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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衷中参西录》，为近代名医张锡纯所著。
该书谈方论药、辨证施治均从实际出发，从不空谈。
是书曾多次印行，行销全国，远及海外，曾被广大中医界同仁誉为“第一可法之书”。
原书共7期30卷，今为方便读者阅读，以药物、方剂、医论、伤寒论，医案为目对其进行重订，依次为
药物篇《原四期)，方剂篇(原一、二、三期)、医论篇(原五期)，伤寒论篇《原七期)、医案篇(原六期)
。
     本书内容完整，条目清晰，适合广大中医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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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人身君火相火有先后天之分　　道家以丹田之火为君火，命门之火为相火；医家以心中之火为
君火，亦以命门之火为相火，二说各执一是，其将何以适从乎？
不知君相二火，原有先天后天之分。
所谓先天者，未生以前也。
所谓后天者，既生以后也。
因先天以脐呼吸，全身之生机皆在于下，故先天之君相二火在下。
后天由肺呼吸，全身之功用多在于上，故后天之君相二火在上。
盖当未生之前，阳施阴受，胚胎之结先成一点水珠（是以天一生水）；继则其中渐有动气，此乃脐下
气海（后天之气海在膈上，先天之气海在脐-下），而丹田之元阳即发生于其中（元阳是火，是以地二
生火）；迨至元阳充足，先由此生督任二脉，命门者即督脉人脊之门也，是以其中所生之火与丹田之
元阳一气贯通，而为之辅佐，此道家以丹田之元阳为君火，以命门所生之火为相火论先天也。
至于后天以心火为君火，自当以胆中寄生之火为相火。
是以《内经》论六气，止有少阳相火，而未尝言命门相火。
少阳虽有手足之别，而实以足少阳胆经为主。
胆与心虽一在膈上，一在膈下，而上下一系相连，其气化即可相助为理。
此《内经》以心中之火为君火，以胆中寄生之火为相火之理论后天也。
夫水火之功用，最要在熟腐水谷，消化饮食。
方书但谓命门之火能化食，而不知脐下气海，居于大小肠环绕之中，其热力实与大小肠息息相通，故
丹田之元阳尤能化食。
然此元阳之火与命门之火所化者，肠中之食也。
至胃中之食，则又赖上焦之心火，中焦之胆火化之。
盖心为太阳之火，如日丽中天，照临下土，而胃中之水谷遂可藉其热力以熟腐。
至于胆居中焦，上则近胃，下则近肠，其汁甚苦纯为火味，其气入胃既能助其宣通下行（胃气以息息
下行为顺，木能疏土，故善宣通之），其汁入肠更能助其化生精液（即西人所谓乳糜）。
是以愚治胃中热力不足，其饮食消化不良，多生寒痰者，则用药补助其上焦之阳。
方用《金匮》苓桂术甘汤，加干姜、厚朴，甚者加黄耆。
台湾医士严坤荣代友函问二十六年寒痰结胸，喘嗽甚剧，为寄此方治愈，曾登杭州《三三医报》第一
期致谢。
盖桂枝、干姜并用，善补少阴君火；而桂枝、黄耆并用，又善补少阳相火（即胆中寄生之相火）也。
其肠中热力不足，传送失职，致生泄泻者，则用药补助其下焦之阳。
方用《金匮》肾气丸，加补骨脂、小茴香。
盖方中桂、附之热力原直趋下焦，而小茴香善温奇经脉络，奇经原与气海相绕护也；补骨脂之热力原
能补下焦真阳，而又能补益骨中之脂，俾骨髓充足，督脉强盛，命门之火自旺也。
　　脑气筋辨（脑气筋亦名脑髓神经）　　西人谓人之知觉运动，其枢机皆关于脑气筋，此尤拘于迹
象之谈，而非探本穷源之论也。
夫脑气筋者，脑髓之所滋生也。
《内经》名脑为髓海，所谓海者乃聚髓之处，非生髓之处。
究其本源，实由于肾中真阳、真阴之气酝酿化合以成，至精至贵之液体缘督脉上升而贯注于脑者也。
盖肾属水，水于五德为智，故善知觉；肾主骨，骨为全身桢干，故善运动，此乃脑气筋先天之本源也
。
至于后天之运用，则又全赖胸中大气（即宗气）。
《内经》谓：“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倾，目为之眩。
”夫上气，乃胸中大气由任脉而上注于脑之气也。
设或大气有时辍其贯注，必即觉脑空、耳鸣、头倾、目眩。
此时脑气筋固无恙也，而不能效其灵者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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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胸中大气，原能保合脑中之神明，斡旋全身之气化，是以胸中大气充足上升，而后脑气筋始能有所
凭藉。
此非愚之出于想象而凭空拟议也，曾有实验二则，详录于下以备考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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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下)内容完整，条目清晰，适合广大中医工作者阅读。
众多医家遵其理，执其方，以治疑难病证，多能立起沉疴，效如桴鼓。
全书共分上下两册，该书为其中的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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