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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藿香正气散之精要在于正气二字，一扶正气，其外证之生在于中气不足，脾胃虚弱，故治疗时，不仅仅祛湿寒之邪，

更重视恢复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以白术、茯苓、甘草扶中气、健脾运；二正气机，其内证乃三焦津凝气滞而生，尤以中焦

气机升降出入失常为主，故调畅中焦气机，使脾气得升，胃气得降，气津得散，局部正气得复，后邪自祛，病自安。三祛邪

气，已生之寒湿当化之，寒湿不去，津气难散，甚者湿郁成痰，或从热化，或湿盛而阳微，或变生他病，当使邪有出路，邪祛

而正自安。藿香正气散为治湿之方，却没有单纯运用治湿的药物，而是从补益、疏通、祛邪三个方面帮助人体恢复肺、脾

功能，使湿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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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气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
于正气理论的扶正祛邪法为临床常用的治疗大法。

藿香正气散主治外感风寒、内伤湿滞之证，《删补名

医方论》言：“藿香之芬，和胃悦脾，名曰正气，谓正

不正之气也。”方中正气二字在于“正不正之气”，主

要强调了祛邪的必要性。笔者基于藿香正气散的理

法方药，从扶正、调气机、祛邪三方面拓展其正气内

涵，旨在阐明中医正气思想在藿香正气散中的具体

体现以及对临床的具体指导意义。

１　正气述略

正气在发病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素问·刺法

论》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

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是决定发病的主导

因素，而邪气是发病的重要条件。

在此发病观的基础上，中医确立了一个基本治

则———扶正。扶正并不仅限于补益之法，其含义大

体可分为三，其一，补正气。正气充盛于内，自然不

易受外邪影响。《张氏医通》曰：“治虚邪者，当先顾

正气，正气存，则不致于害，且补中自有攻意。”补正

气又可二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精化为

气。”若是气不足而精充足，应将精化为气，即将阴

化为阳；若气不足且精也不足，精亏则气衰，应补充

阴精，即补阴，使正气生化有源。其二，恢复正气正

常的运行秩序。《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必先五

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素问·六微

旨大论》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

危。”气机升降出入正常，气化正常，才能维持人体

正常的生理活动［１］。气机升降出入失常，使正气没

有在相应的部位发挥功能，导致局部的虚证，此时的

扶正，最重要的是疏通气机，使之恢复正常秩序，即

是以通为补［２］。其三，祛邪。张从正提出：“病由邪

生，邪去则正安。”邪气与正气是对立存在的一对因

素，邪正斗争，正气必然损耗，在疾病的后期，常常出

现邪虽祛但正已虚的状态。因此，祛邪之法，从长远

来看，仍是为了扶正［３］。

２　藿香正气散中正气思想

藿香正气散原名藿香散，出自《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原文曰：“治伤寒头疼，憎寒壮热，上喘咳嗽，

五劳七伤，八般风痰，五般膈气心呕恶，气泻霍乱，脏

腑虚鸣，山岚瘴疟，遍身虚肿。妇人产前、产后，血气

刺痛，小儿疳伤，并宜治之。”临床用之，当紧扣其外

感风寒，内伤湿滞的特点［４］。藿香正气散之证无论

外感内伤，均属中气不足而受邪。素体脾胃虚弱者，

邪气从口鼻入，阻碍气机，气津运行不畅而湿浊自

生，此属表里同病；或无表证者，因饮食不当致脾胃

运行受阻，气、津布散不畅、升降失调，而致中焦气滞

津停，内湿得生。四时不正之气皆可得此证，故今用

之者，不应拘泥于暑湿外感证。方中君药藿香芳香

醒脾，其性辛温，外可解表散邪，内可辟秽化湿，和中

止呕，表里同治［５］。《药性赋》谓之：“可升可降，阳

也。”故其兼有调畅气津之用，作用最为全面。紫

苏、白芷、桔梗味辛而长于行散，开宣肺气，使上焦气

机通畅，既有治未病思想，避免中焦气机不畅影响上

焦卫气的宣通，也有利于中焦气机的恢复；同时桔梗

宣肺，引清阳之气上升，半夏辛温降逆，一升一降，可

调畅中焦气机；厚朴、大腹皮宽中下气，行中焦之滞，

《药性赋》谓厚朴：“其用有二：苦能下气，去实满而

泄腹胀；温能益气，除湿满散结调中。”《景岳全书》

提出大腹皮能“逐水气浮肿”，故两药能行里滞，使

邪有出路。半夏、陈皮理气化湿，消已形成之积滞、

痰浊，复胃气升降而止呕；因外邪伤人、湿浊内生均

由于中气不足，故用白术、茯苓、甘草健脾以扶正，以

生姜、大枣调和脾胃。该方如此配伍，表里上下兼

顾，邪祛而正安，其治湿之法体现了芳化、燥湿、淡渗

之法，中焦失运之气津为病，皆可据此化裁［６］。

藿香正气散外感内湿兼治，祛邪扶正兼施，其用

药偏温，盖遵《金匮要略》之言：“病痰饮者，当以温

药和之。”若病有热者，当加减用药而不拘于原方。

内伤湿滞时，其遵风能胜湿之治则，用紫苏、白芷类

风药助脾化湿。风药多有宣通发散之用，能振奋阳

气，疏通郁闭之气机。《脾胃论》曰：“湿寒之胜，当

助风以平之。”“下者举之，得阳气升腾而愈矣。”故

风药在治疗水湿病中尤为重要［７］。而本方之精要

在正气二字，一扶正气，其外证之生在于中气不足，

脾胃虚弱，故治疗时，不仅仅祛湿寒之邪，更要重视

恢复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即所谓治病必求于本，

脏腑功能恢复，气血调和，能与邪斗争、祛邪外出，故

以白术、茯苓、甘草扶中气健脾运；二正气机，其内证

乃三焦津凝气滞而生，尤以中焦气机升降出入失常

为主。盖中焦乃三焦之枢纽，脾胃居中焦，脾主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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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胃主降浊，若脾胃失司，则清气不升，浊气不降，

百病由生。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清气在

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 胀。”藿香正气散调

畅中焦气机，使脾气得升，胃气得降，气津得散，局部

正气得复，后邪自祛，病自安。三祛邪气，《删补名

医方论》云：“藿香之芬，和胃悦脾，名曰正气，谓正

不正之气也。”已生之寒湿当化之，寒湿不去，津气

难散，甚者湿郁成痰，或从热化，或湿盛而阳微，或变

生他病，当使邪有出路，邪祛而正自安。藿香正气散

的正气思想认为疾病的治愈主要是依靠人体的正

气，而药物的作用主要是利用其偏性去顺应人体正

气的需求，藿香正气散为治湿之方，却没有单纯运用

治湿的药物，而是从补益、疏通、祛邪三方面帮助人

体恢复肺、脾的功能，使湿得治。因此，扶正并非单

一的补益之法，其关键在于顺应人体正气的需求，不

论是补益气血，还是畅通气机、祛除邪气，只要能够

使人体机能恢复，使人与自然的沟通正常，即为扶

正。

３　从正气角度浅析藿香正气散的临床应用

３．１　藿香正气散的内治拓展
３．１．１　时疫　温疫不同于普通外感，吴又可在《温
疫论》中明确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

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又可又

云：“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

络，舍于夹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

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谓横连膜原是也。”认

为异气通过口鼻传播，且不遵先表后里之规律［８］。

故“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

治疗时疫，当不循解表常法，在时疫的早期阶段，应

以疏利为法。吴鞠通《温病条辨》云：“温疫者，疠气

流行，多兼秽浊。”针对以湿为主要特征的初起时

疫，藿香正气散芳香而疏表畅中、甘淡而疏里渗下，

可助气机通行，三焦畅达，腠理开通。疫病的治疗虽

以祛邪为第一要义，但在整个病程中亦要重视扶助

正气，如《素问遗篇·刺法论》云：“黄帝曰：余闻五

疫之至，皆相染易……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

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

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９］藿香正气

散内可扶中气、健脾运，外可散寒祛湿，正邪兼顾，对

于时疫初起湿邪郁肺或脾胃之证，可有良效［１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中医学“温疫”范畴，该

病目前尚无特效治疗药物，临床以对症治疗、控制并

发症为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性为湿、毒［１１－１３］。

藿香正气散长于祛湿，且具有扶正祛邪、恢复气机正

常升降的功能，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防和早期

治疗有积极意义［１４－１７］。杜海涛等［１８］研究发现，藿

香正气汤中有五种小分子成分与新冠病毒３ＣＬｐｒｏ
结合良好，网络药理学初步预测藿香正气汤的抗病

毒途径可能是通过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路影响病毒复
制。邓燕君等［１９］分析藿香正气口服液潜在分子机

制，认为其通过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发挥作用。

藿香正气散长于表里上下分消、升清降浊，但解毒之

力不强，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毒”之性难免有

病重药轻之嫌，但其“正不正之气”的组方思想和配

伍特点仍对“湿疫”的治疗有重要借鉴意义。

３．１．２　内伤杂病　藿香正气散不仅仅可以用于治
疗暑湿外感，在内伤杂病中的应用也极为广泛。如

口臭因素体脾虚或滥用寒凉而致者，常因湿邪作祟

而缠绵不愈、反复发作，可给予藿香正气散，祛内外

之湿，扶中焦正气，调中焦气机，使清浊自分，浊湿无

源可生则邪无以依附［２０］；头痛属中焦气虚，水湿停

聚成痰，上蒙清窍，或中焦升降失宜而致清阳不升

者，予藿香正气散可化痰湿，助中运，使清阳得升，除

头痛之急，治头痛之本；胸痹因中焦升降失宜致上焦

卫气宣发布散异常者，或因气津停聚影响血行者，治

以藿香正气散除湿化痰，调畅气津，津行血自行，胸

阳得振，胸痹自除［２１－２２］；寒哮因寒邪入里或阳虚内

寒而致津液内停，凝结为痰，上客于肺者，治以藿香

正气散，外能疏散表邪，内能芳香化湿，表里兼顾，疗

效甚佳［２３］；急性肠胃炎因外感寒湿或内伤饮食致寒

湿中阻，清气在下者，此方能祛寒除湿，疏散表邪，调

畅气机，使清阳得布、升降和宜，故临床疗效显

著［２４－２５］。藿香正气散在内治之中运用广泛，究其原

因，在于其顺应了人体正气攻邪的趋势，疏通气机，

调动人体正气祛邪，是助正而非单纯补益。藿香正

气散的正气思想也可以运用于临床的其他疾病论治

中，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３．２　藿香正气散的外治妙用　《理瀹骈文》说：“外
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

法耳。”在中医外科疾病中，湿为重要的致病因素。

湿邪内侵皮肤可发为湿疮、脓疱疮等。若脾胃虚弱，

水液不得运化而内生痰湿，也可发为粉刺或瘾疹等。

藿香正气散运用于此类以湿为主要特点的皮肤病，

可以通过恢复局部气机、给邪气以出路而达到恢复

局部正气的作用。

３．２．１　湿疹　湿疹又名湿疮，以皮损有湿烂、渗液
为临床特点［２６］。《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谓：

“浸淫疮，此证初生如疥，瘙痒无时，蔓延不止，抓津

黄水，浸淫成片，由心火、脾湿受风而成。”湿疮的发

生，或因先天禀赋不足，肌腠不固而感邪，风、湿、热

郁于肌肤而为病，或因脾胃不足，湿从内生，郁而化

热，外发肌肤而为病。临床治之，法当辨证论治。因

脾胃不足而生内湿者，藿香正气散可化裁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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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２７］。也可用于湿疹的外治，当皮疹尚未破皮时可

用棉签蘸藿香正气水，直接外涂于皮损区；如已经出

现了明显的破皮、有明显的渗出液时，可改用藿香正

气液湿敷。局部外用藿香正气散，药力直达病所，一

能祛邪，疏散在表之风湿之邪；二能疏通，宣通肌腠

郁闭之气机，邪祛正安，气机得通，则正气流转。

３．２．２　粉刺　粉刺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好发
于颜面、胸背等处。《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劳汗

当风，寒薄为渣，郁乃痤。”可见本病治疗的关键为

开郁［２８］。若因脾虚失于运化，痰湿内生，阻于脉络

而发者，皮疹多色黯或形小，散漫分布，痛热不甚。

此类患者可在内治的同时将藿香正气水涂于粉刺

处。藿香正气水中的风药与酒精性辛，可以调畅局

部之气机，开其郁结；郁结一解则气机通畅，气机通

畅则邪有出路，如此，配合方中解表祛风除湿之品，

透发其在表之风湿之邪，则局部正气得复，气机得通

而卫表得固，则邪无停留之窠臼，故可收良效。

４　小结

藿香正气散一方很好地体现了中医学的正气思

想，其运用不应局限于暑湿外感之证，要结合正气二

字，将正气思想贯穿于临床运用之中，方能“师其法

而不泥其方，师其方而不泥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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