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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权威机构授予当代3 名著名中医师“国医大师”光荣称号。
《国医大师经验良方赏析丛书》编入的邓铁涛、路志正、何任、周仲瑛等几十位中医临床大家，都是
享有盛誉的国医大师。
本书是该丛书中的一本，汇集了国医大师张灿玾先生12 种常用的临床经验良方，由中医科学院等多单
位高年资的学者专家列出功用、适应证，还从解读和赏析的角度精选了张灿玾先生的部分临证心得并
做了阐发和提示，力求能够体现其临床用方特点及辨证思路。
本书是对珍贵中医资料整理、研究的结晶，对指导中医临床实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可供中医师、中医从业人员、中医院校学生和广大中医爱好者研究、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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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灿玾先生，字昭华，号葆真，别号暮村老人、五龙山人。
男，汉族，山东荣成人，1928年7月出生，是山东中医学院原院长、教授。
1949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我国著名中医教育家、文献专家、中医学家。

　　先生自1943年跟随祖父与父亲学医。
从小研读《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濒湖脉学》及《医宗金鉴》中临床各科“心法要诀”等，尤对
《黄帝内经》《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等经典医籍，选出部分重要条文，熟读熟诵。
当其祖父与父亲诊病时，张灿玾则认真学习老人诊疗技术及方法，并负责司药，对饮片的加工炮制、
丸散膏丹的制作、药材质量的优劣及真伪鉴定的一般知识，均早熟知，为后来独立应诊和提高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先生在中医文献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著有中医古籍整理、点校、研究等多部著作，并发表论文1  
余篇，对《针灸甲乙经》等古籍的整理研究影响深远。

　　1994年，先生开始撰写《中医古籍文献学》，历时3年完成，全书1  多万字，在学界影响极大，体
现了国内外该专业的最高水平。
先生认为，文献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实践文化的依据。
中医文献是中医学术的载体和宝库，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源泉，是中医学临床应用的指导，是中医研
究的理论依据与信息资料，是中医教育的知识之源，是医史研究的素材。

　　2 世纪9 年代，有人认为中医的“五行”学说是唯心之说，是机械推理之说，甚至中医业内人士也
有认为“五行”是阻中医现代化之大碍。
先生溯《尚书》《国语》《左传》；参《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阐述了“五行”在秦以前
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要素，说明秦汉以往，“五行”之说则多与天地自然的五时、五方及人体的五
脏、五体相配应，反映了客观世界在特定条件下的演变规律和机体与自然相应的生化状态，是具有唯
物观和辩证法思想的学说。
先生认为“五行”学说内容包括了五时、五方及天文、地理、历法、物质、生物及其与人体的关系，
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演变情况，在理论上提出的相胜、相生及周期性演变，符合客观事物的基本规律，
其与人体相关的某些内容，在“人与天地相参，与四时相应”的思想指导下，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变化
实际情况，论证了“五行”之说的唯物性、科学性。

　　先生治学，尤其强调版本学的重要性，研究古籍文献要尽可能地择取原著或与原著年代相近、保
持原著原貌的版本，这样可以保证学术渊源不失真。
文献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是了解历史的窗口，若忽视了版本的传承作用，那将会在文化发展的历史上
留下断层和空白。
他遇到问题从不人云亦云，总是应用他多元的学识和丰富的旁证资料来寻根溯源，分析论证而后言之
，无证不信，孤证不立。

　　先生提倡把握八大关系，如继承与发扬的关系。
中医学术源远流长，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以现存古籍来说，以辛亥革命为限，就
有万余种之多，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其中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宝贵经验。
此外，在诸多名老中医的头脑中，也保留有大量的知识和经验，对他们进行继承和抢救，是历史赋予
现代中医人的重要使命，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医药才能得到健康、快速地发展。
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所谓传统，是指中医自身原有的学术基础，是我们的祖先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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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中医学术不断向前推进。
中医与西医的关系。
中医与西医是客观存在的两种医学体系，不能互相代替。
作为中医机构，当务之急就是发展中医。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如前所述，理论是中医学术的基础，理论也是从实践当中产生的，反过来，又以理论指导实践，这就
是中医学发展的辩证法。
古籍与今著的关系。
大量古籍，尤其是诸多经典性著作，是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今著是指今人的著作，主要指某些今人的经验。
但就目前而言，很多古籍与经典著作中，更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应该大力挖掘。
中药与中医的关系。
中药与中医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用中药，才能更好发挥中药作用，才能提
高疗效。
中文与外文的关系。
中医高教事业，自建院就规定有医古文一课，这是根据学习中医的需要而设置的。
中医院校的学生首先要学好中医，学好医古文。
理论思维与实验研究的关系。
理论思维是人类在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物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一种思维。
古人所谓“医者意也”及“有诸内必形诸外”“司外揣内、司内揣外”，很符合中医学的思维方法。

　　张先生临诊，不分内、外、妇、儿。
认为中医治病重在辨证论治，无论内、外、妇、儿，医理贯通，治病施药贵在立法，而法的确立来自
辨证，理法方药得宜，则可药到病除。

　　张先生制方遣药，素有所宗。
举手投足，化裁进退，既十分灵活，又章法有序，尤其是使用成方、复方，常数方杂糅，谨严而列，
确有大家风范，足可证其多年的经验、学识积累，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指导实践，难有如斯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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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处方：陈皮6g，半夏10g，茯苓10g，黄连6g，黄芩6g，石菖蒲10g，郁金10g，天南星6g，竹茹6g，
枳实6g，川贝母6g，甘草3g。
水煎温服。
复诊：服上方四剂，喉中痰涎减少，下肢可微动，此痰火有减缓之势，经络有运行之征，然大便仍未
通畅，必当釜底抽薪，免致沸腾之灾，上方聊作调整。
处方：陈皮10g，半夏10g，茯苓6g，枳实10g，竹茹6g，黄连6g，竹沥15g（冲服），大黄10g（后人）
，甘草3g。
水煎温服。
复诊：服上方两剂后，大便即通，继服两剂，始能语言，患侧手足始能活动，此釜底抽薪之力也。
痰火降则气血行，下窍通则上窍利，脉象亦较缓和，当改以活血通络之法。
处方：黄芪30g，赤芍6g，当归10g，桃仁6g，红花5g，川芎6g，地龙6g，川牛膝6g，杜仲15g，钩藤10g
。
水煎温服。
本方服至十余剂后，患者即可下床活动，其他各症亦逐渐好转，后坚持服用一段时间，患者生活已可
自理。
　　【解读赏析】中风又称急性脑血管意外，以偏瘫、失语，甚则突然意识丧失为临床主症。
本病起病急骤，往往在短时间内脑部损害症状达到高峰，如患者幸存，则神经功能恢复缓慢。
其中以动脉硬化性脑梗死最为常见。
本病发病率高，病残率高，病死率高，占自然死因的第一、二位。
现代医学在本病急性期多采用药物或手术治疗，但目前尚无公认降低颅内压的药物，而在恢复期或后
遗症期更乏特效措施。
　　《黄帝内经》中对中风描述为“偏枯”“仆击”等，治疗则重针灸。
《金匮要略》始定名为中风，将喁僻不遂、不识人、舌强难言等症统一于一个疾病。
然而，从秦汉直至隋唐，始终认为本病病因以“虚中外风”为主，治疗多用祛风、扶正的方药。
《备急千金要方》还倡用酒剂和灸法。
宋、金、元时期，对中风病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非风学说兴起，认为本病的发生与火气痰虚有
关，非独外风所致。
至明代，内风为主的病因说得到肯定，从而推动了治疗的改革，出现顺气化痰、健脾益气、养血活血
、补肾滋阴等新的治法和相应的方剂，并开创闭脱救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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