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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方集解』처방 분류에 대한 고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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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fangjijie』 is a collection of prescription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which was published in Qing dynasty. In this

book, effectiveness of prescriptions 1s described by means of Meridians uniquely compared with any others. Therefore,

I tri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ose explanations and arrange by Meridians and effectiveness of prescriptions. Classification

by effectiveness of prescriptions has a few points of emphasis in Meridians and Classification of Meridians by

effectiveness of prescriptions has intent in somehow. In this paper, authors will explain those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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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 론

『醫方集解』는 淸代 汪昻이 1682年 撰한 醫方書1)이다. 이

책의 特徵은 本草를 說明하는 方式과 같이 處方의 效能을 12經

脈으로 歸經하여 說明하고 있다는 점이다. 12經脈의 名稱 그 자

체로 여러 가지를 說明할 수 있기 때문에 歸經은 多樣한 意味를

갖게 된다. 예를 들어 手太陰經은 足太陰經, 肺經, 脾經, 肺臟, 脾

臟, 太陰濕, 太陰濕土, 濕土, 土, 金, 燥金, 陽明燥金, 陽明燥 等과

關聯한다.

方劑의 效能을 이와 같이 12經脈의 名稱으로 分類하는 것은

本草처럼 方劑 自體가 같는 效能, 主治 그리고 作用機轉 等을 說

明 가능하게 하여 方劑를 理解할 때 새로운 각도로 接近가능하

게 한다.

이에 『醫方集解』 方劑 效能과 12經脈 歸經 關係를 整理하

고자 한다.

연구방법

1. 參考書籍은 1986년 臺北 文光圖書有限公司에서 出刊한 『醫

方集解』를 使用하였고, 誤字 및 脫字를 확인하기 위해 1999년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에서 出刊한 明淸名醫全書大成 『汪昻』을 對

照하였다.

2. 『醫方集解』 表題 方劑를 歸經中心으로 整理하였다.

3. 2개 이상 方劑門2)에 있는 表題 方劑는 門 마다 따로 記述하여

整理하였다.

4. 方劑效能을 中心으로 12經脈 頻度數를 조사하고 그 意味를 把

握였다.

5. 方劑門의 效能中心 分類를 다시 歸經中心으로 分類하여 그 意

味를 把握하였다.

본 론

각 章의 方劑 歸經을 보면 다음과 같다.

제 1 장. 補養之劑

1. 六味地黃丸 : 足少陰厥陰藥也

2. 七寶美髥丹 : 足少陰厥陰藥也

1) 韓醫學大辭典編纂委員會, 韓醫學大辭典·醫史文獻編, 서울, 東洋醫學

硏究院出版部. 1985.

2) 方劑門의 名稱은 곧 方劑의 代表 效能이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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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還少丹 : 手足少陰足太陰藥也

4. 黑地黃丸 : 足太陰少陰藥也

5. 虎潛丸 : 足少陰藥也

6. 天眞丸 : 手足太陰藥也

7. 三才封髓丹 : 手足太陰足少陰藥也

8. 大造丸 : 手太陰足少陰藥也

9. 補天丸 : 足少陰藥也

10. 人參固本丸 : 手太陰足少陰藥也

11. 參乳丸 : 手足太陰足厥陰藥也

12. 天王補心丹 : 手少陰藥也

13. 孔聖枕中丹 : 手足少陰藥也

14. 大補陰丸 : 足少陰藥也

15. 滋腎丸 : 足少陰藥也

16. 斑龍丸 : 手足少陰藥也

17. 龜鹿二仙膏 : 足少陰藥也

18. 補火丸 : 足少陰命門藥也

19. 唐鄭相國方 : 手太陰足少陰藥也

20. 二至丸 : 足少陰藥也

21. 扶桑丸 : 足少陰手足陽明藥也

22. 參苓白朮散 : 足太陰陽明藥也

23. 妙香散 : 手足少陰藥也

24. 玉屛風散 : 足太陽手足太陰藥也

25. 四君子湯 : 手足太陰足陽明藥也

26. 四物湯 : 手少陰足太陰厥陰藥也

27. 補中益氣湯 : 足太陰陽明藥也

28. 升陽益胃湯 : 足太陰陽明藥也

29. 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 : 足太陰陽明少陽藥也

30. 歸脾湯 : 手少陰足太陰藥也

31. 養心湯 : 手少陰藥也

32. 人參養榮湯 : 手少陰手足太陰藥也

33. 補肺湯 : 手太陰足少陰藥也

34. 補肺阿膠散 : 手太陰藥也

35. 百合固金湯 : 手太陰足少陰藥也

36. 紫菀湯 : 手太陰藥也

37. 秦艽扶羸湯 : 手太陰足少陽藥也

38. 黃耆鱉甲散 : 手足太陰足少陽藥也

39. 秦艽鱉甲散 : 足少陽厥陰藥也

40. 益氣聰明湯 : 足太陰陽明少陰厥陰藥也

41. 羊肉湯 : 足少陰藥也

제 2 장. 發表之劑

1. 麻黃湯 : 足太陽藥也

2. 桂枝湯 : 足太陽藥也

3. 大靑龍湯 : 足太陽藥也

4. 小靑龍湯 : 足太陽藥也

5. 葛根湯 : 足太陽藥也

6. 麻黃附子細辛湯 : 足少陰藥也

7. 升麻葛根湯 : 足陽明藥也

8. 柴葛解肌湯 : 足太陽陽明藥也

9. 柴胡升麻湯 : 足少陽陽明藥也

10. 九味羌活湯 : 足太陽例藥也

11. 十神湯 : 陽經外感之通劑也

12. 神朮散 : 足太陽藥也

13. 葱豉湯 : 足太陽藥也

14. 人參敗毒散 : 足太陽少陽手太陰藥也

15. 川芎茶調散 : 足三陽藥也

16. 再造散 : 足太陽藥也

17. 大羌活湯 : 陰陽兩解之藥也

18. 桂枝羌活湯 : 足太陽藥也

제 3 장. 涌吐之劑

1. 瓜蒂散 : 足太陽陽明藥也

2. 參蘆散 : 手太陰足太陽藥也

3. 梔子豉湯 : 足太陽陽明藥也

4. 稀涎散 : 足太陰厥陰藥也

5. 乾霍亂吐方 : 足太陰陽明藥也

제 4 장. 攻裏之劑

1. 大承氣湯 : 正陽陽明藥也

2. 小承氣湯 : 少陽陽明藥也

3. 調胃承氣湯 : 足太陽陽明藥也

4. 大陷胸湯 : 足太陽藥也

5. 小陷胸湯 : 足少陽藥也

6. 大陷胸丸 : 足太陽陽明藥也

7. 十棗湯 : 足太陽藥也

8. 三物備急丸 : 手足陽明藥也

9. 硇砂丸 : 治肉積氣積血積通劑也

10. 木香檳榔丸 : 手足陽明藥也

11. 枳實導滯丸 : 足太陰陽明藥也

12. 倒倉法 : 足太陰手足陽明藥也

13. 蜜煎導法 : 手陽明藥也

14. 豬膽導法 : 手陽明藥也

제 5 장. 表裏之劑

1. 大柴胡湯 : 足少陽陽明藥也

2. 柴胡加芒硝湯 : 少陽陽明藥也

3. 桂枝加大黃湯 : 足太陽太陰藥也

4. 冰解散 : 足太陽陽明藥也

5. 防風通聖散 : 足太陽陽明表裡血氣藥也

6. 葛根黃連黃芩湯 : 足太陽陽明藥也

7. 三黃石膏湯 : 足太陽手少陽之藥也

8. 五積散 : 陰陽表裏通用之劑也

9. 麻黃白朮湯 : 足三陽三陰通治之劑也

10. 參蘇飮 : 手足太陰藥也

11. 香蘇飮 : 手太陰藥也

12. 茵陳丸 : 足太陽太陰陽明厥陰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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제 6 장. 和解之劑

1. 小柴胡湯 : 足少陽藥也

2. 黃連湯 : 足陽明藥也

3. 黃芩湯 : 足太陽少陽藥也

4. 芍藥甘草湯 : 足太陰陽明藥也

5. 栝蔞薤白白酒湯 : 上焦膻中藥也

6. 溫膽湯 : 足少陽陽明藥也

7. 逍遙散 : 足少陽厥陰藥也

8. 六和湯 : 足太陰陽明藥也

9. 藿香正氣散 : 手太陰足陽明藥也

10. 三解湯 : 足少陽藥也

11. 淸脾飮 : 足少陽太陰藥也

12. 痛瀉要方 : 足太陰厥陰藥也

13. 黃連阿膠丸 : 手足陽明藥也

14. 薑茶飮 : 足太陰陽明藥也

15. 蘆根湯 : 足太陰陽明藥也

16. 陰陽水 : 中焦分理陰陽之藥也

17. 甘草黑豆湯 : 足陽明藥也

제 7 장. 理氣之劑

1. 補中益氣湯 : 足太陰陽明藥也

2. 烏藥順氣散 : 手太陰足厥陰藥也

3. 蘇子降氣湯 : 手太陰藥也

4. 木香順氣湯 : 足太陰陽明藥也

5. 四磨湯 : 手太陰藥也

6. 越鞠丸 : 手足太陰手少陽藥也

7. 七氣湯 : 手足太陰藥也

8. 四七湯 : 手太陰藥也

9. 代赭旋覆湯 : 足陽明藥也

10. 丁香柿蒂湯 : 足陽明少陰藥也

11. 橘皮竹茹湯 : 足陽明藥也

12. 定喘湯 : 手太陰藥也

제 8 장. 理血之劑

1. 四物湯 : 手少陰足太陰厥陰藥也

2. 當歸補血湯 : 足太陰厥陰藥也

3. 歸脾湯 : 手少陰足太陰藥也

4. 養心湯 : 手少陰藥也

5. 人參養榮湯 : 手少陰手足太陰氣血藥也

6. 龍腦雞蘇丸 : 手足太陰少陽藥也

7. 欬血方 : 手太陰藥也

8. 獨聖散 : 手太陰藥也

9. 淸咽太平丸 : 手太陰藥也

10. 還元水 : 手太陰足少陰藥也

11. 麻黃人參芍藥湯 : 足太陽手足太陰藥也

12. 犀角地黃湯 : 足陽明太陰藥也

13. 桃仁承氣湯 : 足太陽藥也

14. 抵當湯 : 足太陽藥也

15. 槐花散 : 手足陽明藥也

16. 秦艽白朮丸 : 手足陽明藥也

17. 芍藥湯 : 足太陰手足陽明藥也

18. 蒼朮地楡湯 : 足太陰陽明藥也

19. 小薊飮子 : 手足太陽藥也

20. 復元羌活湯 : 足厥陰藥也

제 9 장. 袪風之劑

1. 小續命湯 : 六經中風通劑也

2. 侯氏黑散 : 手太陰少陰足厥陰藥也

3. 大秦艽湯 : 六經中風輕者之通劑也

4. 三生飮 : 足太陰陽明厥陰手少陽藥也

5. 地黃飮子 : 手足少陰太陰足厥陰藥也

6. 順風勻氣散 : 足厥陰陽明藥也

7. 豨薟丸 : 足少陰厥陰藥也

8. 牽正散 : 足陽明厥陰藥也

9. 如聖飮 : 足太陽厥陰藥也

10. 獨活湯 : 手少陰足厥陰藥也

11. 活絡丹 : 足太陰厥陰藥也

12. 消風散 : 足太陽手太陰藥也

13. 淸空膏 : 足太陽少陽藥也

14. 胃風湯 : 足陽明厥陰藥也

15. 上中下通用痛風丸 : 治痛風之通劑也

16. 史國公藥酒方 : 足厥陰藥也

17. 蠲痺湯 : 足太陽厥陰藥也

18. 三痺湯 : 足三陰藥也

19. 獨活寄生湯 : 足少陰厥陰藥也

20. 沈香天麻丸 : 足厥陰藥也

21. 通頂散 : 手太陰少陰藥也

22. 烏梅擦牙方 : 足陽明厥陰藥也

제 10 장. 袪寒之劑

1. 理中湯 : 足太陰之藥也

2. 四逆湯 : 足少陰之藥也

3. 當歸四逆湯 : 足厥陰藥也

4. 四逆散 : 足少陰藥也

5. 眞武湯 : 足少陰藥也

6. 白通加人尿豬膽汁湯 : 足少陰藥也

7. 吳茱萸湯 : 足厥陰少陰陽明藥也

8. 大建中湯 : 足太陰陽明藥也

9. 十四味建中湯 : 足三陰陽明氣血藥也

10. 小建中湯 : 足太陰陽明藥也

11. 白朮附子湯 : 足太陰少陰藥也

12. 益元湯 : 足少陰藥也

13. 回陽救急湯 : 足三陰藥也

14. 四神丸 : 足少陰藥也

15. 感應丸 : 手足陽明藥也

16. 導氣湯 : 足厥陰少陰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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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天臺烏藥散 : 足厥陰手太陰藥也

18. 疝氣方 : 足厥陰藥也

19. 橘核丸 : 足厥陰藥也

제 11 장. 淸暑之劑

1. 四味香薷飮 : 手少陰手足太陰足陽明藥也

2. 淸暑益氣湯 : 手足太陰足陽明藥也

3. 生脈散 : 手太陰少陰藥也

4. 六一散 : 足太陽手太陰藥也

5. 縮脾飮 : 足太陰陽明藥也

6. 消暑丸 : 足太陰太陽藥也

7. 大順散 : 足太陽藥也

8. 五苓散 : 足太陽藥也

9. 人參白虎湯 : (白虎湯만 存在-足陽明手太陰藥也)

10. 竹葉石膏湯 : 手太陰足陽明藥也

제 12 장. 利濕之劑

1. 五苓散 : 足太陽藥也

2. 豬苓湯 : 足太陽陽明藥也

3. 茯苓甘草湯 : 足太陽藥也

4. 小半夏加茯苓湯 : 足太陽陽明藥也

5. 加味腎氣丸 : 足太陰少陰藥也

6. 越婢湯 : 足太陽藥也

7. 防己黃耆湯 : 足太陽太陰藥也

8. 腎着湯 : 足少陰太陽藥也

9. 舟車丸 : 足太陽藥也

10. 疏鑿飮子 : 足太陽手足太陰藥也

11. 實脾飮 : 足太陰藥也

12. 五皮飮 : 足太陽太陰藥也

13. 麥門冬湯 : 手太陰藥也

14. 羌活勝濕湯 : 足太陽藥也

15. 中滿分消丸 : 足太陰陽明藥也

16. 中滿分消湯 : 足陽明太陰藥也

17. 大橘皮湯 : 足太陽藥也

18. 茵陳蒿湯 : 足陽明藥也

19. 八正散 : 手足太陽手少陽藥也

20. 萆薢分淸飮 : 手足少陰足厥陰陽明藥也

21. 琥珀散 : 手足少陰太陽藥也

22. 防己飮 : 足太陽藥也

23. 當歸拈痛湯 : 足太陽陽明藥也

24. 禹功散 : 足少陰太陽藥也

25. 升陽除濕防風湯 : 足太陰陽明藥也

제 13 장. 潤燥之劑

1. 瓊玉膏 : 手太陰藥也

2. 炙甘草湯 : 手足太陰藥也

3. 麥門冬湯 : 手太陰足陽明藥也

4. 活血潤燥生津湯 : 手太陰足厥陰藥也

5. 淸燥湯 : 手足太陰陽明藥也

6. 滋燥養榮湯 : 手太陰足厥陰藥也

7. 搜風順氣丸 : 手足陽明藥也

8. 潤腸丸 : 手足陽明藥也

9. 通幽湯 : 手足陽明藥也

10. 韭汁牛乳飮 : 足陽明藥也

11. 黃耆湯 : 手足太陰藥也

12. 消渴方 : 手足太陰陽明藥也

13. 地黃飮子 : 手足太[陰陽明藥也

14. 白茯苓丸 : 足少陰藥也

15. 桑白皮等汁十味煎 : 手太陰藥也

16. 治久嗽方 : 手太陰藥也

17. 豬膏酒 : 足厥陰藥也

18. 麻仁蘇子粥 : 手陽明藥也

제 14 장. 瀉火之劑

1. 黃連解毒湯 : 手足陽明少陽藥也

2. 附子瀉心湯 : 足太陽手少陰藥也

3. 半夏瀉心湯 : 手少陰足太陰藥也

4. 白虎湯 : 足陽明手太陰藥也

5. 竹葉石膏湯 : 手太陰足陽明藥也

6. 升陽散火湯 : 手足少陽藥也

7. 涼膈散 : 上中二焦瀉火藥也

8. 當歸龍薈丸 : 足厥陰手足少陽藥也

9. 龍膽瀉肝湯 : 足厥陰少陽藥也

10. 左金丸 : 足厥陰藥也

11. 瀉靑丸 : 足厥陰少陽藥也

12. 瀉黃散 : 足太陰陽明藥也

13. 淸胃散 : 足陽明藥也

14. 甘露飮 : 足陽明少陰藥也

15. 瀉白散 : 手太陰藥也

16. 導赤散 : 手少陰太陽藥也

17. 蓮子淸心飮 : 手足少陰足少陽太陰藥也

18. 導赤各半湯 : 手少陰太陰太陽藥也

19. 普濟消毒飮 : 手太陰少陰足少陽陽明藥也

20. 淸震湯 : 足陽明藥也

21. 紫雪 : 手足少陰足厥陰陽明藥也

22. 人參淸肌散 : 足少陽陽明藥也

23. 白朮除濕湯 : 足太陰少陰少陽藥也

24. 淸骨散 : 足少陽厥陰藥也

25. 石膏散 : 足陽明藥也

26. 二母散 : 手太陰藥也

27. 利膈湯 : 手太陰少陰藥也

28. 甘桔湯 : 太陰少陰藥也

29. 元參升麻散 : 足陽明少陰藥也

30. 消斑靑黛飮 : 足陽明藥也

31. 玉屑無憂散 : 足陽明少陰藥也

32. 香連丸 : 手足陽明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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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白頭翁湯 : 足陽明少陰厥陰藥也

34. 腎熱湯 : 足少陰藥也

35. 辛夷散 : 手太陰足陽明藥也

36. 蒼耳散 : 手太陰足陽明藥也

제 15 장. 除痰之劑

1. 二陳湯 : 足太陽明藥也

2. 潤下丸 : 足太陰陽明藥也

3. 桂苓甘朮湯 : 足太陰藥也

4. 淸氣化痰丸 : 手足太陰藥也

5. 順氣消食化痰丸 : 手足太陰藥也

6. 淸肺飮 : 手太陰之藥 治肺之通劑也

7. 金沸草散 : 手太陰藥也

8. 百花膏 : 手太陰藥也

9. 三仙丹 : 足陽明手足太陰藥也

10. 半夏天麻白朮湯 : 足太陰藥也

11. 茯苓丸 : 足太陰陽明藥也

12. 控涎丹 : 手足太陽太陰藥也

13. 三子養親湯 : 手足太陰藥也

14. 滌痰湯 : 手少陰足太陰藥也

15. 礞石滾痰丸 : 手足太陰陽明藥也

16. 牛黃丸 : 手少陰足太陰厥陰藥也

17. 辰砂散 : 手少陰藥也

18. 白金丸 : 手少陰藥也

19. 靑州白丸子 : 足厥陰太陰藥也

20. 星香散 : 足厥陰藥也

21. 常山飮 : 足少陰太陰藥也

22. 截瘧七寶飮 : 足少陰太陰藥也

제 16 장. 消導之劑

1. 平胃散 : 足太陰陽明藥也

2. 枳朮丸 : 足太陰陽明藥也

3. 保和丸 : 足太陰陽明藥也

4. 健脾丸 : 足太陰陽明藥也

5. 枳實消痞丸 : 足太陰陽明藥也

6. 痞氣丸 : 足太陰陽明藥也

7. 葛花解酲湯 : 手足陽明藥也

8. 鱉甲飮 : 足少陽厥陰太陰藥也

제 17 장. 收濇之劑

1. 赤石脂禹餘糧湯 : 手陽明藥也

2. 桃花湯 : 足少陰藥也

3. 訶子散 : 手足陽明藥也

4. 眞人養臟湯 : 手足陽明藥也

5. 當歸六黃湯 : 手足少陰藥也

6. 牡蠣散 : 手太陰少陰藥也

7. 柏子仁丸 : 手足太陰少陰藥也

8. 茯菟丹 : 手足少陰藥也

9. 治濁固本丸 : 足少陰太陽太陰藥也

10. 水陸二仙丹 : 足少陰藥也

11. 金鎖固精丸 : 足少陰藥也

12. 人參樗皮散 : 手足陽明藥也

13. 桑螵蛸散 : 足少陰手足太陰藥也

제 18 장. 殺蟲之劑

1. 烏梅丸 : 足陽明厥陰藥也

2. 集效丸 : 手足陽明藥也

3. 雄檳丸 : 手足陽明藥也

4. 化蟲丸 : 手足陽明藥也

5. 使君子丸 : 手足陽明藥也

6. 獺肝丸 : 三陰藥也

7. 消渴殺蟲方 : 陽明藥也

제 19 장. 明目之劑

1. 滋陰地黃丸 : 手足少陰足厥陰少陽藥也

2. 加減駐景丸 : 足少陰厥陰藥也

3. 定志丸 : 手少陰藥也

4. 地芝丸 : 足少陰藥也

5. 人參益胃湯 : 足太陰陽明藥也

6. 消風養血湯 : 足太陽厥陰藥也

7. 洗肝散 : 足厥陰陽明藥也

8. 補肝散 : 足厥陰藥也

9. 撥雲退翳丸 : 足太陽厥陰藥也

10. 石膏羌活散 : 足太陽陽明厥陰藥也

11. 防風飮子 : 足太陰陽明藥也

12. 羊肝丸 : 足厥陰藥也

13. 兎矢湯 : 足厥陰陽明藥也

14. 二百味草花膏 : 足少陰厥陰藥也

15. 點眼方 : 足厥陰藥也

16. 百點膏 : 足厥陰藥也

17. 圓明膏 : 足少陽厥陰藥也

18. 飛絲芒塵入目方

제 20 장. 癰瘍之劑

1. 眞人活命飮 : 足陽明厥陰藥也

2. 金銀花酒 : 足太陰陽明藥也

3. 蠟礬丸 : 手少陰藥也

4. 托裏散 : 足陽明厥陰藥也

5. 救苦勝靈丹方 : 足陽明手足少陽藥也

6. 散腫潰堅湯 : 手足少陽足陽明藥也

7. 飛龍奪命丹 : 十二經通行之藥也

8. 雄黃解毒丸 : 手足少陰少陽藥也

9. 皂角丸 : 手太陰藥也

10. 托裏十補散 : 手足太陰足厥陰陽明藥也

11. 托裏黃耆湯 : 手足太陰足陽明藥也

12. 托裏溫中湯 : 足陽明三陰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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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止痛當歸湯 : 足陽明厥陰藥也

14. 生肌散 : 陽明藥也

제 21 장. 經産之劑

1. 表實六合湯 : 足太陽藥也

2. 膠艾湯 : 足太陰厥陰藥也

3. 鉤藤湯 : 足厥陰藥也

4. 羚羊角散 : 足厥陰藥也

5. 紫蘇飮 : 手足太陰厥陰藥也

6. 天仙藤散 : 手足太陰藥也

7. 白朮散 : 足太陽太陰藥也

8. 竹葉湯 : 手太陰少陰藥也

9. 紫菀湯 : 手太陰藥也

10. 安榮散 : 手太陰足太陽少陰藥也

11. 參朮飮 : 足太陰厥陰藥也

12. 黑神散 : 足太陰厥陰藥也

13. 失笑散 : 手足厥陰藥也

14. 淸魂散 : 足厥陰藥也

15. 返魂丹 : 手足厥陰藥也

16. 當歸羊肉湯 : 手足太陰厥陰藥也

17. 當歸散 : 足太陰厥陰衝任藥也

18. 啓宮丸 : 足太陰厥陰藥也

19. 達生散 : 足太陰厥陰藥也

20. 豬蹄湯 : 足陽明藥也

21. 人參荊芥散 : 足太陰厥陰手少陰藥也

22. 柏子仁丸 : 手足少陰厥陰藥也

23. 芎歸六君子湯 : 足太陰厥陰藥也

24. 連附四物湯 : 手少陰手足厥陰藥也

25. 固經丸 : 足少陰厥陰藥也

26. 升陽擧經湯 : 足太陰陽明藥也

27. 如聖散 : 足厥陰藥也

28. 牡丹皮散 : 足厥陰藥也

29. 正氣天香散 : 手太陰厥陰藥也

30. 抑氣散 : 手太陰少陽藥也

31. 固下丸 : 足少陰厥陰藥也

32. 當歸煎丸 : 足少陰厥陰藥也

33. 白芷散 : 足陽明藥也

고 찰

1. 『醫方集解』는 方劑를 總 21개 方劑門으로 分類해 놓았으며,

各各 正方3)으로 補養之劑 40方, 發表之劑 17方, 涌吐之劑 5方, 攻

裏之劑 14方, 表裏之劑 12方, 和解之劑 17方, 理氣之劑 12方, 理

血之劑 20方, 祛風之劑 12方, 祛寒之劑 19方, 淸暑之劑 10方, 利

濕之劑 25方, 燥濕之劑 18方, 瀉火之劑 36方, 除痰之劑 22方, 消

導之劑 8方, 收濇之劑 13方, 殺蟲之劑 7方, 明目之劑 18方, 癰瘍

3) 著者 汪昻은 標題가 되는 處方을 正方으로 加味方을 附方으로 說明하

였다.

之劑 14方, 經産之劑 33方인 總 372方4)을 分類하였다.

2. 表題處方 中 發表之劑의 大羌活湯은 陰陽兩解之藥이라 表現

하고, 攻裏之劑의 硇砂丸은 治肉積氣積血積通劑라 하고, 和解之

劑의 括蔞薤白白酒湯은 上焦膻中藥 그리고 陰陽水은 中焦分理陰

陽之藥이라 하고, 表裏之劑의 五積散은 陰陽表裏通用之劑라 하

고, 祛風之劑의 上中下通用痛風丸은 治痛風之通劑라 하고, 明目

之劑의 飛絲芒塵入目方은 外用藥으로 說明하였기에 이 7개 處方

를 제외한 365개 處方을 12經脈으로 分類하였다.

1) 補養之劑 40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15 1 7 16 9 0 1 23 0 0 3 5

足少陰腎經과 手足太陰經으로 歸經이 많이 되어 있는데 補

腎, 補肺, 補備의 意味로 把握된다.

2) 發表之劑 17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1 0 4 0 0 0 12 1 0 0 3 0

대부분 足太陽經으로 歸經되었으며 傷寒論의 太陽經病症과

有關한 것으로 생각된다.

3) 涌吐之劑 5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1 0 3 2 0 0 3 0 0 0 0 1

脾胃과 關聯있는 足陽明經과 足太陰經 그리고 傷寒論과 關

聯하여 足太陽經에 주로 歸經되었다고 생각된다.

4) 攻裏之劑 14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0 6 8 2 0 0 4 0 0 0 2 0

消化器와 有關한 手足陽明經에 주로 歸經되었다고 생각된다.

5) 表裏之劑 12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2 1 7 4 0 0 7 1 0 2 3 2

4) 이중 補養之劑 7方(四物湯, 補中益氣湯, 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 歸脾

湯, 養心湯, 人參養榮湯, 生脈散), 攻裏之劑 1方(桃仁承氣湯), 淸暑

之劑 3方(五苓散, 人參白虎湯, 竹葉石膏湯) 總 11方은 重複되어 收錄

되어 있으나 각 方劑門마다 다시 計算하였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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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證과 裏證으로써 (足)太陽經과 (足)陽明經에 주로 歸經되

었다고 생각된다.

6) 和解之劑 17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1 1 9 6 0 0 1 0 0 0 6 2

半表半裏證이므로 消化器인 足陽明太陰輕과 足少陽經에 주

로 歸經되었다고 생각된다.

7) 理氣之劑 12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7 0 5 4 0 0 0 1 0 1 0 1

肺主氣로써 手太陰經과 行氣消滯의 意味로 足陽明經과 足太

陰經에 주로 歸經되었다고 생각된다.

8) 理血之劑 20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7 3 5 9 4 1 4 1 0 1 1 3

脾統血로써 手足太陰經에 주로 歸經되었다고 생각된다.

9) 祛風之劑 12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4 0 5 4 4 0 4 4 0 1 1 16

肝主風으로써 足厥陰肝經에 대부분 歸經되었다고 생각된다.

10) 祛寒之劑 19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1 1 5 6 0 0 0 11 0 0 0 8

寒水를 除祛하기 위한 君火의 作用을 바탕으로 足少陰經에

대부분 歸經되었다고 생각된다.

11) 淸暑之劑 10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5 0 4 4 2 0 4 0 0 0 0 0

暑氣로 인한 自汗症으로 手太陰經과 暑氣로 인한 消化器症

狀으로 足太陰經과 足陽明經에 주로 歸經되었다고 생각된다.

12) 利濕之劑 25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2 0 8 8 2 2 17 5 0 1 0 1

太陽寒水의 水와 관련하여 足太陽膀胱經 그리고 太陰濕土의

濕과 관련하여 足太陰經과 그 表裏經인 足陽明經에 많이 歸經되

었다고 생각된다.

13) 燥濕之劑 18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11 7 8 5 0 0 0 1 0 0 0 3

燥金과 관련하여 手足太陰肺經과 陽明燥金과 관련하여 手足

陽明經으로 대부분 歸經되었다고 생각된다.

14) 瀉火之劑 36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10 2 18 4 9 2 1 8 0 4 9 7

少陰君火와 관련하여 手足少陰經, 少陽相火와 관련하여 足

少陽經, 胃火와 관련하여 足陽明經, 自汗이나 肺火와 관련하여

足太陰經, 肝火와 관련하여 足厥陰經에 많이 歸經되었다고 생각

된다.

15) 除痰之劑 22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9 1 5 16 4 1 1 2 0 0 0 3

太陰濕土로 手足太陰經에 歸經이 많이 되어 있다고 생각된다.

16) 消導之劑 8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0 1 7 7 0 0 0 0 0 0 1 1

脾胃와 관련하여 足陽明經과 足太陰經에 歸經이 많이 되어

있다고 생각된다.

17) 收濇之劑 13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3 4 3 3 4 0 1 8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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갈무리하는 臟으로 腎臟과 유관하여 足少陰經에 歸經이 많

이 되어 있다고 생각된다.

18) 殺蟲之劑 7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1 5 6 1 1 0 0 1 1 0 0 2

胃, 大腸과 관련되어 手足陽明經에 歸經이 많이 되어 있다고

생각된다.

19) 明目之劑 18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0 0 5 2 2 0 3 3 0 0 3 13

肝主目의 관계로 足厥陰經에 歸經이 많이 되어 있다고 생각

된다.

20) 癰瘍之劑 14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5 2 11 5 4 1 1 3 2 4 4 6

腸胃의 火熱이 原因으로 된 癰瘍으로 足陽明經에 歸經이 많

이 되어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21) 經産之劑 33方

手
太
陰

手
陽
明

足
陽
明

足
太
陰

手
少
陰

手
太
陽

足
太
陽

足
少
陰

手
厥
陰

手
少
陽

足
少
陽

足
厥
陰

8 0 3 13 4 0 3 6 6 1 0 24

出産과 관련하여 足厥陰經과 脾統血의 관계로 足太陰脾經에

歸經이 많이 되어 있다고 생각된다.

3. 12經脈을 中心으로 效能을 整理하였고 12經脈을 중심으로 21

個 處方 效能 特徵은 다음과 같다.

1) 手太陰經

補養 發表 涌吐 攻裏 表裏 和解 理氣 理血 祛風 祛寒 淸暑

15 1 1 0 2 1 7 7 4 1 0

利濕 燥濕 瀉火 除痰 消導 收濇 殺蟲 明目 癰瘍 經産

2 11 10 9 0 3 1 0 5 8

手太陰經으로 분류되는 處方은 주로 補養, 燥濕, 瀉火, 除痰

과 관련하며, 消導와 明目의 效能이 없음을 알 수 있다.

2) 手陽明經

補養 發表 涌吐 攻裏 表裏 和解 理氣 理血 祛風 祛寒 淸暑

1 0 0 6 1 1 0 3 0 1 0

利濕 燥濕 瀉火 除痰 消導 收濇 殺蟲 明目 癰瘍 經産

0 7 2 1 1 4 5 0 2 0

手陽明經으로 분류되는 處方은 주로 燥濕, 攻裏, 殺蟲, 收濇

과 관련이 있으며, 發表, 涌吐, 理氣, 祛風, 淸暑, 利濕, 明目의 效

能이 없음을 알 수 있다.

3) 足陽明經

補養 發表 涌吐 攻裏 表裏 和解 理氣 理血 祛風 祛寒 淸暑

7 4 3 8 7 9 5 5 5 5 4

利濕 燥濕 瀉火 除痰 消導 收濇 殺蟲 明目 癰瘍 經産

8 8 18 5 7 3 6 5 11 3

足陽明經으로 분류되는 處方은 주로 瀉火, 癰瘍, 和解, 攻裏

等과 관련이 있으며, 12經脈 모두 歸經됨을 알 수 있다.

4) 足太陰經

補養 發表 涌吐 攻裏 表裏 和解 理氣 理血 祛風 祛寒 淸暑

16 0 2 2 4 6 4 9 4 6 4

利濕 燥濕 瀉火 除痰 消導 收濇 殺蟲 明目 癰瘍 經産

8 5 4 16 7 3 1 2 5 13

足太陰經으로 분류되는 處方은 주로 除痰, 補養, 經産과 관

련이 있으며, 發表의 效能이 없음을 알 수 있다.

5) 手少陰經

補養 發表 涌吐 攻裏 表裏 和解 理氣 理血 祛風 祛寒 淸暑

9 0 0 0 0 0 0 4 4 0 2

利濕 燥濕 瀉火 除痰 消導 收濇 殺蟲 明目 癰瘍 經産

2 0 9 4 0 4 1 2 4 4

手少陰經으로 분류되는 處方은 주로 補養, 瀉火와 관련이 있

으며, 發表, 涌吐, 攻裏, 表裏, 和解, 理氣, 祛寒, 燥濕, 消導의 效

能이 없음을 알 수 있다.

6) 手太陽經

補養 發表 涌吐 攻裏 表裏 和解 理氣 理血 祛風 祛寒 淸暑

0 0 0 0 0 0 0 1 0 0 0

利濕 燥濕 瀉火 除痰 消導 收濇 殺蟲 明目 癰瘍 經産

2 0 2 1 0 0 0 0 1 0

手太陽經으로 분류되는 處方은 理血, 利濕, 瀉火, 除痰의 效

能이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7) 足太陽經

補養 發表 涌吐 攻裏 表裏 和解 理氣 理血 祛風 祛寒 淸暑

1 12 3 4 7 1 0 4 4 0 4

利濕 燥濕 瀉火 除痰 消導 收濇 殺蟲 明目 癰瘍 經産

17 0 1 1 0 1 0 3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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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太陽經으로 분류되는 處方은 주로 利濕, 發表와 관련이 있

으며, 理氣, 祛寒, 燥濕, 消導, 殺蟲의 效能이 없음을 알 수 있다.

8) 足少陰經

補養 發表 涌吐 攻裏 表裏 和解 理氣 理血 祛風 祛寒 淸暑

23 1 0 0 1 0 1 1 4 11 0

利濕 燥濕 瀉火 除痰 消導 收濇 殺蟲 明目 癰瘍 經産

5 1 8 2 0 8 1 3 3 6

足少陰經으로 분류되는 處方은 주로 補養과 관련이 있으며,

涌吐, 攻裏, 和解, 淸暑, 消導의 效能이 없음을 알 수 있다.

9) 手厥陰經

補養 發表 涌吐 攻裏 表裏 和解 理氣 理血 祛風 祛寒 淸暑

0 0 0 0 0 0 0 0 0 0 0

利濕 燥濕 瀉火 除痰 消導 收濇 殺蟲 明目 癰瘍 經産

0 0 0 0 0 0 1 0 2 6

手厥陰經으로 분류되는 處方은 주로 經産과 관련이 있으며,

이외에도 殺蟲, 癰瘍의 效能이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10) 手少陽經

補養 發表 涌吐 攻裏 表裏 和解 理氣 理血 祛風 祛寒 淸暑

0 0 0 0 2 0 1 1 1 0 0

利濕 燥濕 瀉火 除痰 消導 收濇 殺蟲 明目 癰瘍 經産

1 0 4 0 0 0 0 0 4 1

手少陽經으로 분류되는 處方은 주로 瀉火와 癰瘍과 관련이

있으며, 이 외에도 表裏, 理氣, 理血, 祛風, 利濕, 經産의 效能이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11) 足少陽經

補養 發表 涌吐 攻裏 表裏 和解 理氣 理血 祛風 祛寒 淸暑

3 3 0 2 3 6 0 1 1 0 0

利濕 燥濕 瀉火 除痰 消導 收濇 殺蟲 明目 癰瘍 經産

0 0 9 0 1 0 0 3 4 0

足少陽經으로 분류되는 處方은 주로 瀉火와 和解와 관련이

있으며, 涌吐, 理氣, 祛寒, 淸暑, 利濕, 燥濕, 祛痰, 收濇, 殺蟲, 經

産의 效能이 없음을 알 수 있다.

12) 足厥陰經

補養 發表 涌吐 攻裏 表裏 和解 理氣 理血 祛風 祛寒 淸暑

5 0 1 0 2 2 1 3 16 8 0

利濕 燥濕 瀉火 除痰 消導 收濇 殺蟲 明目 癰瘍 經産

1 3 7 3 1 0 2 13 6 24

足厥陰經으로 분류되는 處方은 주로 經産, 明目, 祛風과 관련

이 있으며, 發表, 攻裏, 淸暑, 收濇의 效能이 없음을 알 수 있다.

결 론

方劑學 書籍에서 方劑 效能 分類는 대부분 主治病症을 中心

으로 한다. 『醫方集解』는 效能 分類에 있어서 主治病證뿐 아니

라 歸經 中心으로도 分類하였는데 이는 作用機轉과 그 效能을

좀 더 具體的으로 說明하기 위함이라 생각한다. 물론 『醫方集

解』에 歸經에 대한 具體的인 說明은 없다. 하지만 效能을 歸經

中心 再構成하여 效能과 有關한 經脈을 밝혀내고, 歸經을 效能中

心으로 再構成하여 經脈과 有關한 效能을 把握한 결과 方劑를

歸經으로 說明한 것은 主治病證과 그 效能을 더 明確히 說明하

기 위한 것이라 판단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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