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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臣鲜药临床应用特点浅析

胡文盈 许二平
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仲景学院） 郑州 450046
摘要：[目的] 分析何廉臣对鲜药相关内容的认识和阐述，总结其使用鲜药的用药特点和学术思想，以期能更好地为现代临床鲜药的应
用提供参考。 [方法] 在《重订广温热论》《湿温时疫治疗法》《增订通俗伤寒论》3本著作中，以“鲜”“汁”“活”“露”为检索词进行逐一筛
选，对照《中华本草》《中药大辞典》，规范鲜药名称，分析其性味归经，进而对鲜药的性味、归经进行统计分析，并归纳总结出何氏的用
药特点及学术思想。 [结果] 共检索出 66味鲜药。 性味方面，何氏所述的鲜药以寒性药物为主，且以甘味、苦味、辛味居多，体现了何氏
善治温病的临床特色；归经方面，以足阳明胃经最为频繁，其后依次为手太阴肺经、足厥阴肝经、手少阴心经、足太阴脾经，这与何氏认
为伏火多发于脾胃，喜用归胃经的鲜药有关。结合何氏的治温八法，上述结果证实其对鲜药的运用符合其善用轻灵之品的特点。
[结论] 何廉臣善用鲜药治热病，重视伏气温病的理论，认为鲜药具有药性轻灵平稳、清热而不伤阴、补而不腻的特点，并在其创立的治
温八法广泛应用了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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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resh Herbs by HE Lianchen HU Wenying， XU Erping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Zhongjing School），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45004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understanding and elaboration of HE Lianchen on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fresh herbs， and summarize
his prescri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ideas of using fresh herbs， so as to better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clinical fresh herbs. [Methods] Screening one by one was performed by using the keywords of “fresh” “juice” “live” and “dew” in the three
works of Reordered Edition of Warm Epidemics Expanded， Treatment of Damp-warm Epidemics and Enlarged Edition of Popular Treatise
on Common Febrile Disease. The names of fresh herbs were standardized according to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d Diction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Further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nature and flavor and channel tropism of fresh herbs， followed by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rresponding nature and flavor and channel tropism， and summary of the prescri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thought of HE Lianchen. [Results] A total of 66 fresh herbs were retrieved finally. In terms of nature and flavor， the fresh herbs described
by HE Lianchen were mainly cold drugs， and most of which were sweet， bitter and acrid in taste， reflecting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hat
HE Lianchen was skillful in the treatment of febrile diseases. In the aspect of channel tropism， the most frequent meridian was the Stomach
Channel of Foot-Yangming， followed by the Lung Channel of Hand-Taiyin， the Liver Channel of Foot-Jueyin， the Heart Channel of
Hand-Shaoyin， and the Spleen Channel of Foot-Taiyin， which was related to HE's belief that the latent fire occurred mostly in the spleen
and stomach， resulting in a preference for using fresh herbs with stomach-channel tropism. Combined with HE Lianchen's eight methods of
treating febrile diseas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use of fresh herbs was in line with his prescri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eference of using
light diaphoretic prescriptions with obvious effects. [Conclusion] HE Lianchen was good at using fresh herbs to treat febrile diseases 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theory of epidemic 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insidious pathogenic factors. He believed that fresh herbs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ght， effective and stable drug properties， clearing heat without damaging Yin， and tonifying but not greasy. Besides，
HE Lianchen applied fresh herbs widely to his self-created eight methods of treating febrile diseases.
Key words: fresh herbs; nature and flavor; channel tropism; febrile disease; eight methods to febrile diseases; clinical application; HE
Lia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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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臣（1861—1929），字炳元，号印岩，晚号越
中老朽，浙江绍兴县平乐乡人，民国时期著名医家，
邵派伤寒传承发展代表人物，被誉为“绍派伤寒之中
坚”[1]。 何氏行医四十余年，勤于著述，在诊务之余整
理编撰了30多部重要医籍及医学教材，为温病学说的
继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 《重订广温热论》
《湿温时疫治疗法》《增订通俗伤寒论》 为绍派伤寒学
术思想之代表作[1-2]，也是温病学史上的重要一章。 何
氏善治热病，主张寒热一体 [3]，运用鲜药是其治疗温
病的一大特色。 鲜药是指未经干燥、加工处理的新鲜
草本植物和鲜活动物体 [4]，由于鲜药的药材成分未发
生改变或损失，药性保存较为完好，在治疗某些疾病
时往往具有很大的优势[5]。 鲜药的广泛应用与明清时
期的温病学派盛行关系密切，在治疗急证、表证、热证

等疾病时往往能取得显著的疗效。本研究通过分析何
氏的鲜药用法规律，总结其使用鲜药的特点和学术思
想，以期指导现代临床上鲜药的应用。

1 鲜药的性味归经分析
在《重订广温热论》《湿温时疫治疗法》《增订通俗

伤寒论》3本著作中，以“鲜”“汁”“活”“露”为检索词进
行检索，并对照《中华本草》和《中药大辞典》第2版，规
范鲜药名称并分析其性味归经。 结合药物来源，共检
索出66种鲜药。 见表1。
1.1 鲜药的性味分析 鲜药同干药一样， 具有寒热
温凉、酸苦甘辛咸的四气五味性质。 将书中提及的66
味鲜药进行性味分析可知，何氏使用寒性药物最为常
见，有36种之多，占比54%；其次为性温和性平的鲜
药，分别为13和11种，占比分别为20%和17%；有关凉

表1 何廉臣临床应用鲜药

Tab.1 Fresh herbs used by HE Lianchen

序号 鲜药名 序号 鲜药名 序号 鲜药名

1 百合汁 23 鲜大枣 45 鲜桑叶

2 槟榔汁 24 鲜淡竹叶 46 鲜桑枝汁

3 党参汁 25 鲜地骨皮 47 鲜沙参

4 蜂蜜 26 鲜地龙 48 鲜生地

5 海粉汁 27 鲜冬瓜皮 49 鲜生姜

6 吉祥草汁 28 鲜冬瓜子 50 鲜石菖蒲

7 苦参汁 29 鲜藿香 51 鲜石斛

8 梨汁 30 鲜佛手 52 鲜首乌

9 满天星汁 31 鲜浮萍 53 鲜土牛膝

10 藕汁 32 鲜贯众 54 鲜西河柳叶

11 生大黄汁 33 鲜荷叶 55 鲜薤白

12 生韭汁 34 鲜茭白 56 鲜玄参

13 生莱菔子汁 35 鲜芦根 57 鲜金银花

14 生绿豆汁 36 鲜麦冬 58 鲜竹沥

15 西瓜汁 37 鲜茅根 59 鲜竹茹

16 鲜柏子仁 38 鲜茉莉花 60 鲜紫菀

17 鲜薄荷 39 鲜佩兰 61 羊胆汁

18 鲜扁豆花 40 鲜枇杷叶 62 野蔷薇露

19 鲜车前草 41 鲜蒲公英 63 郁金汁

20 鲜葱白 42 鲜青蒿 64 蔗汁

21 鲜葱须 43 鲜青橘叶 65 枳实汁

22 鲜大青叶 44 鲜三百草 66 猪胆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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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鲜药在何氏的著作中论述最少， 仅有6种， 占比

9%。见表2、图1。此外，在其著作中未有记载热性鲜药
的条文出现。 根据五味特性进行分析发现，在所有药
物中味甘、味苦、味辛者使用较多，其中味甘的鲜药有
36种；味苦者次之，有29种；味辛者有20种。味酸、味咸

和味淡的鲜药使用较少，分别仅有4种、3种和2种。 见
图2。 综上可见， 何氏在临床遣方用药时善用性味偏
寒，味甘、味苦、味辛之鲜药，苦寒可泄热，体现了其善
治温病的临床特色。
1.2 鲜药的归经分析 将书中提及的66味鲜药所属

表2 何廉臣临床应用鲜药性味

Tab.2 Flavor of fresh herbs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by HE Lianchen

性味 鲜药

甘淡寒 鲜淡竹叶

甘寒 百合汁、藕汁、西瓜汁、鲜车前草、鲜地骨皮、鲜茭白、鲜金银花、鲜芦根、鲜茅根、蔗汁

甘苦寒 鲜蒲公英、鲜桑叶、鲜生地、鲜竹沥

甘苦微温 鲜首乌

甘苦咸微温 鲜玄参

甘凉 吉祥草汁、生绿豆汁

甘平 党参汁、蜂蜜、鲜柏子仁、野蔷薇露

甘微寒 鲜冬瓜皮、鲜冬瓜子、鲜石斛、鲜竹茹

甘微苦微寒 鲜麦冬、鲜沙参

甘微酸凉 梨汁

甘微温 鲜扁豆花

甘温 鲜大枣、鲜茉莉花

甘辛寒 鲜三百草

甘辛凉 生莱菔子汁

甘辛平 鲜西河柳叶

苦寒 苦参汁、生大黄汁、鲜大青叶、羊胆汁、猪胆汁

苦平 鲜荷叶

苦微寒 鲜贯众、鲜枇杷叶

苦辛寒 鲜青蒿、郁金汁

苦辛平 鲜青橘叶

苦辛酸微寒 枳实汁

苦辛温 槟榔汁、鲜石菖蒲、鲜薤白、鲜紫菀

微苦淡平 满天星汁

微苦凉 鲜土牛膝

微苦平 鲜桑枝汁

咸寒 海粉汁、鲜地龙

辛寒 鲜浮萍

辛苦酸温 鲜佛手

辛凉 鲜薄荷

辛平 鲜葱须、鲜佩兰

辛微温 鲜藿香、鲜生姜

辛温 生韭汁、鲜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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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鲜药四气分析

Fig.1 Analysis of the four properties of the fresh herbs

图2 鲜药五味分析

Fig.2 Analysis of the five tastes of the fresh h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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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经进行分析，发现鲜药归经涉及足阳明胃经、手太
阴肺经、足厥阴肝经、手少阴心经、足太阴脾经、手阳
明大肠经、足少阴肾经、足太阳膀胱经、手太阳小肠
经、足少阳胆经及手厥阴心包经。 见表3。 其中，以足
阳明胃经最为常见，涉及鲜药多达38种；其次为手太
阴肺经、足厥阴肝经、手少阴心经、足太阴脾经，而手
阳明大肠经、足少阴肾经、足太阳膀胱经、手太阳小
肠经、足少阳胆经及手厥阴心包经涉及较少。 见图3。
何氏治疗湿热时喜用归胃经的鲜药， 可能与其认为
伏火多发于脾胃有关。

2 鲜药的性味归经应用特点
2.1 鲜药的性味应用特点 何氏所居的绍兴为江南
滨海之地，气候温暖潮湿，外感病多夹湿热，故其治
热病同时重视治湿[6]。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湿肿
满，皆属于脾”，表明湿病与脾的关系密切，故治疗湿
证，先要调理脾胃。 甘入脾经，何氏重视甘味鲜药，充
分说明了其重视治湿的临床诊治思想。 除了甘味药
物，何氏还经常使用苦味药，苦能泄能燥，具有清热
燥湿的功效，多用于治疗湿证和热证，这也表明何氏
临证重视治湿。 何氏所处的地域多为湿热，故在其用
药时，寒性鲜药占据了半数以上，寒性药物主要用于
热证，具有良好的清热效果。

2.2 鲜药的归经应用特点 鲜药的归经特点， 与温
病之病因病机相关。 病因方面，何氏[7]认为“凡伏气温
热，皆是伏火”，伏火乃温病之致病因素。 其中，燥火多
发于阳明胃肠，实燥多责之于肝胃，湿火多发于太阴
肺脾；此外，由于何氏居于绍兴湿温之地，人多肆食瓜
果、喜饮茶酒，易损伤脾胃。 病机方面，何氏认为伤寒

先入太阳、少阳，病变终归于阳明胃土，故以顾护脾胃
为治疗基础[8]，有助于截断病程。 脾为生痰之源，胃为
储痰之器，二者运化失司则湿邪内生，郁而化热变为
湿热；肝主疏泄，气郁化火或升发太过而致气实化火，
均可致内生湿热，湿热困阻，浊气蒸腾，上蒙心包，易
扰乱神明，发为邪陷心包之证。 胃主一身之津液，甘寒
为滋，故常用鲜石斛、鲜沙参等滋阴清热、益胃生津。
肺主通调水道，脾主运化水湿，前者宜辛淡清化，故用
鲜葱须、鲜生姜等发汗解表；后者宜辛淡温通，故用鲜
藿香、鲜佩兰等芳香化浊、燥湿健脾。 湿热郁阻肝经，
少阳气机疏泄不利，故以鲜薄荷、鲜青橘叶疏肝理气、
化痰散结。 湿热之邪循经侵犯心包，故以鲜石菖蒲、鲜
竹沥等开窍豁痰、醒神益智，祛除心包污秽之邪。
3 用药轻灵疗效佳，巧用鲜药施八法
3.1 发表 发表为治疗温病第一大法，“凡能发汗、
发 、发疹、发斑、发丹、发痧、发瘄、发痘等方，皆谓之
发表法。 ”[9]117温病发斑时，遍布胸胁或四肢，多由于温
毒发病，经络血热之毒迫而妄行，外溢于皮表而表
现为斑，血热且有瘀者发为黑斑，“紫黑蓝而枯晦者
死” [9]120，这是发斑中症状最严重的一种。 当出现黑斑
且舌现黑苔时，首先凉血攻毒，一夜连投多剂十全苦
寒救补汤，并重用生石膏，泻出黑粪；下后再用犀角大
青汤加减清热发斑， 此时方中加入鲜生地这味鲜药，
生地黄具有滋阴清热的功效，遇到急症热症时，相比
于干地黄，鲜用具有更好的凉血清热功效，黑斑发时
即用鲜生地可起到快速凉血清热消斑的作用， 热已
泄，斑已发，而病即自愈也。

3.2 攻里 “凡能降气、祛痰、导滞、逐水、通瘀、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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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何廉臣临床应用鲜药归经

Tab.3 The channel tropism of fresh herbs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by HE Lianchen
归经 鲜药

肺 鲜葱须、鲜浮萍、鲜紫菀

肺、膀胱 鲜三百草

肺、肝 海粉汁、鲜薄荷、鲜桑叶

肺、肝、脾 吉祥草汁、鲜茭白

肺、肝、肾 鲜地骨皮

肺、肝、肾、小肠 鲜车前草

肺、脾 党参汁

肺、脾、大肠 蜂蜜

肺、脾、胃 鲜藿香、鲜佩兰、鲜生姜

肺、胃 梨汁、生莱菔子汁、鲜葱白、鲜芦根、鲜枇杷叶、鲜沙参、蔗汁

肺、胃、膀胱 鲜茅根

肺、胃、肾 鲜玄参

肺、胃、心、胆 鲜竹茹

肝 满天星汁、鲜青橘叶、鲜桑枝汁

肝、胆 鲜青蒿、羊胆汁

肝、胆、肺、大肠 猪胆汁

肝、脾 鲜贯众

肝、脾、膀胱 鲜地龙

肝、脾、胃 鲜荷叶、鲜茉莉花

肝、脾、胃、肺 鲜佛手

肝、肾 鲜土牛膝

肝、胃 鲜蒲公英

肝、胃、肾 生韭汁

肝、心、肺 郁金汁

脾、胃 鲜扁豆花、枳实汁

脾、胃、大肠 槟榔汁

脾胃、大肠、肝、心包 生大黄汁

脾、胃、大肠、小肠 鲜冬瓜子、鲜冬瓜皮

胃、肾 鲜石斛

心、肺 百合汁

心、肺、胃 鲜金银花、鲜麦冬、鲜西河柳叶

心、肺、胃、大肠 鲜薤白

心、肝、肾 鲜生地、鲜首乌

心、肝、胃、大肠、膀胱 苦参汁

心、脾 野蔷薇露

心、脾、胃 藕汁、鲜大枣

心、肾、大肠 鲜柏子仁

心、胃 生绿豆汁、鲜大青叶、鲜石菖蒲、鲜竹沥

心、胃、膀胱 西瓜汁

心、胃、小肠 鲜淡竹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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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下胀、追虫等方，皆谓之攻里法。 攻里法者，解其
在里之结邪也。 ”[9]125何氏认为，湿热结邪，皆属于伏火
的范畴，湿热结邪与外感风寒不同，湿热结于内，如氤
氲之气绵延难祛，故宜用淡渗轻薄之鲜品，以霜桑叶、
鲜枇杷叶、茯苓、蔻仁、薏苡仁、芦根六味药治疗湿温
犯肺之轻症。 巧用鲜药枇杷叶起到了清肺降气之功，
相比于干枇杷叶，其药性更为轻薄，仅通上焦而不动
中下两部，伏邪从上而去，不伤病体之虚弱。

3.3 和解 “凡属表里双解、温凉并用、苦辛分消、
补泻兼施、 平其复遗、 调其气血等方， 皆谓之和解
法。 ”[9]129何氏认为久病之后津液枯竭，同时出现气逆、
肝火上冲，此证者最难和解，非童便四草汤、参麦冬瓜
汤等经典方剂可消。 而鲜药保持了其水分和原有的成
分，具有更好的养阴生津之效，故何氏巧用鲜药汁，以五
汁四磨饮最妙，将广郁金、广木香、上沉香、乌药四味药
各磨汁一茶匙，再加入西瓜汁、甘蔗汁、雅梨汁、鲜生地
汁各一瓢，冲等量的开水，搅拌均匀后即可饮用。方中以
各种鲜药汁滋养胃液，鲜药汁性味辛香，有行散上逆之
气的功效，凡是治疗阴虚气滞者，都可以此方药和解。

3.4 开透 “凡能芳香开窍、辛凉透络、强壮心肌、
兴奋神经等方， 皆谓之开透法。 惟一则去实透邪，一
则补虚提陷为异耳。 ”[9]133里窍为神气所出入的神窍，
属心络脑，当痰浊蒙蔽神窍心包时，经络壅闭，神气出
入受阻，则神智昏迷，先用卧龙丹、导痰开关散，以通
窍导痰。 对于痰已吐，但神犹不醒者，何氏善用鲜药
汁开神醒脑，取犀角汁五匙、生萝卜汁半碗、梨汁三
瓢，和入三煎沸的雪水，最后调入炼雄丹，一日服用三
次，具有较好的探吐痰涎的效果，痰清则神清。 较之

干药，鲜药汁药性更为轻灵，醒神开窍之功更为显著。

3.5 清凉 “温热郁于气分为伏热， 郁于血分为伏
火，通称伏邪。 热与火，未有不当清凉者也。 ”[9]140对于
伏气温热，何氏主张轻清化气，伏气温病自体内而外
发出，先从血分转归到达气分，气分热证常为湿热、痰
热，其性黏腻，迁延反复而难以痊愈，故轻清化气为首
选之法，而鲜药的清灵之气远优于干药。 在清气分湿
热时，何氏在叶氏新加栀豉汤中活用生薏苡仁、鲜枇
杷叶，在加减芦根饮中使用活水芦根、生薏苡仁、鲜枇
杷叶，在芦根通橘汤中使用活水芦根、鲜枇杷叶；在清
气分痰热时，在陈氏清肺饮和蒌杏橘贝汤中活用鲜枇
杷叶， 以清气分痰热。 以上几味鲜药上可清化肺气，
下可通利膀胱， 凡气分热都可清除。 温热大病之后，
人体气血津液大伤， 何氏认为此时应该使用苦寒药，
切忌过早用甘寒药，苦寒以清为主，而甘寒以滋为要，
易滋生体内之热，反而导致伏火不得清泄，故何氏在
大热伤津时常用甘蔗汁、藕汁、梨汁、芦根汁、西瓜汁、
鲜生地汁、鲜茅根汁、鲜荷叶汁等苦寒之品，而非鲜
地、鲜斛、鲜元参、鲜麦冬等甘寒滋养之品。

3.6 温燥 “温热为伏火症，本不当用温燥。 然初起
客寒包火，搏束过甚，致伏邪不能外达，不得不暂用温
散法。 ”[9]149何氏认为，温病初起外有夹湿时，不宜使用
辛凉之药，避免里热内陷，而使用温燥之品方可宣散
水气，如使用椒盐汤、生萝卜汁等鲜药可以开膈宣达
阳气，使内伏之火外溃，解表与清里并用，巧妙使用鲜
药，达到温燥散温之效。

3.7 消化 “消者，去其壅也；化者，导其滞也。 凡人
气血所以壅滞者，必有所因，先其所因而坚者削之，此
即消化之法。 ”[9]151何氏认为，食积、痰积、水湿、瘀阻、
虫积会导致温热内伏， 故清内热需要消除以上病因，
消化之法可以解之。 鲜药轻灵而不黏滞，消化之功益
效，故在消食时加用鲜竹沥汁、生萝卜汁，奏功尤速；
消痰时加生萝卜汁、雪梨汁，降痰之效如奔马；清瘀时
加生蒲黄、鲜生地，可清络宣气。

3.8 补益 “此由本体素虚，或因素有内伤，或为病
药所戕，自当消息其气血阴阳，以施补益之法。 ”[9]156伏
热本不应使用补益之品，但《素问·金匮真言论》有云
“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故因先补其不足，而后泄其
热。 何氏认为，补益当用轻灵平稳之品，以免滋生伏
热，故强调用鲜药以补益体虚。 清补时喜用雪梨汁、荸
荠汁、芦根汁、麦冬汁、藕汁等；温补时善用猪胆汁、生

图3 鲜药归经分析

Fig.3 Analysis of the channel tropism of the fresh h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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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黄、生白芍等鲜药；调补时喜用生石斛补胃阴以柔
肝，生蒲黄祛淤活血以和胃气；平补时喜用鲜生地、生
白芍等平和之药调补气血津液，更用谷肉果菜等新鲜
食物进行食养，以从容缓和补益身体，到达强身健体
之功效。

4 结语
鲜药的使用历史悠久， 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

《五十二病方》中用新鲜植物药汁来治疗牝痔[10]，因其
疗效显著，吸引了大量现代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与干
品药物相比较而言，鲜药性味偏寒凉，具有显著的芳
香辛散之功，同时避免了药物在炮制过程中成分或特
性的改变，因此鲜药在治疗热证、血证及急危重症等
方面有优于干药的效果[11]。鲜药的使用伴随着中华医
药的形成与发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已然成为中医临
床遣方用药的一大特色[8]。

何氏的学术思想受叶天士影响较深，但其在临床
上遣方用药并不完全拘泥于叶天士的卫气营血学说。
何氏认为，疾病变化多端，热病诊治时应重视六经辨
证与三焦辨证相结合。 在对明清温病学医家的思想进
行归纳整理时，何氏结合自己的见解，提出伏火是伏
气温病的致病因素的观点[12]，由新感外邪引动伏邪而
发病，疾病的病位、发展与新感疾病都有所不同，风寒
暑湿皆可化而为火，故四时皆可致病，从而创立了发
表、攻里、和解、开透、清凉、温燥、消化、补益八法，以
应对不同病情。 何氏还认为，伏邪致病时患者气血顿
而不灵，故善用轻灵之品，以“灵其气机，清其血热”[9]8

为治疗原则，以防燥烈之品耗竭真阴。 何氏认为，遣方
用药的重点在于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药性，鲜药可以较
小剂量直达病所，取药物之功效而避其不良反应，激发
人体气机，达到气血阴阳调和则疾病自消的效果，因此
常用鲜药，凭借其轻灵平稳的特点，在治病过程中往往
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奇效。本研究探讨了何氏应用鲜药
的用药规律和遣方特色，为进一步引进鲜药、促进鲜药
的临床合理使用提供了学术参考及文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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