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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云：“火郁发之。
”区区四个字，是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教授李士懋、田淑霄夫妻在半个多世纪从医历程中殚精竭虑
的深度思考和临床验证。
本书即是作者五十年临床思悟的生动记录。

火郁非一病之专名，而是外感内伤、内外妇儿各科共有之病机，所以涵盖甚广，纷纭繁杂，悟透了“
火郁发之”这一经旨，颇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感。

李士懋、田淑霄教授所论“火郁发之”，恰恰是当代中医临床界容易忽视的盲区，而对这个盲区进行
重点阐释，就相当于为临床医生搭建了从
“效失参半”到“屡试屡效”的天梯。

《火郁发之(精)》由李士懋、田淑霄所著，作者以自己的误诊误治为切入点，以火郁理论为指导，以
期待读者们能够像作者一样“从误诊误治到竞获突兀之疗效，大有别样洞天之感”，“理论上悟透了
，临床上运用起来更为自觉，心底也多了几分把握”。

《火郁发之(精)》对中医临床、教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适用于中医药教学、研究、临床工作者
及广大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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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士懋，男，1936年生于山东省黄县，1956年毕业于北京101中学，196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
现北京中医药大学）。
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第二、三、四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008年获河北省“大名医”称号。
　　田淑霄，女，1936年生于河北蠢县，1956年毕业于北京实验中学，196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
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医临床博士生导师。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第三、四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008年获河北省“大名医”称号。
　　夫妻二人合著，已出版《脉学心悟》《濒湖脉学解索》《温病求索》《相濡医集》《冠心病中医
辨治求真》《中医临证一得集》《李士懋田淑霄脉学心得》《汗法临证发微》8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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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方义　　何谓痞？
心下满按之濡者为痞。
痞即否，否塞不通也。
何以为否？
卦云，阴阳相交谓之泰，阴阳不交为之否，人身亦然。
“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阴阳相交，则风调雨顺。
四时有序，万物竞荣。
人身亦阴升阳降，水火既济。
人身之阴阳何以能升降？
赖脾之斡旋也，倘脾虚不能斡旋，则阴阳不能相交，痞由是而生。
寒热何来？
阳不降，积于上而为热；阴不升，积于下而为寒，寒热由兹而生，遂形成脾虚而寒热错杂之证。
　　痞之所生，关键在于脾虚不能斡旋，故以人参健脾为君，半夏交通阴阳为臣，芩、连、干姜调其
寒热为佐，炙甘草培中且调和诸药为使。
脾健则升降之职复，寒热除而痞自消。
　　阳不降，积而为热，此热亦为郁热。
此热，虽亦因脾虚而生，然不同于东垣所言之脾虚阴火上冲之热，此为实热、郁热，故以芩连苦寒降
泄，伍以辛开；而阴火上冲者乃阴火、虚火，当甘温以制之。
　　半夏泻心汤乃辛开苦降之剂，郁热的治则当清透，半夏、干姜皆辛，辛以开郁，透达郁热；芩连
苦寒降泄，遂为辛开苦降之剂，用之于郁热，辛开苦降，恰合清透之旨。
　　（三）应用指征　　关于半夏泻心汤，我临床前20年也照猫画虎地懵着用，虽亦有取效者，但心
中始终不明白。
仲景所给出的症状就是一个心下痞，于《金匮》中又补充了呕而肠鸣二症。
心下痞，就是病人叙述的胃脘胀满的感觉。
心下胀满，原因颇多，脾胃的寒热虚实、木克土、火不生土、胃津不足、脾阴虚、食积、生冷等，都
可导致胃脘胀满，并非半夏泻心汤皆宜。
那么如何把握该方的应用呢？
吾之管见于下：　　第一，其病病因为脾虚湿热蕴阻。
脾虚则升降失司，湿热内蕴，阻遏气机而痞满、疼痛，胃气上逆则呕吐不食，湿热下流则肠鸣下利，
清阳不能实四肢则肢沉酸困。
　　第二，湿为阴邪，予干姜温化之；热为阳邪，予芩连清泄之，此即辛开苦降分消之意。
如此理解，就可把半夏泻心汤用活了。
脾虚重者，增添健脾之比重；湿浊重者，加大温化的分量；热邪重者，益其苦泻之权重；有兼夹者，
则相兼而治，如此就把该方盘活了。
脾虚重者增炙甘草，加大健脾之力，称甘草泻心汤。
《金匮》用此方治孤螯者，亦因湿热蚀于上下使然，故亦治之。
兼水气者加生姜，增其散饮之力，称生姜泻心汤。
甘草、生姜二泻心汤，可看成仲景对半夏泻心汤灵活加减变化的举例而已。
　　第三，其脉当濡数，濡主湿、主脾虚，数主热。
其舌苔当黄腻，症见疼痛、呕恶不食、肠鸣下利者，即可用此方治之。
小柴胡汤、半夏泻心汤、乌梅丸三方，看似并无关联，风马牛不相及，若从气机的升降出入角度来分
析，其理是相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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