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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理论源自子阴阳与五行学说，不论是在诊断或施治时，总离不开五行“相生相克”
的原则。临床用药时，由子病证的复杂与多变，古人在配伍制方时，很少单用一二昧药
，通常必须根据“相生相克”的原则来配
药。除了要考虑药牲的主治功效以外，还必须考虑四气五昧与升降浮沉的变化，才能将
多种不同的药物相互配伍。
  中药配伍的主要目的，不仅在子提高疗效，同石寸也能减少药物的副作用。其中的巧
妙，就好比一位专精的画家，虽然仅用少数几种基本的颜色，就能调画出千变万化、栩
栩如生的作品：反之，对子一般人而言，即使用上数十种颜色来作画，其作品依然会显
得稚嫩而呆滞。这其中韵差别，主要在子对调配色彩的拿握能力，中药的配伍，也是如
此。换言之，如果能充分掌握药性，即使是少数几种药物，也能通过不同的配伍组合，
来治疗各种不同的病证。
  这点可以从古代名医，如张仲累、陈士铎等用药经验中得到证实。二人所用的药物极
力平凡，健脾药不外是茯苓、臼术等：化痰药不外是半疆、桔梗等；清燕药不外是丹皮
、栀子等，用药的种类不多，也不标新立异，却能辨证施治，在剂量大小与用药比例上
随证调整，对症下药，因此能治疗各样的疑难杂证，此点与某些喜用稀少奇特之药的医
生有所不同。
  那么，应当如何拿握中药的药性呢? 

内容简介

依照主治功效来分类，中药可以分为解表、清热、活血、化痰、理气、补益类等约18类
，如果从每种类别中选出6-10种常用药，合计约有108—180种，平均数为144种。也就是
说，在临床用药时，至少要拿握144种药物，才能称得上得心应手。
  临床上，一些医生特别喜欢使用稀少奇特的药物，有些固然是有其独到之处，亦无可
厚非；然而也有些是故弄玄虚，用来夸示其医木之高深莫测：甚至有人利用一般民众不
懂药性，就夸大某些药物的功效，将天山雪
莲、冬虫夏草、灵芝、牛樟芝等改嘘力灵丹妙药，以讹传讹，导致许多体质不适用者，
在服用后出现种种异状却仍不自知。岂不知，任何的中药，不是编寒，就是偏热，即便
是虽为平性的灵芝，也仍偏干燥，甘草因昧甘，过服亦容易阻渴脾气。这就是说，任何
的中药部有其副作用，如果不经由配伍以减缓其副作用，久服或多服单昧药物，最终都
会出现问题。
依照主治功效来分类，中药可以分为解表、清热、活血、化痰、理气、补益类等约18类
，如果从每种类别中选出6-10种常用药，合计约有108—180种，平均数为144种。也就是
说，在临床用药时，至少要拿握144种药物，才能称得上得心应手。  临床上，一些医
生特别喜欢使用稀少奇特的药物，有些固然是有其独到之处，亦无可厚非；然而也有些
是故弄玄虚，用来夸示其医木之高深莫测：甚至有人利用一般民众不懂药性，就夸大某
些药物的功效，将天山雪



莲、冬虫夏草、灵芝、牛樟芝等改嘘力灵丹妙药，以讹传讹，导致许多体质不适用者，
在服用后出现种种异状却仍不自知。岂不知，任何的中药，不是编寒，就是偏热，即便
是虽为平性的灵芝，也仍偏干燥，甘草因昧甘，过服亦容易阻渴脾气。这就是说，任何
的中药部有其副作用，如果不经由配伍以减缓其副作用，久服或多服单昧药物，最终都
会出现问题。  为了进一步阐述中药配伍后的变化，本书以最力常见的四物汤为例，详
细说明熟地，当归、臼芍、川芎的组成，可以随着其配伍比例的不同，导致整体药性偏
于辛燥(当归、川芎过量)，或偏于滋腻(熟地、臼芍过量)，如果平素体质比较燥热者服
用偏于辛燥的四物汤，就容易出现口干舌燥、温不受补等症状：同样地，如果服用偏于
滋腻的四物汤，对于脾胃运化较弱、水湿停滞者，也会出现食欲不振等副作用。又如，
以血府逐淤汤力例，如果能根据患者所出现的症状，适当地调整活血药与行气药的比例
，就能治疗血淤或气滞相对偏重的证候。  本书继《99昧常用中药入门》一书之后，再
增补99昧常用中药，特别加强其四气五昧与升降浮沉的解说，读者如果能细心体会这其
中的奥妙，更广泛地掌握各类中药的药性，在面对疑难杂证时，自然更能灵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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