为七情所伤。则心不得静，而神躁扰不宁

也。故喜悲伤欲哭，是神不能主情也。”咆清．沈明宗
明确指出，脏为子宫，在《沈注金匮要略》中说：“此子

宫受邪．上淫肺气之病也。子宫血虚故为脏躁。”此说

受到尤在泾的赞成．尤在泾把“燥”解释成病因。因燥

为阳邪．易耗精血．故又将脏躁的病机衍生为“脏阴

不足”、“精血内亏”[31。⑤陈修园在《金匮要略浅注》中

日：“妇人脏躁。脏属阴，阴虚而火乘之则为躁，不必

拘于何脏．而既已乘．躁则病证皆同⋯⋯”认为脏躁

发病不拘于五脏．“燥”是病因。

笔者认为．首先“脏燥”不妥．“燥”在古汉语中的

意义为“干燥”与“焦急”。历代医家取其“干燥”之意。

如果是由于脏阴不足——肺肾之阴亏虚．而导致“喜

悲伤欲哭”、“数欠伸”解释不通。“喜悲伤欲哭”。本文

之“喜”字不能理解为“喜笑”．应为“爱好”或“时时”

也．即“爱好悲伤欲哭”或“时时悲伤欲哭”之意【41。悲

伤过度易耗心肺之气．心藏神。主血脉，最容易出现

神志症状。“数欠伸”可责之于肾脏虚损、肝气被郁、

筋骨不舒或主四肢之脾的亏虚。因为五脏虚损．功能

失调。所藏之神失养．才导致一系列“如神灵所作”不

能自控的神志症状。且肺阴虚和肾阴虚的典型症状

在仲景对脏躁的描述中并没有体现。所以。“燥”字不

妥。

其次．脏躁的病位应为五脏之全或一部分．不拘

于一脏。尤在泾认为本病在子脏。如果为子脏。为何

在妇科专论中的记载不多．且脏躁非女子专患．男子

亦有。另外。子脏属奇恒之腑，为何不称为“腑躁”?仲

景提为“妇人”．只是说妇人易患．强调的实质是女子

致病因素——情志失调。《灵枢·本神》嗍云：“心，怵惕

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脾，愁忧而不解则

伤意，意伤则悦乱，四肢不举⋯⋯肝。悲哀动中则伤

魂，魂伤则狂妄不精，不精则不正⋯⋯肺．喜乐无极

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肾．盛怒而不

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

⋯⋯”五脏皆藏神且五脏之间相互影响制衡。所以。

任一脏虚损均可引发情志失调．神乱不安。

从以上两点来看．仲景书中之“脏躁”是由于正

气不足．五脏受损。导致情志失调紊乱出现“如神灵

所作”。“脏躁”之“躁”应为躁动不安解。

3遣方用药

从张仲景的用药可以佐证其本意为“脏躁”．非

“脏燥”。方药：甘草i两，小麦一升，大枣十枚。用法：

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分三服。甘草，甘，平，归心、

肺、脾、胃经。补脾益气，润肺止咳，缓急止痛，清热解

毒。小麦，甘，微寒，归心经，养一Ii,除烦。大枣，甘，温。

归脾、胃经，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缓和药性。

仲景所选的三味药。均为甘药，甘．能补能缓能

和。三药都不是滋脏阴补精血之佳品．可见其本意不

在补脏阴，润其“燥”。择三味甘药。意在甘补。补正气

之不足。杜文燮曰：“甘草，能补上中下三焦元气”问：

甘缓，调紊乱之气机，邹澍151：“大枣，推安中之极功．

能使气之乱者收，则除天惊矣；推助十二经之极功．

能使经气嬗代者无留滞，则除四肢笪矣”161：甘和，和

动乱之阴阳．平五脏之躁动。结合张仲景所述的症

状，可见“脏躁”之“躁”应取“不专一、变动”之意。脏

躁乃正气不足．五脏失养，气机逆乱而致神灵躁动不

安。

综上所述，脏躁应为“躁”，作变动、躁动不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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