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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法象药理与中药自然属性的相关性研究

刘$珊#

$王永春!

$滕佳林#

摘要$法象药理运用药物的法象"外在表象#解释药物奏效原理$依据药物的外部现象如形%色%质地%

习性等来解释药物的作用机制& 中药的自然属性包括药物的形状%颜色%质地%气味%采收时间%入药部位以

及所含的化学成分等& 两者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可见中药的自然属性也是可用来分析药物的药用机制

的$故研究法象药理与中药的自然属性的相关性对中药药性的判别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法象药理'中药'自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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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象药理理论来源于'象思维("初步形成于宋

代"兴盛于金元时期"对金元时期及后世医家的影响甚

大"对中药药性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作用) 近来"学

者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哲学对研究中医药学的重要

性"回归到用'象思维(的方式来思考中药药性的研究

方法"将中药药性放入孕育其生长的环境中去研究)

广义的药性包括其自然属性和效应属性两部分"自然

属性是指药物的形*色*质*气味以及化学成分等"法象

药理依据药物的外部现象如形*色*质地*习性$即生

存环境%等来解释药物的作用机制)

#

$法象药理

'法象(一词首见于+易传!系辞上,#'是故法象

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

月() 法象药理是指依据药物的外部现象如形*色*质

地*习性等来解释药物的作用机制"是中医学用来探究

药物作用和疗效机制的一种理论模式-

#

.

) 中药的药

类法象理论模式"是把药物的基本性能*功效应用与其

气味厚薄*阴阳寒热*采收时月*质地色泽*入药部位以

及药材生熟等联系起来"认为物从其类"同形相趋"同

气相求-

#

.

) 如有'皮以治皮*节以治骨"核以治丸("

'子能明目("以及'蔓藤舒筋脉"枝条达四肢(等多种

说法) 如五皮散治皮水"+成药便读,云其'皆用皮者"

因病在皮"以皮行皮之意("借以说明药用部位与病位

的疗效关系-

!

.

)

#

!

#

$法象药理的形成

法象药理理论初步形成于宋代"当时受到宋儒理

学的影响"大兴探讨药理之风) 北宋末年的 +圣济

经,

-

%

.可为代表) +圣济经,中明确地提出了'法象(一

词#'天之所赋"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在

+圣济经,'药理篇(中就反映出当时的医药学者"观察

动*植物之本性"探究物理造化之玄机"总结出'万物

皆有法象(的思想"并对药物的药理作用进行推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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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医学最早的药理专论) +圣济经,指出#'观其演

易说卦"推阴阳之颐"究物性之宜"大或及于牛马"微或

及于果?"潜或及于龟蟹"盖以谓禀气而生"不离阴阳"

惟其不离阴阳"故无一不协于理"而时有可用者

矣)

-

%

.

(书中试图建立一个事物的生成观"即世间万物

无论大如牛马"小如果?"潜如龟蟹"都是由阴阳之气

禀于理而生成) 推演及药+圣济经,言#'圣人穷天地

之妙"通万物之理"其于命药"不特察草石之寒温"顺阴

阳之常性而已//于是有因其性而为用者"有因其用

而为使者"有因其所胜而为制者"其类不同"然通之皆

有权"用之皆有法也) 蝉吸风"用以治风//所谓因其

所胜而为之制者如此)(

-

%

.

法象药理兴盛于金元时期"而以张元素的+珍珠

囊,和+医学启源,"李东垣的+药类法象,和+用药心

法,为代表) 刘完素著+素问药注,推演五脏气味补

泻"皆本+素问,及+圣济经,的旨意"他在+素问病机气

宜保命集!药略,中指出药物的'轻枯*虚薄*缓*浅*

假宜上"厚重*实润*深*真*急宜下"其中者宜中(与药

物的形*色*性*味*体相配合"实为药物法象的简要图

式-

[

.

"他的思想为易水学派的张元素等所发挥"在宋

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药物疗效的原理"以药物形*

色*气*味*体为主干"利用气化*运气和阴阳五行学说"

建立了一整套'法象(用药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学

的用药内容"使临床由经验用药向理论用药迈进了一

大步-

8

.

) 张元素坚持'药类法象(的认识方法"对前人

所论'药物气味*厚薄*寒热升降(之理论进行发挥"并

绘有'药象阴阳图() 在药物分类方面"亦以先人气味

厚薄之升降理论为依据"形成了以升降浮沉为中心的

药类法象思想) 如在+医学启源,中就将药物分列为

'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

五大类"让人们用药时遵循'四时之度"五行化生"各

顺其道"违则病生(之原则-

#

.

) 其中属风升生类药物

有防风*升麻等
!"

种"其气味未必为酸苦咸平"但却

多为解表行气升提之药"体现了'味薄则通(&热浮长

类药物有乌头*干姜等
!"

种"其味多辛*气多温*热"

多为温中之药"体现了'气厚则发热(&湿化成类药物

有黄芪*人参等
!#

种"其气味多样"功效多为补脾"燥

湿健脾&燥降收类药物有茯苓*泽泻等
!#

种"其味非

但未辛*甘"却以酸*苦*甘为主"多为利水*行气*收敛

之药"体现了'气薄则发泄(&寒沉藏类药物有大黄*黄

柏等
#:

种"气味多为苦寒"多为清热泻火*攻下之药"

体现了'味厚则泄() 法象药理认为药物的功用是由

其形*色*味*体*质*所生之地*所成之时等自然特征决

定的"在此理论指导下应用药物"称为法象用药) 李东

垣承袭了张氏理论并加以完善"在+药类法象,和+用

药心法,中都记载了用药法象与天地阴阳*气味厚薄

清浊的关系"药味与升降关系的药性要旨等内容) 认

为生长化收藏以配四时"'是以味薄者升而生"气薄者

降而收"气厚者浮而长"味厚者沉而藏"气味平者化而

成() 药类法象认为#药的四气五味与天之阴阳*六

淫*四气相应"与地之五行*五季的生*长*化*收*藏相

应"又与阴阳*升降浮沉相属"结合气味厚薄*功能"将

药物分作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大

类-

$

.

) 用药定分两$剂量与君*臣*佐的关系%*用药酒

洗曝干 $炮制药性%*用药根梢身例$人药部位药性%*

用圆散药例$剂型药性%) 王好古继承张元素*李东垣

之说"收录东垣+药类法象,*+用药心法,"根据各药所

入三阴*三阳经特点"结合其气味厚薄*升降浮沉等性

能"进行阐述发挥"东垣的论著也唯赖此书得以保存)

#

!

!

$法象药理的基本内容

法象"即法自然之象) 运用药物的法象$外在表

象%解释药物奏效原理"创始于宋"是宋代最常用的方

法之一"是相对于性味之外的一大法门) +圣济经,药

理篇强调'物生而后有象"象后而有滋//本乎地者

味自具"本乎天者气自彰("并强调了药物形色气味法

象之理) 而实际运用中药物法象包括的范围很广"举

凡形色*生态*习性乃至传说附会"无不可以充作释药

依据) 金元时期利用法象推演药性原理仍然十分流

行"成为金元本草学中突出的药性理论) 金元医家运

用法象000气味厚薄*升降浮沉之理归类药物"从而按

天地五运之象"将药物分为'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

燥降收*寒沉藏(

8

类#即$

#

%风药气温味薄"其性是

升"犹春生之意"凡酸*苦*咸味之薄者*平者皆属之&

$

!

%热药气厚上浮"如夏之长养万物"辛*甘*温*热者

皆属之&$

%

%温药兼以生长收藏四化之用"气平兼寒热

温凉*味淡兼辛甘咸苦者属之&$

[

%燥药气之薄者"除

温降气"如秋之收敛"辛*甘*淡*平而寒*凉者属之&

$

8

%寒药味厚下沉"犹冬气闭藏"酸*苦*咸*寒者属

之-

[

.

) 现代将法象药理概括为依据药物的外部现象

如形*色*质地*习性等来解释药物的作用机制"是中医

药学家用来探究药物作用和疗效机制的一种理论模

式"多用来探讨药性相关的问题)

!

$中药自然属性

!

!

#

$中药自然属性的内涵

现代学者将中药的自然属性定义为药物在形成

$生长%过程中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后产生的固有性

质"包括药物的形状*颜色*质地*气味"以及所含的化

学成分等"是中药药性效应属性产生的基础-

6

.

) 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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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基本上是从五行角度来阐述药用植物以及药材自

然属性与药性间的关系的"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

将药用植物的五色*五味*五气*五季"与中药作用于人

体的五脏系统地联系到一起)

!

!

!

$药性*药效

药物的功效是与临床应用直接相关的作用"多数学

者认为中药的自然属性直接影响着其功效) 近年来"中

药药性是研究的热点"以自然环境因子变化探讨对中药

药性形成的影响"从医籍考证与现代理论为基础"说明

了环境因子变化影响中药药性形成的认识意义-

:

.

) 也

有学者以+中华本草,作为文献依据"选取药性明确*性

状特征描述翔实*临床常用且具有代表性的植物药分析

寒*热药性及药味与功效主治*原植物属性*药材性状之

间的关系"认为原植物属性*药材属性和化学成分$次生

物质%可以用来初步判断中药药性和药味-

5

.

)

%

$法象药理与自然属性的联系

从法象药理与中药自然属性的定义上来看"都涉

及药物的外部现象如形状*颜色*质地*习性*采收时

间*入药部位等"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可见中药的

自然属性也是可用来分析药物的药用机制"故法象药

理学说与现代理论中药的自然属性之间有必然的联

系) 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和+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中都谈到这个问题'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

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

成之时"或取其所生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疗疾"

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其理"可自得知() +医

学启源,药用根梢法载#'凡根之在上者"中半已上"气

脉上行"以生苗者为根) 中半已下"气脉下行"入土者

为梢) 当知病在中焦用身"上焦用根"下焦用梢) 经

曰#根生梢降)(这是典型的法象用药"入药部位不

同"药效也不相同) 从自然属性的角度来说"入药部

位包括同一中药不同入药部位"以及不同中药相同

入药部位两部分) +医学启源,中显然是对应的前

者"同一中药的不同入药部位显然药效不一样"而不

同中药的同一入药部位却又有相似的药用趋势)

+本经疏证,曰#'枝叶者"草木献伎效能之象) 枝为

行气之道"叶则性所著见也) 故凡物之性润者"必其

枝滑泽而叶柔软"从未有根本枝叶性适相违) 如天

?冬为极柔润之物"而枝叶不生逆刺"则涩而细散

者)(由此可见"性润之药"其植物枝条必是'滑*泽("

而叶柔软"这显然是对同一入药部位有相似药用趋势

的印证"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

$讨论

法象药理"又被称为综合药性"是宋金元医家对药

性理论研究的创新"主要理论见于张元素*李杲*王好

古等易水学派门人的著作中"以药物气味之厚薄分阴

阳"以辨升降浮沉"结合五行理论"引入六气"以明药物

生*长*化*收*藏之特性"进而指导临床用药) 对于现

代科学化的社会而言"虽然法象药理有理论支撑"有内

容"有基本原理"是大部分药物符合的规律"但并不是

放置四海皆准的理论"局限性也很明显"很容易被证

伪"故与现代中药自然属性理论相结合"去伪存精"是

此理论运用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中药药性理论

内涵的丰富"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现代社会信息化与

多角度思维的环境和中医药现代化的各种研究中"以

取象比类为思维方式的法象药理"这种原始的中医思

维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法象药理理论急需进行多方

的论证探讨"得到确实的科学依据以与现代医学理论

相接轨"被人们所接受) 经过以上分析"法象药理理论

与中药的自然属性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均有利于

中药药性的研究"同时利用中药的自然属性也可以验

证法象药理的准确性"为中药药性的判别提供新的方

法"以利于法象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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