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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分两部分：一是《伤寒论》原文，以明·赵开美复刻宋本《伤寒论》为蓝本。
自“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至“辨阴阳易差后劳复并脉证并治”，共选录279条。
为能深透地阐述条文的精奥旨义，有针对性的选取某一部分进行品读，或症状，或脉象，或字词，或
治法，或方药，或煎服，或写作手法等。
二是选取29条后世医家解读《伤寒论》具有独特意义或者独到观点的论述，进行有针对性的解读、分
析、评判。
这部分内容具有深邃的、富有创建性的感悟，颇具品读价值。

为了有助于提高临床辨证思维能力，书中特设“名家医案赏析”专栏，精选古今著名伤寒医家典型医
案进行解读赏析，冀其达到领悟经方妙用，借鉴医家经验，提高临床疗效的目的。

本书撷取伤寒精华，阐发经典旨奥，揭示辨治规律，品读经典真谛，是深入学习和领会《伤寒论》精
髓的重要参考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伤寒论品读>>

作者简介

姜建国，男，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8年伤寒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从事《伤寒论》教学、临床、科研工作30余年。
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全科医学学科带头人，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
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主编、参编著作及教材32部。
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伤寒论》(七年制)、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卫生部规划
教材《中医经典选读》、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伤寒论选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
医类别全科医师规范组培训教材《中医全科医学概论》4部。
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2项，校级课题3项。
目前主持国家自然基金、省级课题各1项。
承担国家科技部973课题l项。
2002年获山东省高校十佳优秀教师提名奖。
2004年有两项课题分别获得校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2007年4月被评为校级教学名师。
编著的《李克绍医学文集》获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二等奖，主编的《伤寒论》全国新世纪七年制教材
于2008年获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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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原文品读
伤寒杂病论·自序
　伤寒十居其七
一、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篇
　1．‘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1条)
　2．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2条)
　3．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
(3条)
　4．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
(4条)
　5．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6条)”
　6．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
(7条)
　7．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
(8条)
　8．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8条)
　9．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10条)
　10．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桂枝汤主之。
(12条)
　11．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
(13条)
　⋯⋯
二、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篇
三、辨少阳病脉证并治篇
四、辨太阴病脉证并治篇
五、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篇
六、辨*阴病脉并治篇
七、辨霍乱病脉证并治篇
八、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篇
后世伤寒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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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义伤寒，而后五种伤寒病之一的&ldquo;伤寒&rdquo;，即属狭义伤寒。
《千金方》引《小品方》云：&ldquo;伤寒，雅士之词。
云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耳。
&rdquo;可知，伤寒与天行、温疫同类而异名，虽名称有雅俗之分，但均指外感急性热病。
　　中国在汉唐时期（公元前200年至公元900年），一般热性病都叫做伤寒。
《黄帝内经》言&ldquo;人之伤于寒者，则为病热&rdquo;，说明热性病属于伤寒一类的疾病，《难经
》内容也说明伤寒是广义的热性病。
所以《伤寒论》里太阳病篇便有中风、伤寒、温病等不同的疾病。
　　把热性病称作&ldquo;伤寒&rdquo;，日本唯忠子文认为：&ldquo;伤寒也，为邪所伤害也，谓邪而
为寒，盖古义也。
故寒也者，邪之名也，而邪之伤寒人，最多端矣。
&rdquo;寒字带有伤害的意义是较早的，孟子说：&ldquo;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rdquo;《伤寒例》说：&ldquo;冬时严寒，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而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
杀疠之气也，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
者，热极重于温也。
&rdquo;即是说，四季不同气温变化，都会感受邪气（寒）的伤害，只是伤害的程度不同。
　　若抛开先人为主的&ldquo;伤寒&rdquo;之名，会通全书，从实质内容上分析六经病全论，就会发
现，整个《伤寒论》398条，论述外感病的内容较少。
少阳主论胆病，阳明主论胃肠，太阴主论脾病，少阴主论心肾，厥阴主论肝病。
以上诸经均以论脏腑病变为主，只有个别条文与外感病有涉。
即使专论外感发病的太阳病篇，自61条干姜附子汤证后，论述的基本上是&ldquo;坏病&rdquo;，就是
里病，即变成不是外感表证的病证了。
太阳病篇共178段条文，其中60余条论述外感病，就条文方证数而言仅占1／3。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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