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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辅行诀》简介



《辅行诀》简介

《辅行诀》全称《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

是一部总结《汤液经法》辨五藏病症组方用

药规律之书。

书籍背景

《辅行诀》承袭《黄帝内经》、《神农本草

经》和《汤液经法》的学术内容，发挥儒、

道、释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想。

《辅行诀》完成了经方组织制度的规范，成

为一个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为中医临床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书籍内容

《辅行诀》在五行五味学说中，引入体用之

哲学概念，以体代表阴，用代表阳，同时又

增入“化”之概念。

书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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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治疗疾病的目的
《辅行诀》中的方剂配伍旨在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通过调节五行平衡和阴阳

调和来恢复健康。

脏腑病证与方剂
《辅行诀》详述五脏虚实病证及治疗方剂，包括小泻肝汤、大泻肝汤、小补肝

汤、大补肝汤等。

五行相生相克
《辅行诀》根据五脏特性和病证，采用五行相生相克原理，选用不同性味的药

物进行配伍。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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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五味学说



《辅行诀》认为味辛属木，味咸属火，味甘属土

，味酸属金，味苦属水。

五味对应五行

在《辅行诀》中，味辛的食物被归类为木元素，

因为它们通常具有生长和扩张的特性。

味辛属木

味咸的食物在《辅行诀》中对应火元素，因为它

们通常具有温暖和刺激的特性。

味咸属火

五行五味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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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五味学说

味甘属土

味甘的食物在《辅行诀》中对应土元

素，因为它们通常具有滋养和缓和的

特性。

味酸属金

味酸的食物在《辅行诀》中对应金元

素，因为它们通常具有收敛和清洁的

特性。

味苦属水

味苦的食物在《辅行诀》中对应水元

素，因为它们通常具有寒冷和湿润的

特性。

理解药物性味

《辅行诀》的分类方法有助于理解药

物的性味归经，指导临床用药，更好

地发挥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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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价值



总结经验

《辅行诀》系统地总结了五脏病症的辨证施治方法，为后世中医临床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

针对疑难重症

《辅行诀》所载方剂往往对疑难重症有特殊疗效，对于推动中医学术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医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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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辅行诀》通过五行与五味的对应关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认为

人体的五脏与五行相应，而药物的五味则与五脏有特定的亲和性。

五行五味对应关系

《辅行诀》理论体系认为，药物的五味能够调节五脏的生理功能或病理状态

，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调节五脏功能

理论指导



五脏辨证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体

征及舌脉象等，进行五脏辨证，

确定病位和病性。

药物配伍

选用相应五味的药物进行配伍，

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疏肝解郁

对于肝气郁结的患者，可能会选

用辛味的药物来疏肝解郁。

清心泻火

对于心火亢盛的患者，则可能会

选用苦味的药物来清心泻火。

辨证施治



方剂配伍

泻肝气

小泻肝汤由枳实、芍药、生

姜三味药物组成，其中枳实

味酸属金，能泻肝气；芍药

味酸属金，能补肺金以制肝

木；生姜味辛属木，能散肝

气之郁结。

严格遵循规律

《辅行诀》中的方剂配伍严

格遵循五行五味的规律，多

种药物通过不同性味的组合

，共同作用于特定的脏腑，

发挥治疗作用。



动态平衡

五行平衡

辅行诀强调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

，认为人体的健康状态是五行动态平

衡的结果。

脏腑影响

医生不仅关注单一脏腑的病变，还会

综合考虑其他脏腑的相互影响。

药物调节

通过调节药物的五味比例和配伍关系

，可以恢复或维持五脏之间的动态平

衡。

治疗目的

达到治疗疾病或预防疾病复发的目的

，从而恢复人体的健康状态。



灵活应用

灵活运用 因人制宜 因病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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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辅行诀》的学术价值

《辅行诀》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中医经典著作，深入探讨了五行

五味学说在中医临床中的应用。

值得深入学习

《辅行诀》对于广大中医工作者来说，是一部值得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宝

贵文献，以更好地运用五行五味学说指导临床实践。

结语



THANK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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