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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伤寒论》者，汉张机寻汤液之坠绪，阐《素》、《难》之精义，为我国医学树立典范作也。
其书言近旨远，取精用宏，中医学之理法方药，辨证论治之规模，胥本乎此，岂特垂妙于定方而已。
盖仲景以秀出之才，用思既精，心无外慕，故能深邃阴阳之理，洞彻经络之微，妙解营卫气血脏腑三
焦之奥，而一归于临证实际之指。
后世医家之善学者，明其理，得其法，用其方，则效奏桴鼓。
故大论之书历数千年而弗替者，岂偶然哉。
如仲景者，可谓医林豪杰之士，卓然自立能不朽者也。
自汉以来，治《伤寒论》者，代有名家，注疏阐发，无虑千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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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伤寒论》为中医的经典著作，前人誉为“众法之宗，众方之祖”，历代医家都极重视《伤寒论
》的学习、研究，专为作注的就有数百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于深入理解《伤寒论》的精神实质
很有帮助。
但是，有些认识尚不一致，见仁见智，给学习又带来一定的麻烦。
特别是附加的成分较多，如传经学说，气化学说，以及太阳病三纲论，太阳腑证，阳明经证等名词，
或失之机械，或脱离实际。
原文注释，也有曲解臆断的地方。
即使大家公认对《伤寒论》理论卓有贡献的医家如喻嘉言、柯韵伯等，也在所难免。
可见对任何注家都不可盲从、迷信，正如辩证法所证明，“科学权威观点，未必都是真理"，“认识未
知，要善于利用前人的成果，但不能盲从，不能迷信”。
因此，学习《伤寒论》及其注释自然也不例外。
兹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试对《伤寒论》理论进行探讨，对于一些不切实际的传统概念加以商榷
。
但是由于水平所限，“求是”却不一定“是”，今天认为“是”，明天又未定“是”。
仅作引玉之砖，提供同志们参考。
希望通过共同讨论，使得《伤寒论》的理论得到更广泛的运用，更有效地发挥指导临床实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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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亦人，教授（1924年7月5日～2004年8月24日），江苏沭阳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江苏省名中医。
国内著名的《伤寒论》研究专家，时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教授享誉南北，有“南陈北刘”之称。
他主编的《伤寒论译释》是当代研究《伤寒论》划时代的巨著。
《求是》则是他的另一部精粹之作，融注了他毕生研究《伤寒论》的心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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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张仲景与《伤寒论》二、太阳病篇三、阳明病篇四、少阳病篇五、太阴病篇六、少阴病篇七、厥
阴病篇八、霍乱病篇九、差后劳复病篇十、怎样研究《伤寒论》方十一、略论《伤寒例》十二、略论
孙编《伤寒》十三、略论《伤寒论》注家中的气化派附：叶天士对《伤寒论》方的运用一、对桂枝汤
的运用二、对栀子豉汤的运用三、对泻心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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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治疗热实痞证，何以不用辛寒、甘寒，却用苦寒的大黄黄连泻心汤？
这是因为辛主散，辛寒药物能达热向外，适用于无形散漫之热，痞证乃邪热内聚，所以不用。
甘主滋，甘寒药物能滋养津液，适用于胃阴虚而余热未尽，痞证热壅气滞，胃阴不虚，所以不用，且
甘寒腻滞，有恋邪之弊。
苦主燥，能直折壮火，清泄内聚之热，所以治疗热痞宜用苦寒。
据此使用芩连已能胜任，何以又用大黄？
痞非有形热邪内结，而且病位偏上（肠腑未实），岂不虑诛伐无过？
论中已有“阳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的禁例。
（205条）岂不是自相矛盾？
要知本方之用大黄，不同于承气汤。
吴又可曾将大黄与黄连比较，得出“黄连苦而性滞，寒而气燥，与大黄均为寒药，大黄走而不守，黄
连守而不走，一燥一润，一通一塞，相去甚远；”大黄与黄连黄芩配伍，目的在于增强清泄痞热作用
，而不是泻下有形之结。
如何才能收泄痞之功，避免泻下之弊，不用煎剂，改用浸剂，有着重要意义。
法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
这样就变苦寒沉降为轻扬清淡，取其气而不取其味，既可避免药过病所，又可提高泄痞效力，从而达
到扬长避短，受功免弊。
徐灵胎称赞“此又法之最奇者，不取煎而取泡，欲其轻扬清淡以涤上焦之邪。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必须掌握浸泡的时间，所谓“须臾”即片刻的意思，假使泡的时间略
长，就达不到轻扬清淡的要求。
至于原文方中药仅大黄黄连两味，林亿校定时提出“恐是前方中亦有黄芩”，可是后世注家的意见不
一，根据庞安常《伤寒总病论》载大黄黄连泻心汤方中有黄芩，应当以有黄芩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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