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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表剂”名词源流考释

赵　军

（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

［摘要］“解表剂”作为中医学现代规范名词，其从名称到内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春秋至秦汉出现“解

表”的概念与初步的运用。晋唐时期，“解表剂”的内涵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宋金元时期，出现“辛凉”与“辛

温”两类“解表剂”，扩展了内涵。明清时期，首次出现“解表剂”一词，其内涵与现代“解表剂”相同，类似名称

还有“解表方”“发表方”等。明清时期的医家将解表剂分为辛温解表之剂、辛平解表之剂、辛凉解表攻里之剂

等，丰富和发展了“解表剂”的名称与内涵。现代中医界将具有解表功效类的方剂名称统一确立为“解表剂”。

［关键词］解表剂；名词源流；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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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表剂”作为中医学现代规范名词，是指以辛

散轻扬的解表药为主配伍组成，具有发汗、解肌、透

疹等作用，主治各种表证方剂的统称。“解表剂”的

名称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现将

其源流进行如下梳理。

１　萌芽阶段———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黄帝内经》中就有治疗表证用解表发汗法的记

载。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故因其轻而扬之，

因其重而减之”“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

汗而发之”［１］３１，这就是用发表宣散法治表证的原

则。又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谓“发表不远

热”［１］４５７，即是用温热药物发散表邪的用药原则。

《神农本草经》中也多次运用“发表”一词来描述解表

类药物的功效，如“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

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

破症坚积聚”［２］。《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痉者，伤，

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治之， （熬）
!

令黄，取一斗，裹以布，卒（淬）醇酒中，入即出，蔽以

市，以熨头。熬则举，适下。为□裹更熨，熨寒，更

（熬）
!

以熨，熨勿绝。一熨寒汗出，汗出多，能诎

（屈）信（伸），止。”“伤胫（痉）者，择薤一把，以敦（淳）

酒半斗者（煮） （沸），饮之，即温衣陕（夹）坐四旁，

汗出到足，乃□。”
［３］以上两条是痉病治疗方，两方均

采用汗法，目的是使风寒之邪随汗而解，这是解表剂

的雏形。到了东汉之末，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系统

论述外感病的辨证论治原则，原文中多次提到“解

外”“攻表”“救表”等词语［４］，如“伤寒，医下之，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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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

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

汤”；“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

外者，宜桂枝汤”等，这些词语与“解表”的内涵相同。

书中还记载了许多具有辛温解表作用的方剂，如麻

黄汤、桂枝汤、葛根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

２　形成阶段———晋唐时期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中记载“麻黄解

肌一二日便服之”［５］，这里的“解肌”与“解表”的词义

相近。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伤寒方

上》中将具有解表作用的方剂按剂型分为“发汗散”

“发汗汤”“发汗丸”三类［６］，王焘《外台秘要·天行发

斑方三首》［７］：“凡发斑不可用发表药”，这里的“发

汗”“发表”即是后世所谓“解表”之意。这一时期的

本草类著作也都沿用“发表”“解肌”等词记录一些解

表药的功效。如晋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石

膏……解肌发汗，止消渴”［８］，唐代《新修本草》：“葛

根，味甘，平，无毒。……疗伤寒中风头痛，解肌发表

出汗，开腠理。”［９］晋唐时期，多个与“解表”内涵相近

的词语被混用。

３　发展阶段———宋金元时期

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伤寒论第六》记

载：“《经》所谓‘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余自制

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黄发表之

药，非余自炫，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时，彼一时。奈

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

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可峻用辛

温大热之剂。”［１０］其中将解表剂分为“辛凉之剂”“辛

温之剂”两类，突破自张仲景以来解表用辛温的常

规，为后世温病学说奠定了基础。元代杜本《敖氏伤

寒金镜录》：“凡受风寒。先入皮毛。内应于肺。其

舌无苔而润。或微白而薄。或浮白薄滑。外证必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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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发热。而口不渴。此是风寒初感也。治宜辛温解

表。如苔白而燥刺者。外证初在微寒。继即发热不

已。此是温邪在肺。治宜辛凉清解。”［１１］其提出根

据外邪寒热性质的不同，采用辛温、辛凉的不同治法

解表，扩展了“解表”的涵义。

４　丰富阶段———明清时期

《轩岐救正论》［１２］３中记载：“用解表剂入芩、连、

天花粉，一服即愈。”这里首次出现“解表剂”一词，其

概念与现代术语“解表剂”相同，其后《续名医类

案》［１３］亦用到“解表剂”。另外，这一时期，类似的名

称还有“解表方”“发表剂”等，如《本草求真》［１４］中记

载：“在火因于寒郁不出，则当用以麻、细、升、葛解表

之剂以为之发。”这里记载为“解表之剂”；《医学纲

目》［１５］、《麻科活人全书》［１６］、《温疫明辨歌诀》［１７］中

用到“解表方”；《神农本草经读》［１８］、《张氏妇科》［１９］、

《古今医统大全》［２０］、《顾松园医镜》［２１］、《汤头歌

诀》［２２］、《医方论》［２３］、《玉机微义》［２４］９中则采用“发

表剂”。另外，随着温病学说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外感

病分类研究的深入，明清时期的医家将解表剂分为

不同类型。明代刘纯《医经小学·卷之五》［２５］将解

表剂分为辛温解表之剂、辛平解表之剂、辛凉解表攻

里之剂；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卷之九》［２０］将解表

剂分为辛温解表剂、辛平解表剂、辛凉解表剂、解表

攻里剂；《温病正宗·下篇》［２６］将解表剂分为辛温解

表法、辛凉解表法；《玉机微义·卷三·伤风治

法》［２４］２５２６将解表剂分为辛温解表之剂、辛平解表之

剂、辛凉解表之剂、辛凉解表攻里之剂；《证治准绳·

疡医》［２７］将解表剂分为辛凉解表、辛温解表、辛平解

表、辛热解表。

５　确立阶段———现代

随着名词标准化工作的推进，中医相关著作中

均以“解表剂”作为规范名，如《中国医学百科全

书》［２８］、《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２９］、《世界传统

医学方剂学》［３０］、《古方今释》［３１］、《新编中成药合理

应用手册》［３２］、《方剂现代新解》［３３］、各类《方剂学》教

材［３４３９］。

总之，早在春秋与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中就提

出“发表”的概念。汉代《伤寒杂病论》里多次提到与

“解表”意义相近的“发表”“攻表”“救表”等词语。晋

唐时期也多沿用“发表”“解肌”等名词，在此之前提

到的与“解表”相关的概念多指用辛温发汗的药物发

散表邪。宋金以后，由于对温热类外感病的重视，刘

完素提出解表剂应分“辛凉之剂”与“辛温之剂”两

类，将解表的内涵及解表剂的分类在原来单纯辛温

解表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明清时期，《轩岐救正

论》首次出现“解表剂”名称，该时期其他著作还出现

类似的“解表方”“发表剂”等名词。随着温病学说的

发展以及对外感病分类研究的深入，明清时期的医

家将解表剂分为辛温解表之剂、辛平解表之剂、辛凉

解表之剂、辛凉解表攻里之剂等不同类型。现代，随

着名词标准化工作的推进，中医相关著作中均以“解

表剂”作为规范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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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民国伤寒文献补正

王翠翠，杨东方，杨兴亮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作为当前收载中医书籍最为全面的目录书，一直以来备受研究者重视，然而此书

出版距今已有十几年，期间许多珍贵的民国伤寒文献被陆续发现。《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漏载民国伤寒类著

作４本，分别为《伤寒科》《伤寒质难》《伤寒论类方汇参》《伤寒论金匮要略新注》，６本民国伤寒类著作馆藏地

记录不全，另有９本著作存在书名、人名、成书年代及分类混乱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中医古籍总目；遗漏；讹误；归类混乱

［中图分类号］Ｒ２０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２４６．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３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自问世

以来，备受学者重视。因其收载书籍较为全面，且记

录书籍藏书地，为学者查找文献提供有力线索，所以

一直被现代学者奉为研究中医文献不可或缺的工具

书。然《总目》存在一些问题，已有学者对《总目》中

民国针灸文献做了较多的补正［１］。现就《总目》中民

国伤寒文献补正如下。

１　《总目》中的漏载

１．１　《总目》未载书籍

１．１．１　《伤寒科》　《伤寒科》，中国国医函授学院教

务课编纂。现存有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中国国

医函授学院总务课印刷部文义印书局本。《总目》中

虽载有该书名，但实为同名异书。此书内容主要以

基金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２０１９ＪＹＢ

ＴＤ０１７）；北京中医药大学基本科研项目（２０１９ＪＹＢＸＳ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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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张仲景《伤寒论》为主，次集古今名医之论，又参

考编者临床经验，将书分为伤寒总论、太阳证、少阳

证、阳明证、太阴证、少阴证、厥阴证共７章内容。该

书对六经传变、病理等内容做了详细的论述，并作为

中国国医函授学院伤寒类讲义使用。

１．１．２　《伤寒质难》　《伤寒质难》６卷，祝味菊述，

门人陈苏生记，陆渊雷校正，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

年）编撰，现存有１９５０年上海大众书局发行本，此书

完成之后并未付梓，书中的部分内容曾于１９４７年

《济南日报·医药卫生专刊》连载。《伤寒质难》全书

共计１０万余字，是中西医学相互融合的代表作，书

中主张吸收西医之长以改进中医，从哲学与科学的

辩证关系中探讨中医的科学性，撰写者还根据仲景

学说首创五段八纲学说，以问答形式从各家不同的

学术观点中归纳出一个简明的学术系统。

１．１．３　《伤寒论类方汇参》　《伤寒论类方汇参》１

册，左季云编辑，成书于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现中

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有１９５７年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３］费伯雄．医方论［Ｍ］．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４．

［２４］徐用诚．玉机微义［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５］刘纯．珍本医书集成：医经小学［Ｍ］．上海：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０４．

［２６］王德宣．温病正宗［Ｍ］．李刘坤，点校．北京：中医古籍

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４２１４３．

［２７］王肯堂．证治准绳［Ｍ］．吴唯，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

出版社，１９９７：９９６９９８．

［２８］《中医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

［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３１１．

［２９］李振吉．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Ｍ］．北京：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１：４１５．

［３０］孙世发．世界传统医学方剂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５９．

［３１］丁学屏．古方今释［Ｍ］．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２：１９．

［３２］梅全喜．新编中成药合理应用手册［Ｍ］．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２．

［３３］张保国．方剂现代新解［Ｍ］．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２０１１：３．

［３４］段富津．方剂学［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５：１８．

［３５］许济群．方剂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５：５１．

［３６］李庆诒．方剂学［Ｍ］．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５．

［３７］陈德兴．方剂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１．

［３８］谢鸣．方剂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９．

［３９］邓中甲．方剂学［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０１；编辑：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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