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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克绍编著的《伤寒论讲义》由伤寒大家李克绍亲自编写而成，对《伤寒论》六经辨证各条文进行了
细致深入的讲解。
读者从《伤寒论讲义》中，能够寻觅到李克绍先生研究《伤寒论》的学术思想，领会仲景六经辨证精
髓，适合各级中医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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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伤寒阳郁身重的证治 （原文）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
青龙汤发之。
 （解释）太阳伤寒，本当脉浮紧身疼痛，但有时因阳气郁闭不解，以致荣卫滞涩，脉可能由浮紧变为
浮缓，身痛可能变为身重。
这是由于 表邪郁闭过重所致，当以大青龙汤发之。
 本条的脉浮缓，是由浮紧变来，必滞涩有力，与太阳中风之弛缓不同。
身重是由身痛变来，有拘束不舒木钝的感觉，与阳明之沉重，少阴 之倦怠，都有所不同。
尤其是因表阳时通时滞，而乍有轻时，与阳明少阴之持续性身重不同，为病在太阳的特征。
 5.小结 麻黄汤是发汗峻剂，因此必须是荣卫足表邪实，无汗身疼痛脉浮紧（最低标准亦须浮而不弱）
的太阳表实证，始可用之。
 麻黄汤证，是表邪郁闭，卫气但合不开，所以卫强而荣不弱。
若水气不能从汗孔外泄，则形成小青龙汤证；若阳扰于胸中，则形成大青龙 汤证；荣阴郁极，迫而上
行，则形成衄证；衄后阳热随血外泄，有自解者；若不解，麻黄证仍在者，仍宜麻黄汤。
 三、麻桂复方证 （一）太阳病。
发热恶寒，间歇发作的转归与治疗 （原文）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
人不呕，清①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
脉 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
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②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23） （词解） ①清：与圊同。
 ②未欲解：是欲解而未能的意思。
 （解释）“太阳病，得之八九日”是本节的前提，说明病程已经很长。
以下从“如疟状”到“为欲愈也”为一段，说明欲愈的脉证。
从“脉微而恶寒者”到“更下更吐也”为一段，说明阴阳俱虚的脉证及治禁。
“面色反有热色”以下为一段，是在第一段的证候基础上，说明阳气怫郁不得越，就必须桂麻各半汤
小发汗以助之。
 “如疟状”，是说发热恶寒的太阳热型，因伤寒表邪残留未尽，由持续发作，变为一日二三度发的间
歇发作。
这既与少阳的往来寒热不同，也和疟疾的一日一发或间日一发不同。
并且其人不呕，二便正常，证明病邪仍在表位。
热多寒少，是发热显著，恶寒轻微。
再结合脉搏微有缓象，说明了本证为邪势已衰，正气将复，故为欲愈之候。
若再兼见面热身痒，这是阳气怫郁在表，欲解而仍不能解的现象，所以用桂麻各半汤小发汗以助其外
解。
 若八九日后，不是热多寒少，而是脉微恶寒，为外邪虽衰，但正气也很虚，已有转入少阴的趋势，故
禁用汗吐下等治法。
 桂枝麻黄各半汤方 桂枝一两十六铢（去皮） 芍药 生姜（切） 甘草（炙） 麻黄（去节）各一两 大枣
四枚（擘） 杏仁二十四枚（汤浸，去皮尖及两仁者） 上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
，纳诸药，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温服六合。
本云：桂枝汤三合、麻黄汤三合，并为六合，顿服。
将息如上法。
 （方解）本方是麻桂二汤，各取原剂量1／3的复方。
因麻黄汤开肤表，桂枝汤调荣卫。
量少力轻，适用于表证已衰，余邪未尽，发热恶寒间歇发作的患者。
 （二）服桂枝汤大汗出后的两种证治 （原文）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
若形似疟，一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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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解释）服桂枝汤大汗出，是汗不如法，病必不除，外症必有残留，按法当再服桂枝汤，故本
条的脉洪大，必按之无力，来盛去衰，仍是阳浮阴弱的脉象，故仍服桂枝汤如前法，以取微汗。
 若服桂枝汤大汗出后，恶寒发热症状，由持续发作，变为一日二次间歇发作的，多是无汗表实证，误
服桂枝汤，因汗出太骤，或汗出不彻所致。
故用桂二麻一汤和荣卫兼开肤表以发汗。
但应注意的是，其如疟状日再发时，亦必发热恶寒而无汗，如果是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那又是桂
枝汤主治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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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克绍编著的《李克绍医学全集:伤寒论讲义(修订版)》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著作，它的理
法方药不仅适用于外感伤寒，也适用于内科杂病，所以俞根初认为，《李克绍医学全集:伤寒论讲义(
修订版)》“以六经钤百病”。
《李克绍医学全集:伤寒论讲义(修订版)》是学习中医的必读之书，要衡量一个中医学者根柢的深浅，
也要以学习《伤寒论》有没有心得体会和能不能融会贯通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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