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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乱世中写成《伤寒杂病论》，后世医家将该书列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
不仅是当之无愧，而且是众望所归。
后人评价此书为“启万世之法程，实医门之圣书”一点都不为过。
然而仲景之学不能停留在建安，要传承下去，才不至于成绝学。
本书作者将数十年学习仲景的学术思想与自己的临床思路进行归纳与演绎写成此书，可供中医药院校
师生、中医临床工作者、经方爱好者、中医药科研人员以及更广大的中医药爱好者阅读参考。
正如作者所言，家有梧桐树，招得凤凰归，愿此书能抛砖引玉，愿中医魅力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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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太阳病第二章 阳明病第三章 少阳病第四章 太阴病第五章 少阴病第六章 厥阴病第七章 霍
乱病及阴阳易瘥后劳复病第八章 拾遗附：方剂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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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文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司见温病的特征是口渴和不恶寒。
温病为温热邪毒入侵，性质属阳，显然与性质属阴的中风、伤寒之恶风或恶寒而无口渴现象者不难判
别。
但是必须指出，温病虽系温热，毕竟隶属于太阳病，所以其初起之际，或许也有恶风或恶寒的表现，
只是持续必然短暂，顷刻就会消失于无形之中。
　　中风即因受风而发，且有汗出，病势较缓，仲景谓其病机为“营弱卫强”，“卫气不和”，治法
宜调和营卫，方用桂枝汤。
组成药物是桂枝9克（原文为三两，因古今度量衡差异，一两大约相当于今日3克，下同），芍药9克，
炙甘草6克，生姜9克，大枣12枚。
其中桂枝性味辛甘温，功能发散风寒，温经通阳；芍药性味苦酸凉，功能养血敛阴，柔肝解痉；炙甘
草性味甘平，功能益气复脉，缓急和解；生姜性味辛温，功能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大枣性味甘微温
，功能补益气血，健脾安神。
方中用生姜、大枣配伍桂枝、芍药，无非是温养人体，使正气得充，病必早愈。
清代柯韵伯《伤寒来苏集》指桂枝汤“为仲景群方之魁，乃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汗之总方也
”。
临床凡见发热有汗，不论属何疾病，只要具备苔白不渴等阴性条件，即可投以桂枝汤。
故原文说“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
，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
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
由于桂枝汤中芍药具有收敛作用，绝对不能使用于发热无汗的症候，所以仲景又再三叮咛：“桂枝本
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伤寒因风寒外束，发热恶寒，身痛无汗，治疗宜发散为主，方用麻黄汤。
组成药品为麻黄9克，桂枝6克，杏仁9克（原文七十个），炙甘草3克。
麻黄性味辛微苦温，功能发汗利水，宣肺平喘；杏仁性味苦甘微温，有小毒，功能止咳平喘，润肠通
便。
其中麻黄和桂枝同是解表散寒药，麻黄擅长发汗，桂枝擅长温通，两药合用如虎添翼，相得益彰。
中医认为“肺主呼吸，开窍于鼻，外合皮毛”，就是说肺与皮毛密切关联，通常凭借皮肤的疏泄作用
来协助肺的呼吸功能。
风寒束表，皮肤紧闭，疏泄缺如，必致呼吸负载增加，由是易产生气喘，因此选用杏仁来辅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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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仲景之书被奉为圭臬，已为世所公认，然而，在学术上，仍需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的古训——和『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在继承和实践前人优秀的学术思想时，
旁收博采、举一反三，才能入木三分、融会贯通。
　　《伤寒论证临杂录》作者是仲景学说的继承者和实践者，若想了解作者是如何发皇古义、融会新
知的，翻阅此书，必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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