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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中浅显者妇孺皆知，奧秘者高深莫测。
如几千年来，种种“禁忌”观念广传于民间，但有时杂有一些神秘色彩而真假难辨。
因此，如何找准源头，理清思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讲清道理，是当代有识者值得去做的事
。
对此，还须从中国古代哲学“气一元论”说起。
“通天下一气耳”是《庄子.知北游》中的一句哲理名言。
天下万物，包括曰月星辰、山川木石、虫鱼鸟兽以及芸芸众生，均为一气，别无他物。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天辟地之后，混沌之气经历了不断演化。
《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八个字，是我们祖先高度智慧的集中体现。
一旦有了两仪，同时便有了阴阳，便有了“对峙”，如天地、生死、男女、内外、上下、黑白、善恶
、利害、凶吉、冷热、干湿、宜忌⋯⋯等等。
天下万物之内部都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东西。
然后，如《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至无穷。
　　有了阴阳，即有阴阳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此为至理，概莫能外。
整套中医学基础理论均由此演化而来。
阴阳既成，即有了“类”。
根据自然界“类同则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原理，便形成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
有了类与群，则在类与类之间、群与群之间便产生了相互关系，或互为利，或互为害。
趋利避害是一切生物的原始本能，不用学习，自然而然。
凡有利于生命之形成、存在与发展的因素即为适宜；凡不利于生命之形成、存在与发展的因素即为禁
忌。
自觉地回避和不为是忌，是自律行为；不让他人去为是禁，是外力强止。
当然，人类社会演化越来越复杂，单靠本能就不够了，需要研究、学习与传授。
　　《黄帝内经》根据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理提出了“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及“人
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人类生成原理。
易传《文言》提出了“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曰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
先天而天勿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天人和谐”论，既注重人与天地相应的客观规律，又不否认人的
主观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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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中医禁忌学》是研究和探讨中医禁忌的学术专著，目的在于抢救传承濒于消亡的中医禁忌
遗产，展示中医禁忌研究成果和经验，并为人类的健康、疾病的防治提供别开生面的新方法和新手段
。
《实用中医禁忌学》由总论和各论组成。
在各论篇中，有中医病证禁忌学、中医药物禁忌学、中医方剂禁忌学、中医针灸禁忌学、中医养生禁
忌学等，《实用中医禁忌学》内容仅论与中医相关的禁忌，既有基础理论研究，也有大量的临床应用
经验，适宜于中西临床医师、科研工作者及中医爱好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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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急黄抢救及时，治疗得当，虽然热毒渐解，但正气渐衰，可形成正虚邪恋之候。
同时注意饮食调理。
　　[分证论忌]　　1.阳黄　　（1）湿热兼表　　主症：黄疸初起，轻度目黄或不明显，畏寒发热，
小便黄。
　　兼次症：头重身疼，倦怠乏力，脘闷不饥。
　　舌脉象：苔薄腻，脉浮弦或浮数。
　　治法禁忌：忌用温化寒湿、养阴滋腻；不宜清热解毒，凉营开窍。
　　方药禁忌：方剂忌用清瘟败毒饮、犀角散、茵陈术附汤、鳖甲煎丸；中成药忌用安宫牛黄丸、至
宝丹、龙胆泻肝片；不宜慢肝养阴胶囊、干易克（葫芦素）片；慎用乙肝解毒胶囊、乙肝扶正胶囊；
药物忌用芒硝、水牛角（代犀角）、熟地黄、阿胶。
不宜人参、黄芪、生地黄、石膏。
（2）热重于湿主症：身目俱黄，黄色鲜明，发热口渴，小便短赤，大便秘结，口干口苦，恶心欲吐
。
兼次症：心烦欲呕，脘腹满胀，饮食减少。
舌脉象：舌质红，苔黄腻或黄糙，脉弦数或滑数。
治法禁忌：忌用温化寒湿、发汗解表、滋阴养血；不宜凉营开窍。
慎用活血化瘀。
方药禁忌：方剂忌用茵陈术附汤、鳖甲煎丸；不宜茵陈五苓散、梔子柏皮汤、六君子汤；中成药忌用
慢肝养阴胶囊、乙肝养阴活血冲剂、安宫牛黄丸、至宝丹；不宜乙肝冲剂；药物忌用麻黄、桂枝、附
片、肉桂、龟甲、熟地黄；不宜人参、黄芪、生地黄；慎用桃仁、红花。
（3）湿重于热主症：身目色黄而不光亮，身热不扬，头身困重，胸脘痞闷，恶心欲吐，腹胀。
兼次症：食欲减退，口渴不多饮，小便短黄，便稀不爽。
舌脉象：苔厚腻或黄白相兼，脉濡缓数或弦滑。
治法禁忌：忌用清热解毒、发汗解表、滋阴养血；不宜健脾益气、凉营开窍。
方药禁忌：方剂忌用鳖甲煎丸、犀角散；不宜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中成药忌用安宫牛黄丸、至宝丹；
不宜慢肝养阴胶囊、乙肝养阴活血冲剂；药物忌用龟甲、鳖甲、熟地黄、何首乌；不宜白芍、枸杞子
、天冬、麦冬、五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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