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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学在历代医家的医疗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人们对药物性能、
用法、用量的认识不断深化，组方配伍经验日益丰富，在煎、服法等方面，历代医家也有许多重要的
心得体会。
这些心得、经验，在一般教科书中是无法学到的，而对中医临床工作者来说，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为此，我们从丰富的中医文献中整理出各家经验，结合编者心得体会，编写成《名医遣药处方心得》
，内容包括用药心得、处方心得、药物的炮制和煎服法、服药反应及药（食）物中毒解救方法和其他
等五部分。
均是中医临床工作者必须掌握的问题。
　　用药心得部分，在药物性能方面主要强调了六点。
一要明确药物气味。
张介宾云：用药之道无他也，惟在精其气味，识其阴阳，则药味虽多，可得其要矣。
二要注意药物体质。
石芾南云：凡体质柔软、有汁、有油者皆润，无汁、无油者皆燥。
⋯⋯燥药得天气多，故能治湿；润药得地气多，故能治燥。
三要正视药物归经。
徐大椿云：不知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泛，必无捷效；执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泥，反能致害。
四要了解药物走向。
药物性能各有特点，有向上向下、升浮沉降、走左走右、走表走里、走前走后，或走而不守，或守而
不走的趋向，其作用有开与合、局部与全身的不同——当然这种走向和作用是相对的。
临床实践表明，不同部位的疾病，相应选用不同走向的药物，确可提高疗效。
五要从物象寻求药性。
此点能体现医者的悟性，有利于选药组方。
六要善于采用代用品。
这既是为了保护某些可提供药用器官的稀有动物，也是节约药源、减少医疗费用和解决某种药材欠缺
问题的要求。
　　书中并不是泛泛地介绍各种药物的性味功效，而是主要介绍各名家运用某一药物的突出经验；或
挖掘某药物的特殊功能，为某类疾病患者解除疾苦；或以某种药与另一种药的巧妙结合（如对药和药
组），以治不同性质的疾病和提高临床疗效；或突破某种药常规用量，以治某些沉疴大症。
　　处方心得部分，包括运用成方体会和自我组方规范。
各名家强调运用成方要既原则，又灵活，因病、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要善于运用类方，以解决疾
病的共性和个性，提高治疗效率；要善于根据临床见症，遵循组方法则，自我组方，以适应复杂多变
的病情。
　　此外，本书还收入总结了各名家很多提高药效的炮制和煎、服方法，以及一些名医有关服药禁忌
和服药反应等论述。
种种经验，均不可忽视。
　　继承和发扬我国历代名医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编者不揣冒昧，摘其要而成册，仅供中医临床工作者参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全国名
中医传承导师余绍源老师和广东省名中医、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主任医师、中医药学会广州分会顾
问汤国杰老师在百忙中对本书进行了审阅并赐写序言。
在此谨表谢忱。
　　由于编者学识所限，必然还有许多具有很高价值的经验未能收集，所整理的文字，错漏之处，敬
望读者批评指正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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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古今名医运用药物的心得，运用成方、类方经验及自我组方的规范，还强调了遣
药处方需要注意的药物炮制和煎服法等。
本书内容丰富，遣药处方知识齐备，可供中医师临床处方时参考，也可作为中医院校学生学习中药学
、方剂学的辅助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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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脉沉滑，肉食、油腻生冷食则作痛，溏泻而百药不效者，可以试投。
但性毒力猛，于老年人、血虚、体弱等患者，不宜轻用。
余对此类患者每喜以肉苁蓉、当归之属润肠通便，一般当归15～25克即可奏效。
（《吉林省名老中医经验选编》） 洪哲明：巴豆峻烈，开通闭塞，攻关拔固，功过牵黄；摧滞逐实，
力胜硝戟。
洪老常用巴豆7粒，大黄、干姜各25克，研末，米汤为丸，每服2.5～5克。
干姜温中，助巴豆以祛寒；大黄荡涤肠胃，推陈致新，且能制巴豆之毒。
三药相伍，力猛效捷，乃消除肠胃积滞、调整肠胃功能的良方。
（《吉林省名老中医经验选编》） 石膏 王季儒：生石膏辛凉，体重气轻，体重可泻胃热，气轻可解
肌表。
朱震亨谓其甘能缓脾益气，止渴去火；其辛能解肌发汗，上行至头。
（《名老中医之路·第三辑》） 柯琴：石膏大寒，寒能胜热，味甘归脾，质刚而主降，备中土生金之
体；色白通肺，质重而含脂，具金能生水之用。
（《伤寒来苏集》） 刘绍勋：《本草备要》云石膏寒能清热降火，辛能发汗解肌，甘能缓脾益气，基
本概括了石膏主要功能。
我认为，石膏主要功用有三点：辛凉透达，解肌清热，发汗解表。
凡是外感表证，只要有热象存在，而且不是脾胃虚寒的人，皆可用之，无不显效。
即使热不甚重，亦可用之，并无弊端。
外感的治疗大法是解表，解肌是重要途径，两者相辅相成。
解表与解肌，临床不能截然分开。
生石膏虽为矿物质，但体重而气轻，辛凉开腠，轻而扬之；辛而不燥，甘淡而凉，比辛燥之品稳妥、
适用，不过用量要合理，恰到好处。
以解肌透表为主，取其气轻和卫，剂量不宜过大；以清热降火为主，取其体重镇慑，剂量必须加倍，
否则不能奏效。
只要辨证准确，不论胎前产后，无论气血亏虚，还是有汗无汗等症，皆可用之。
（《名老中医医话》） 孔伯华：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表之专药。
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之味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
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
《神农本草经》谓其性微寒，且宜于产乳，主治口干舌焦不能息，是真识石膏者；《金匮》《伤寒》
用石膏凡11方，乃从而广之，是真识石膏者。
按张仲景之用石膏，是从烦躁、渴、喘、呕四处着眼以为法。
如大、小青龙汤治烦躁，白虎加人参汤治烦渴，麻杏石甘汤、越婢加半夏汤治喘，竹叶石膏汤治欲吐
，竹皮大丸治呕逆等。
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能收意外之效，绝无偾事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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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医遣药处方心得》中并不是泛泛地介绍各种药物的性味功效，而是主要介绍各名家运用某一药物
的突出经验；或挖掘某药物的特殊功能，为某类疾病患者解除疾苦；或以某种药与另一种药的巧妙结
合（如对药和药组），以治不同性质的疾病和提高临床疗效；或突破某种药常规用量，以治某些沉疴
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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