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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学在外感病的辨证论治方面拥有丰富的学术内容。
自《素问·热论》始，就总结了外感热病的一般传变规律、三阴三阳主证、治疗大法及其禁忌，其论
认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犹如《难经》所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
热病，有温病”。
汉末张机，字仲景，以宗族二百余，犹未十年，而死者三分之二，其中患“伤寒”而死者十居其七，
乃著《伤寒杂病论》一书。
在《素问.热论》基础上，以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
并论述了伤寒传变的规律，一般阳经由表及里，阴经由实转虚，但并不绝对。
治疗原则不外乎祛邪扶正、助阳抑阴、存阴制阳等。
晋唐时期中医外感病论治得到很大的发展。
《伤寒论》虽成书于汉代，但当时传播不广，晋唐时期仍时隐时现，因此孙思邈曾有“江南诸师秘仲
景要方不传”之叹。
在外感热病论治方面，广大医者漫无成法可师，常常滥用苦寒之药，“汤药虽行，百无一效”（《千
金翼方·伤寒》）。
于是有识之士，致力于外感热病的研究，在《内经》、《伤寒论》理论指导下，立足于临床实践。
此时有关温病范畴、病因学说、温病机理的核心部分为热结和伤阴等学说已经确立；对清代温病学说
形成重大影响的“肺邪人心”、“胃烂斑出”等理论亦已初见端倪；解表、清热、凉营、养阴等治疗
法则也已被应用。
这个时期的医家在论治伤寒之外寻辟蹊径，可以羽翼仲景，而成为中医外感热病学的一大支柱，使过
去散在的经验逐渐综合，上升成为理论性的学术经验，这是温病学发展中的重要历史转折阶段。
宋金元时期，借助学术争鸣和新学肇兴的氛围，伤寒、温病、温疫学说亦更上一层楼。
刘河间主火论包含的“六气皆从火化”、“六经传受皆为热证”等内容，阐释了当时热病演变的大致
趋势，其治疗外感热病善用寒凉之剂，突破了辛温发表，先表后里的成规，其方法是分别表证、表里
同病和里证治疗，尤其是表里双解法，创防风通圣散、双解散、天水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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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学在外感病的辨证论治方面拥有丰富的学术内容。
自《素问.热论》始，就总结了外感热病的一般传变规律、三阴三阳主证、治疗大法及其禁忌，其论认
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犹如《难经》所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
病，有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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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提出寒毒为伤寒病因庞氏认为，伤寒致病，由冬令扰动阳气，寒毒侵犯所致。
《伤寒例》引《阴阳大论》文谓“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周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
寒耳。
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
中而即病者，名日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中，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陈延之《
小品方》以及《千金》、《外台》均载此说。
庞安常将其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等论说相结合，
进一步阐明了寒毒伤阳的问题。
他认为，伤寒致病，由冬令扰动阳气，寒毒侵犯所致。
其受邪发病与否，与人体正气盛衰有重要关系。
他说：“严寒冬令，为杀厉之气也，故君子善知摄生，当严寒之时，周密居室，而不犯寒毒。
其有奔驰荷重，劳力之人，皆辛苦之徒也，当阳气闭藏，反扰动之，令郁发腠理，津液强渍，为寒所
搏，肌腠反密，寒毒与荣卫相浑，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着而成病矣。
其即时成病者，头痛身疼，肌肤热而恶寒，名日伤寒；其不即时成病，则寒毒藏于肌肤之间，至春夏
阳气发生，则寒气相搏于营卫之间，其患与冬时即病候无异；因春温气而变，名日温病也；因夏暑气
而变，名日热病也；因八节虚风而变，名日中风也；因暑湿而变，名日湿病也；因气运风热相搏而变
，名日风温也。
其病本因冬时中寒，随时有变病之形态耳，故大医通谓之伤寒焉。
”（《伤寒总病论·叙论》）由此表明，庞氏认为寒毒侵犯人体，其发病与否，决定于正气之强弱。
并认为“温病”、“热病”、“中风”、“湿病”、“风温”等病实为冬月所感之伏邪兼夹时令新感
而成的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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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今名医外感热病诊治精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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