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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伤寒论》系汉·张仲景所著，中医经典著作之一，为习医者必读之书。
但该书年代去远，文字古朴，医理深奥，自汉唐以降，对该书疏注者不下800余家，但歧义较多，阅读
殊为困难。
有鉴于此，作者乃积研读《伤寒论》30多年心得，结合临床实践，对该书进行通释，名曰《伤寒论通
释》。
    本书以刘渡舟等于199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伤寒论校注》为底本进行通释。
    全书特色：①保持《伤寒论》原貌，不随己意篡改原文；②让《伤寒论》自己诠释自己，体现仲景
原意；③突破“注不破经”、“疏不破注”之旧例，继承前贤成就，又赋注释以新义、独见；④以《
神农本草经》为依据，探讨仲景组方用药规律、思路；⑤医理深入浅出，联系实际，文义畅达明晰。
    书末附录了条文提要与索弓l、关键词索引、药方索引、方剂索引，咀备读者检索。
    是书是中医医教研工作者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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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心机教授，男，1942年3月生，硕士生导师。
1968 年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1978年考取李克绍先生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 ，
获医学硕士学位。
曾担任伤寒教研室副主任，中医系副主任。
从事《伤寒论》教学与研究工 作20余年来，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参编教材6部，参与整理
古籍1部。
在《伤寒论》 研究方面，运用考辨与阐释相结合的方法，独辟蹊径，在比较与文化、学术背景的还原
分析中 ，探寻《伤寒论》的大文化渊源、理论原旨和它的深层意蕴。
提出可运用“让《伤寒论》自己 诠释自己”的原则和方法，寻绎仲景的理论思路，对《伤寒论》研究
史上陈陈相因的“误读现 象”进行考证，对《伤寒论》中的疑点、难点作出全新的、合理的解释，在
《伤寒论》学术研 究方面颇有建树，对《伤寒论》的学科建设及教材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99年由人民卫生 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伤寒论疑难解读》一书，集中体现了其在《伤寒论》研究方面
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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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伤寒论》成书过程及分合流传（一）作者张仲景事略（二）成书背景（三）《伤寒杂病论》的
流传与分合隐显叙略二、赵刻宋本《伤寒论》之概貌三、《伤寒论》对中医学术发展的影响（一）奠
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础（二）应用和发展了《黄帝内经》中的诊病、辨证方法，为后世人作出示
范（三）全面、系统地发展和丰富了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四、《伤寒论》对伤寒的基本认识及认识方法
（一） 张仲景对伤寒的基本认识（二） 三阳病与三阴病及合病（三） 伤寒的发病与传化（四）《伤
寒论》对温病的认识及与后世温病学说的异同 五、关于学习《伤寒论》方法的建议（一）遵照《伤寒
论》的原文，不能以己意篡 改原文（二）学习前人的注释，但不能囿于或盲从前人的注释 （三）让
《伤寒论》自已诠解自已（四） 以《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为依据，从仲景书中求索用药思路
（五） 不要把后人的的诠解混同为《伤寒论》的内容 伤寒卒病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 合十六法，方 
十四首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 合六十六法，方三十九首，并见太阳阳明合病法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 合
三十九法，方三十首，并见太阳少阳合病法辨阳明病脉证并治 合四十四法，方一十首，一方附，并见
阳明少阳合病法辨少阳病脉证并治 方一首，并见三阳合病法辨太阴病脉证并治 合三法，方三首辨少
阴病脉证并治 合二十三法，方十九首辨劂阴病脉证并治 厥利呕哕附 合一十九法，方一十六首辨霍乱
病脉证并治 合六法，方六首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 合六法，方六首附录（一）  辨脉法  平脉法
 伤寒例附录（二）  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 一法，方本阙  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 合四十一法，方一十
四首  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 合二十五法，方二十四首  辨不可吐 合四证   辨可吐 合二法，五证  辨不可
下病脉证并治 合四法，方六首  辨可下病脉证并治 合四十四法，方一十一首  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
合四十八法，方三十九首附录（三）  条文提要与索引  关健词索引  药方索引  方剂索引 《伤寒类方歌
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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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张仲景根据《黄帝内经》、《难经》和自己的临证体验而撰著的一部理论
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医学典籍。
对中医学的理论学术发展和指导临床诊疗等方面，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是书所蕴涵的辨证论治法则及遣方用药法度，不但适用于外感热病，亦适用于内伤杂病，影响着中医
学的发展，从而奠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
　　《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的组成部分，是《伤寒杂病论》在后世流传过程中，逐渐析离出来
的以论治伤寒为主要内容的专著。
历代医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和阐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著述有目可察者近千种之多，为
我们研究《伤寒论》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文献资料。
　　李心机教授从事《伤寒论》研究三十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伤寒论》的研究颇具心得
，且有独到的见解。
在此前所著，余为之作序的《伤寒论疑难解读》的基础上，又新著《伤寒论通释》，对仲景书之原文
按原序列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地阐释，所达到的学术高度，确立了其在《伤寒论》研究领域中的
学术地位。
　　为了解读《伤寒论》的原文，从而认识它的真实意义，作者提出了四条建议，同时，这也是作者
在本书中遵循的四条原则：　　一、遵照《伤寒论》的原文，不能随己意篡改原文。
这样可以保全原书的真实性。
　　二、学习前人的注释，但不能囿于或盲从前人的注释。
指出前人注释中有"句读误断而释误者"、"不明体例而释误者"、"未详辞义而释误者"、"不详义理而释误
者"、"不明事理而释误者"、"不辨通文而释误者"、"不明语言特点而释误者"等。
若盲从这样的注释，不但不能达到正确理解的目的，反而会以误为正。
　　三、让《伤寒论》自己诠解自己，这样可以避免"误读传统"地羁绊，指出校读才是真正重要的学
习与研究的方法。
　　四、以《神农本草经》为依据还原仲景组方用药思路，探讨其辨证用药的规律。
　　总之，本书虽名曰《通释》，但非遵汉唐"注不破经"、"疏不破注"之旧例，非循随文敷饰，了无心
得之陋习。
本书的特点是"让《伤寒论》自己诠解自己"，将难点、疑点，通过校读的方法加以疏理。
文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理论联系临床。
同时，作者还花费了大量精力与时间编制出简明、便捷、实用的检索系统，因此，是书无论是对初学
者或是研究者，都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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