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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 

《临证指南医案》中竹叶用法探析 

 

吴倩  张福利  张健  李东楠  姬谈 

 

    【摘要】  《中药学》将竹叶归为清热泻火药，味甘、辛、淡，性寒，可清热泻火、除烦、生津、利

尿。通过对《临证指南医案》相关病案进行分析，竹叶具有清热、透热、渗热之性，广泛应用于热入卫气

营血、三焦以及湿郁气分、湿热下注等证中。叶天士以竹叶、连翘辛凉质轻清透邪热；以竹叶、石膏辛凉

合甘寒清热生津；以竹叶、生地黄、石膏、知母、牡丹皮辛凉合甘寒微苦治热入气血，血分热邪重加犀角

以甘寒之中加入咸寒清热；以竹叶、杏仁、滑石、茯苓皮、大腹皮等淡渗利湿。竹叶可分为竹叶、淡竹叶、

竹卷心三种，其中竹卷心清心泻火之力尤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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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味甘、辛、淡，性寒，归心、胃、小肠经，清热泻火、除烦、生津、利尿[1]。《神农本草经》[2]记

载“味苦，平。主咳逆上气溢，筋急恶疡，杀小虫”，此阶段竹叶为泛指，至《名医别录》首载淡竹叶“味

辛，平、大寒。主治胸中痰热，咳逆上气”[3]，南北朝后又有堇（音）竹叶、淡竹叶、苦竹叶、甘竹叶的分

类记载[4]。清代始载竹卷心，《生草药性备要》最早称为竹针，言“治火伤圣药，取竹卷里未开之叶存性开

油”[5]。《临证指南医案》中叶天士应用竹叶的医案共 110 案，以竹叶、淡竹叶、竹卷心居多，用于治疗外

感温邪、暑邪、疫毒之邪等致热入卫、气、营、血分，或湿郁上焦、湿阻气分、湿热流注下焦等证[6]。本文

通过梳理相应病案，论述叶天士在不同病机层次对竹叶的配伍应用，同时参考《温病条辨》[7]、《王氏医案

绎注》[8]等，对《临证指南医案》中竹叶的用法进行探析。 

 

1  竹叶配伍连翘辛凉清透邪热 

 

1.1  外感热邪侵袭上焦以竹叶、连翘清透邪热 

叶天士以辛凉之法治疗外感热邪致病初期，以上焦(心营肺卫）病变为主的病证。叶天士言“温邪则化

热最速。未传心包，邪尚在肺……初用辛凉轻剂”[9]15、“暑邪首用辛凉”[6]476、“上焦药用辛凉”[6] 484 等。

外感温邪、暑邪、疫毒之邪等致发热、咳嗽、吐血、神昏，或风热蕴毒侵袭肺之门户致咽喉肿痛等证，竹

叶与连翘辛凉质轻为常见组合。竹叶与连翘相须为用既清热又透热，且连翘芳香又可辟秽化浊，见于温热、

暑、湿、疟、癍痧疹瘰等多门中。《时病论》中雷丰即用竹叶、连翘清心热，却上焦邪热[10]。俞根初[11]41以

竹叶、连翘等辛凉之品为君立方葱豉桔梗汤治疗风温风热等初起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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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鞠通[7]24 立方辛凉平剂银翘散并言“此方之妙，预护其虚，纯然清肃上焦……此叶氏立法，所以迥出

诸家也”，又有加减银翘散治疗暑伤肺经气分轻证。但从药量观察，银翘散中金银花、连翘各一两，竹叶

四钱，加减银翘散中连翘十分、金银花八分、竹叶三分，可知吴鞠通以金银花、连翘疏散风热、清热解毒

为主，竹叶清热为辅。《临证指南医案》中竹叶、金银花、连翘同用仅 6 案，见于热邪较重症见舌绛、神

昏等症。而连翘、金银花同用有 40 案，多用于热毒较重者且常与犀角（16 次）、羚羊角（10 次）、金汁

（10 次）同用。通过叶天士与吴鞠通用法的比较，温病初起病在卫分、气分，甚或热入营分透热转气等皆

可用此三种药。竹叶、金银花、连翘同用清透邪热及芳香辟秽之力更胜，临证时仔细辨证审因，通过变化

药量调节清透的力量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临证指南医案》中竹叶与连翘同用共 43 案，竹叶与石膏同用共 18 案，其中竹叶、石膏、连翘同用

共 5 案。《王氏医案绎注》中王孟英应用竹叶的医案共 69 案，其中连翘与竹叶同用共 5 案，竹叶与石膏同

用共 32 案，竹叶、石膏、连翘同用仅 2 案。王孟英多用石膏、知母清胃火以肃肺、清心，以鲜竹叶清表热、

气热，言“胃脘部位与心相近，胃热侵心则妄语……肺胃相近，热伤胃即伤肺”[8]6。近代著名医家张锡纯

[12]治疗温病多用石膏，言“温病之实热，非生石膏莫解”，偶与连翘同用清表热但少用竹叶。现代著名经

方家胡希恕[13]言“银翘散药物平淡，用于温病初起尚适。不过（若）多汗渴甚，仍须加石膏”。叶天士亦

用石膏，但用药更轻灵。热邪往往郁阻气机，故清热剂中配伍轻灵辛散之品透散热邪可使邪气外达、气机

宣畅[14]。 

1.2  外感热邪致耳痛、项肿等头项部病证以竹叶、连翘清透邪热 

叶天士治疗热邪侵窍致耳痛、耳胀、耳聋等病证，药用辛凉薄味或轻清之品，且固护胃气不喜用黄芩

等中焦苦燥里药。《脾胃论》言“《内经》云：耳鸣、耳聋，九窍不利……今脾无所禀，不能行气于脏腑，

故有此证”[15]61，脾胃受损则耳、目等清窍不得精微滋养。即使少阳相火上郁、邪干闭窍亦用鲜荷叶、苦丁

茶、青菊叶等辛凉薄味药清少阳郁热，与张仲景小柴胡汤疏解少阳邪热有所不同。当外感热邪侵窍、壅遏

局部致耳胀等症，叶天士[6]401-403以竹叶、连翘清透上焦邪热使清灵之气上走清窍以复耳聪，言“如温邪暑

热火风侵窍而为耳聋痛胀者，用连翘、山栀、薄荷、竹叶、滑石、银花，轻可去实之法，轻清泄降为主”。

王孟英[8]38 则多以竹叶、石膏、知母等同用清胃火以肃肺治疗耳聋，言“古云鼻塞治心，耳聋治肺，是皆白

虎之专司，不可拘少阳而疑虚寒”。 

至于风热壅遏项部致项肿之证，叶天士[6]419 化裁普济消毒饮去掉升麻、柴胡、黄芩、黄连，以竹叶、

连翘清透上焦邪热并兼用薄荷、芦根、滑石、马勃、牛蒡子等疏风清热、解毒消肿，言“但知概用苦寒攻

逐，名为清火消毒，实则败胃戕生迨至胃气一败，则变症蜂起矣”。项肿较大头瘟证轻，吴鞠通[7]33似有借

鉴叶天士之意立方普济消毒饮去升麻柴胡黄芩黄连方治疗大头瘟及咽痛喉肿等证，阐释了去掉升麻、柴胡

的用意，言“此方皆系轻药，总走上焦，开天气，肃肺气，岂须用升、柴直升经气耶？”此方亦可视为银

翘散变方但未用竹叶。俞根初[11]232 治疗大头瘟轻症亦不用升麻、柴胡、黄芩、黄连，以葱豉桔梗汤加牛蒡

子、金银花、大青叶、蝉蜕辛凉发散、宣气解毒，言“切忌骤用苦寒，如东垣普济消毒饮之芩连并用，亦

禁浪用辛热”。 

1.3  七情拂郁化火，熏蒸清窍以竹叶、连翘清透邪热 

叶天士[9]19 以竹叶、连翘清透邪热的用法不拘泥于外感热邪致病，若七情拂郁致内生心火、肝郁化火等

使头面清窍受火邪熏蒸而出现咽痛、口干、清窍不利等症状，参考凉膈散亦用连翘、竹叶轻清疏散上焦无

形炽盛之火热，言“若烦渴烦热……乃上焦气热烁津，急用凉膈散散其无形之热”。竹叶与连翘可清泻脏

腑内郁之火，其中竹叶可清心肺火邪，《本草便读》言“甘淡微寒……解散上焦风热，清心肺炎蒸”[16]；

连翘可清肝胆之郁火，《药品化义》言“连翘，总治三焦诸经之火”[17]。肝藏血，肝郁化火则热血流注心

肺从而形成上焦气热之势熏蒸头面清窍，火邪亦可随肝气上逆而郁阻局部为患。叶天士于此证亦不喜用黄

芩等苦燥之药，仅以竹叶、连翘清透上焦邪热之余协助清脏腑内热，使脏腑调和。 

《临证指南医案·肝火》案中阙姓一案：患者阙某虽静坐诵读，但心神常动，症见头中欲掐，脘欲抚

摩，二便不自利[6]266。叶天士[6]266 认为五志之动皆属阳，辨为劳心阳动木火上蒙，议从手经上焦治。以竹叶、

连翘清透上逆熏蒸清窍之火。其二便不自利由肝胆怫逆使腑气不通所致，药用羚羊角、玄参、石菖蒲、郁



金、麦冬以滋阴、清火、开窍。 

1.4  热邪较重时加黄芩、石膏增强清热之力 

叶天士用辛凉之法清透上焦邪热，若感受暑邪或伏热内蒸等致气分热盛伤津而症见烦渴，以竹叶、连

翘与石膏同用增强清透之力，且清、透并重，与竹叶、石膏相须为用清阳明气热有所区别。暑多夹湿，故

又用杏仁、薏苡仁、滑石等清暑利湿。石膏既清里热又可透郁热，张仲景大青龙汤中用其清透在里之郁热，

与麻黄相须为用，叶天士则取石膏辛寒之性助竹叶、连翘清透邪热。雷丰[10]22 用清凉透邪法治疗温病无汗，

言“石膏气轻透药也，连翘之性升浮，竹叶生于枝上……皆透热也”。吴鞠通立方减味竹叶石膏汤治疗阳

明温病，虽言其为辛凉透表重剂，但仅用竹叶而不用连翘则透散之势弱。 

邪热由表入里病位更深时，叶天士[6]475 以竹叶、黄芩同用加强清热之力，如“首用辛凉清肃上焦……

若日数渐多，邪不得解，芩、连、凉膈亦可用”。黄芩善清肺热，与竹叶合用清上焦邪热之力更胜，二药

清热之余亦增燥湿之力，可用于暑湿为患而症见脘闷、头胀等湿象明显之证。观病案往往仅用黄芩一味苦

寒药，若佐栀子或黄连必与白芍同用以防苦寒太过、化燥伤阴。吴鞠通[7]153 言“于应用芩连方内，必大队

甘寒以监之，但令清热化阴，不令化燥……湿温门则不惟不忌芩连，仍重赖之，盖欲其化燥也”，黄芩于

暑湿证的应用便是此理。黄芩可安胎，《滇南本草》言“上行泻肺火……清胎热，除六经实火实热”[18]，

对于妊娠患者尤为适宜。 

1.5  热入营分以竹叶、连翘透热转气 

叶天士以竹叶、连翘于热入营分证中清透气热助营分热势外透。外感热邪经肺逆传心营、心经热疟久

之入营、暑热深入伤营阴等致热入营分，以玄参、生地黄、麦冬、丹参等清营热，营热重则加犀角、玉女

煎之属，诸药合用既清营热又透热转气。王孟英[8]38 多以竹叶、石膏、知母同用，泄卫清营时加金银花、连

翘。至于气营同病又有先清营治标次凉润阳明之法，王孟英言“清营系急则治标，心肺热邪，必由胃腑宣

泄，故主凉润阳明”。而吴鞠通以咸寒苦甘立方清营汤（犀角、生地黄、玄参、竹叶心、麦冬、丹参、黄

连、金银花、连翘），理同叶天士。 

竹叶、连翘既入气分，也入（营）血分。热邪深入血分，病位较营分更深时，叶天士仍用竹叶、连翘透

营分热邪出气分以协助血分热邪向营分透转，再转出气分而解。叶天士[6]475 虽未直接言明竹叶、连翘可入

气分、（营）血分，但其言“风温者……首用辛凉清肃上焦，如薄荷、连翘……若色苍热胜烦渴，用石膏、

竹叶辛寒清散”，即竹叶、连翘可清气分热。“营分受热……即撤去气药，如从风热陷入者，用犀角、竹

叶之属”[9]17、“神苏以后，用清凉血分，如连翘心、竹叶心、玄参、细生地、鲜生地、二冬之属”“暑热

邪伤，初在气分，日多不解，渐入血分……必用血药……轻则用青蒿、丹皮、犀角、竹叶心……淡竹叶”[6] 

476-479，即竹叶、连翘可清（营）血分中热。 

卫、气、营、血作为不同的病机层次大旨有不同的治则及用药，《温热论》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

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9]17。但从叶天士及吴鞠通诸多论述及

医案分析，热入卫、气、营、血皆可用竹叶、连翘清透邪热，但需赖犀角、玄参、生地黄、牡丹皮等药达到

清营凉血的目的。热入卫分如银翘散，只是竹叶用量较轻。至于气分、（营）血分，或是因为竹叶、连翘

作用范围广泛，但其清透气分热邪为主，清营凉血之力不强，故而广用其清透之性引热邪由内达外。至于

连翘心、竹叶心则清心营力胜。 

 

2  竹叶配伍石膏清气分邪热，除烦生津 

 

叶天士遵张仲景竹叶石膏汤、白虎汤之理，以竹叶、石膏辛凉合甘寒清阳明气分邪热、除烦生津。前

文言叶天士以竹叶、连翘、石膏三药合用清透并重，仅竹叶与石膏则重在清热，透热之力较弱。兼用知母、

生地、麦冬等药以助清热生津，叶天士[6]209 言“热伤气分，用甘寒方，白虎汤加竹叶”。竹叶可清心肺炎

热，亦可清胃，《本草经解》言“竹叶寒可清胃，甘平可以下气也”[19]121。石膏泻胃火以消心、肺中热，

《本草纲目》言“石膏，足阳明药也……邪在阳明，肺受火制，故用辛寒以清肺气”[20]716。胃气本宜降，

胃火上逆犯心、肺则生变证，李杲[15]11 言“心火旺则肺金受邪，金虚则以酸补之，次以甘温及甘寒之剂，于



脾胃中泻心火之亢盛”。竹叶、石膏同用既清心肺炎热又使心肺免受胃火熏蒸，故清上焦邪热较竹叶、连

翘力量更强。王孟英应用竹叶、石膏多为大剂，与黄芩、黄连、山栀子、犀角、竹茹、石斛、生地黄、天花

粉、牡丹皮等多味药加减出入应用，叶天士用药轻清、药味较少。 

 

3  竹叶配伍犀角、生地黄、石膏、知母、牡丹皮治气血两伤 

 

叶天士[6]209 治疗气分热邪初侵血分仍以气热为主之证，以竹叶、石膏清气热兼玄参、生地黄等养阴生

津之品，云“气分热邪未去，渐次转入血分，斯甘寒清气热中，必佐存阴”。热入营血或气血两伤，叶天

士[6]222 用竹叶、生地黄、石膏、知母、牡丹皮等，大体以其“玉女煎去麦冬牛膝加丹皮、竹叶”甘寒微苦清

热。吴鞠通以辛凉合甘寒微苦法立方竹叶玉女煎（生石膏、干地黄、麦冬、知母、牛膝、竹叶）两清表里

之热，与叶天士治法相似。 

血分热重有引发痫厥之患，或需防范热闭神昏等时，竹叶与犀角同用为甘寒之中加入咸寒清血分中邪

热，《本草备要》言犀角“凉心泻肝，清胃中大热”[21]。热邪由气入血是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加入犀角

也有未病先防、截断病势之意，以防热甚发为重症。《温热论》言“若斑出热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

寒，重则如玉女煎……病虽未及下焦……如甘寒之中加入咸寒，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9]16。 

 

4  竹叶配伍杏仁、薏苡仁、茯苓皮、滑石等淡渗利湿 

 

叶天士[6]235 以竹叶与杏仁、薏苡仁、茯苓皮、大腹皮、通草、滑石等同用以辛凉淡渗治湿郁上焦之证，

言“湿为重浊有质之邪……若湿阻上焦者，用开肺气，佐淡渗，通膀胱……肺金清肃之气下降，膀胱之气

化通调，自无湿火、湿热、暑湿诸症”。《本经逢原》言淡竹叶“性专淡渗下降，故能去烦热，清心，利小

便”[22]，薏苡仁、通草可淡渗气分之湿，杏仁复肺肃降以助通调水道，滑石甘凉可渗湿解热，茯苓皮、大

腹皮等诸皮皆凉且气味俱薄为上焦药，叶天士用竹叶与诸药出入应用辛凉淡渗上焦郁滞之湿邪。 

若湿热裹结可加入黄芩、栀子苦辛寒佐淡渗清热利湿、开气泄热，痰蒙清窍致神昏时兼用牛黄丸辟秽

通窍。吴鞠通[7]86以淡渗兼微辛微凉法立方茯苓皮汤，言“受秽湿，三焦分布……先宜芳香通神利窍，安宫

牛黄丸；继用淡渗分消浊湿，茯苓皮汤”。其薏苡竹叶散双解表里治湿停热郁以及三仁汤治湿温初起，诸

方皆可窥见叶天士[6]236“治湿不用燥热之品，皆以芳香淡渗之药，疏肺气而和膀胱”之法。 

叶天士[6]159 认为“上焦之气不化，津液不注于下”，三焦为水液运行的通道并主气，气化则水行，故

肺气窒塞当降不降时用杏仁微苦降之以开肺气。杏仁开肺气的用法吴鞠通亦多用，如《温病条辨》伏暑篇

中银翘散变方或加杏仁与滑石，或加杏仁与石膏。杏仁薏苡汤以杏仁为君药治疗“气不主宣”，在杏仁石

膏汤方中言“凡通宣三焦之方，皆扼重上焦，以上焦为病之始入，且为气化之先”[7]94。俞根初《通俗伤寒

论》言“前哲善治湿证者，首推叶天士先生，其除气分之湿，用蔻仁、滑石、杏仁、川朴、姜半夏、栝蒌皮

为主，有热加竹叶、连翘、芦根等，全取轻清之品，走气道以除湿”[11]187，竹叶与连翘相须为用则从上焦

清透邪热为主，单用竹叶既清热、透热，也可淡渗利湿之余以渗热。俞根初验方导赤清心汤治疗心营邪热

下移小肠，以竹叶、茯神、益元散、木通顺其势引热从小便去，以鲜地黄、童便、莲子心泻心火、清神识，

并未用竹叶心、连翘心专清心营热。 

 

5  淡竹叶、竹叶、竹卷心的区别 

 

5.1  竹叶、淡竹叶、竹卷心为三种药物 

《临证指南医案》中使用竹叶用名有八种之多，分别为竹叶心（46 次）、竹叶（34 次）、淡竹叶（20

次）、卷心竹叶（6 次）、大竹叶（3 次）、嫩竹叶（1 次）、青竹叶（1 次）、嫩竹叶心（1 次）。今天中

药竹叶分类虽更趋规范亦有争议之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四部）》嫩竹叶心、卷心竹叶、竹叶

心三种统一为竹卷心，淡竹叶为竹叶的异名且随时采鲜品用药[23]。但在“十三五”教材《中药学》中将竹叶



与淡竹叶分为两种药物，功用虽相差无几但产地及采收方法却不同[1]。竹卷心为竹叶卷而未放的幼叶较一

致。 

《临证指南医案》由叶天士门人整理，既然将竹叶分类记录，似可认为竹叶与淡竹叶为两种药物，且

案中竹叶与淡竹叶对应证候有不同之处。但叶天士[19]184撰写的《本草经解》中未将竹叶与淡竹叶分开论述，

并言“盖竹既多种难辨，又有草木混之，故迄无定论”。现代学者陈守平等[4]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对竹叶、淡

竹叶及竹卷心从原植物来源及临床功效上进行考证，认为其为三类不同的药物品种。 

5.2  叶天士对竹叶、淡竹叶、竹卷心区分应用 

叶天士所用竹叶具体对应今天所用竹叶目前并无考证，故无法言明。竹叶虽功用相似，但按其分类仍

有偏重，故探析叶天士对竹叶的用法对现代临证辨治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现尝试根据《临证指南医案》

对叶天士应用淡竹叶、竹叶、竹卷心的用法进行总结和区分。 

叶天士应用竹卷心清心营热，治疗热邪闭窍、热入膻中致神昏、谵语等证。热甚有经肺逆传心包致神

昏之势，以竹卷心清心也有未病先防之意。观其医案，叶天士均用竹叶与淡竹叶清热泻火、淡渗利湿。以

热证为主时多用竹叶，如竹叶与石膏同用（16 次）比淡竹叶（2 次）多。竹叶与淡竹叶淡渗利湿区分并不

明显，从证候辨别则淡竹叶治疗湿热流注下焦致淋浊等较多（4 次），竹叶用于治疗暑湿热邪内伏（1 次），

如俞根初以导赤八珍散治淋漓割痛、小便点滴不畅时用淡竹叶引热从小便而泄。竹叶与杏仁组合应用（15

次）较淡竹叶多（8 次），其他淡渗利湿药物如薏苡仁（竹叶 3 次、淡竹叶 5 次）、茯苓皮（竹叶 1 次、淡

竹叶 4 次）、白蔻仁（竹叶 4 次、淡竹叶 2 次）、滑石（竹叶 13 次、淡竹叶 7 次）等。可知湿邪郁阻上焦

气分时竹叶与淡竹叶均可用，湿热流注下焦则用淡竹叶。 

 

6  小结 

 

叶天士用药轻清，以竹叶、连翘清透上焦（心营肺卫）邪热治疗外感热邪或内有伏热、郁热熏蒸清窍

等诸症。至于热盛伤津症见烦渴，上焦气热重以竹叶、连翘、石膏同用清透并重，中焦阳明气热为主则竹

叶、石膏兼养阴药同用，重在清热、生津。竹叶、连翘又可透热转气，故热入卫、气、营、血分皆可用，作

用范围广。竹叶又可与杏仁、滑石、大腹皮、通草等开肺气、佐淡渗、通膀胱治湿郁气分等证。综上，竹

叶具有清热、透热、渗热之性，现代医者可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俞根初等诸家经验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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