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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纵横·

中医方剂中的儒家文化内涵刍议
———以“四君子汤”为例*

厦门大学( 厦门，361005) 李几昊 洪 静1 朱思行2△

摘要: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而方剂命名和配伍原则等多方面都体现了儒家文化。本文试图从

命名、方义、配伍等多方面多层次地剖析“四君子汤”，全面地挖掘其儒家文化的内涵，从而加深对方剂中所蕴含的儒

家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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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nfucian Culture Contained in Formula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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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Jihao，HONG Jing，ZHU Sixing1

(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1．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 201203，China

2． Shugu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 200021，China)

Abstract: Confucian culture is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y and culture，which is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like the
nomenclature of formula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T． C． M． ) and the principle of compatibility of medicine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 Si Jun Zi Tang"，this article intends to analyze it from different angles like nomenclature，explanation as well as
compatibility，which will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fucian culture contained in the formulas of T． C．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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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文化

内涵渗透在中医的方方面面。如“心为君主之官、
肺为相傅之官”等表达，就体现了儒家的人伦关系

和中医基础理论的结合。在方剂理论上，用药组方

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是儒家人伦思想

的直接体现。在方剂命名及方义中亦有诸多体现，

如三子养亲汤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吴

鹤皋在其《医方考》中云“奚痰之有飞霞子此方，为

人事亲者设也”，故以“三子养亲”为名。其他如一

贯煎的命名则直接来自儒家经典，《论语·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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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吾道一以贯之。”［1］正如徐春甫《古今医统》所

言:“儒与医岂可轻哉，儒与医岂可分哉!”
四君子汤更是其中的典范，单就方名而言，就

径自引入儒家“君子”的概念。从古至今，对四君子

汤的研究不乏其人，但是都主要集中在临床应用和

方剂配伍方面，而鲜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和分

析。今不才，谨以此文对四君子汤进行文化解读，

希望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人士对方剂文化内涵的

重视。

四君子汤源考

四君子汤是传统中医流传下来的药方，最早记

载于宋朝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人参、白术、茯
苓、甘草组合，四味药各取等分而成，为补益中气，

健脾和胃的经典方剂，临床上常用于治疗荣卫气

虚，脏腑怯弱，心腹胀满，全不思食，肠鸣泄泻，呕哕

吐逆之症。但从其药物的组成分析，则可以上溯到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理中丸，即四君子汤由理中

丸去温热的干姜加甘淡的茯苓而成。理中丸以干

姜为君，其目的在于借其温热之功散脾之寒邪，而

四君子汤则是去其君药干姜而加味甘淡、有运脾健

脾之功的茯苓为佐，取脾强而湿浊自去之义。干姜

换成茯苓，去君加佐，使原本刚烈散邪的理中丸转

化为扶佐正气使邪自去的四君子汤，不仅暗合《内

经》“形不足者，温之以气”之旨意，于配伍中更体现

了如君子之交般的平和温润，而无大起大落之虞。

“和”思想的体现

“和”字从字形结构剖析，其为形声字，即“口”
和“禾”。通俗解释即“人人有饭吃则为和”，反映了

在当时 农 业 社 会，粮 食 对 社 会 具 有 巨 大 的 影 响。
《说文》云: “和，相应也。”此处的“相应”专指声音

相互呼应，即今天的“和音”或“和声”，相比本意更

增加了具体的现实意义。而《尔雅》指出: “和，谐

也。”这就把“和”上升到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后来

经过儒家的引用及发展，逐渐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变成了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如为人处世中

的“以和为贵”，家庭追求的“家和万事兴”，商业追

求的“和气生财”，国家追求的“政通人和”，社会建

设中的“和谐社会”等等。儒家文化中的“和”思想

对中医药文化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渗透到中医药

文化的各个方面，就人体生理状态而言，中医认为

天地为大宇宙，人身为一个小宇宙，只有人体保持

“阴平阳秘”，方可维持阴阳的平衡和谐; 在中医的

诊疗思想中，“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无问其病，以平为期”中的“平”即是“和”的体现，

“平”即和谐，平衡之意。在遣方用药时，一再强调

“补泻无过其度”，这里的度，即适中，而不能太过，

否则会适得其反，达不到恢复协调状态的最终目

的，这是因为“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

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

庸》中所提出的“中和”思想是和宇宙万物相呼应

的，“中和”即为万物立身之根本，是万物生存应当

遵循的准则［2］。
清代汪昂《汤头歌诀》中对四君子汤的描述为

“四君子汤中和义，参术茯苓甘草比”。从全方配伍

来看，人参大补肺脾元气，为君; 白术补脾燥湿，为

臣，助脾运化，辅佐人参的益气作用; 而又佐以茯

苓，渗肺脾之湿浊下行，苓术相配，健脾去湿能力增

强; 然后参、术之功，益彰其效，然必施之以甘草，而

能两协其平，各呈其妙。方中四味药相辅相成，无

明显制约克制之霸道，且皆为平和甘温之品，甘得

中之味，温得中之气，不偏不盛，不热不燥，补而不

峻，益而无害，一派和谐之象，犹如不偏不倚之君

子，是谓君子之方也。从中可以看出四君子汤的组

方思想和《中庸》所提出的“中和”思想是一致的。
从四君子汤主治脾胃气虚的功效而言，脾胃恰

好处于人体中心，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为气机升降

的枢纽。同时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

和谐则气血调和，百病莫生。因此张璐《伤寒绪论》
云:“气虚者，补之以甘，参、术、苓、草，甘温益胃，有

健运之功，具冲和之德，故为君子。”［3］王晋三在《绛

雪园古方选注》曰:“汤以君子名，功专健脾和胃，以

受水谷之精气，而输布于四脏，一如君子有成人之

德也。”［4］四君子汤由理中丸去干姜之温热而增茯

苓之甘淡的变化，即由“霸”理念向“和”理念的转

变。同时，君药从温热的干姜变为益气健脾的人

参，亦体现出为君者必以“仁”、“和”理念为核心，改

其霸道之戾气方能成事。

“浩然之气”思想的体现

《孟子·公孙丑上》提出:“夫志，气之帅也; 气，

体之充也。”而后曰: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

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

为气也，配义与道; 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

义袭而取之也。”浩然之气为孟子理论的精髓之一，

所谓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就是人间正气，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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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大德造就一身正气。
四君子汤在其主治功效中就充分体现了孟子

“浩然之气”的理念。中医学中的“正气”是物质与

功能的统一体，维持生命正常生理活动的必要因

素［5］。正气不足则精神萎靡，颓废，影响正常的生

理活动，更无从谈“志”。因此，中医的正气和孟子

所提出 的“夫 志，气 之 帅 也; 气，体 之 充 也”是 一

致的。
《医方考》中对于四君子汤的主治功效提出了

较为全面的分析:“夫面色萎白，则望之而知其气虚

矣; 言语轻微，则闻之而知其气虚矣; 四肢无力，则

问之而知其气虚矣; 脉来虚弱，则切之而知其气虚

矣。如是则宜补气。”［6］四君子汤为补气的基础方，

专补脾胃之正气，全方补气却不滞，不留邪，为正气

虚弱者的首选方剂。《素问·遗篇刺法论》说: “正

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充沛则邪淫不能侵犯，此

方虽无祛邪之物，却能拒邪于千里。自古邪不胜

正，刚直不阿，正气凛然的君子是无所畏惧的，这和

君子必存浩然之气亦是相通的。
从儒家文化角度而言，君子者，德才兼备之人

也。四君子汤以君子命名，其配伍组成及其方义功

效，都在围绕着“中和”“正气”的君子品质展开，深

深地体现出“君子”的德行和内涵。“君子”品质是

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部儒家经典中都有

对君子德行等多方面描述。《周易》“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自强厚德

品质，《诗经·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自我

赞誉，《尚书·虞书·大禹谟》“君子在野，小人在

位”的鲜明对比，都体现出君子品质。“君子”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中崇高的价值取向历来为仁人志士

所追求，并贯穿于儒家文化的始终。从中医药与传

统文化角度而言，本文仅选取方剂角度阐释了儒家

文化和中医药的关系，其所体现的儒家文化只是中

医药文化中的冰山一角，所以在学习中医的同时，

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理解，从而更全面深入地理

解中医药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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