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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培生教授是中医伤寒学界的一代宗师，泰山北斗。
所著的这本《伤寒论讲稿》基本保留了明·赵开关复刻宋版《伤寒论》的原貌；全书以六经为纲，本
证、兼变证、类似证为目的编写体例，明白地勾画出了六经辨证论治的体系，极便于初学；书中每条
原文下又分词解、提要、释义、治法、方药、方义、参考资料诸项，使全书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书
中首次指出《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辨证论治的专书，明确了该书作为中医临床治
疗学基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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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培生（1914-2009），男，湖北中医学院教授、中医学家、全国第一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
老师。
 
    家学渊源，谦逊好学，除自幼精勤博览、师事百家外，1934年于上海中医学校毕业，并曾遥从上海
近代名医恽铁樵先生函授学习，深得其传。
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顾问。
1986年被省工会、省教育厅授予湖北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86年被省科教部授予湖北省科教部优秀
党员。
 
    1991年被国家人事部、教委、工会授予全国优秀教师。
1992年后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治学严谨，在中医各科基础理论方面功底深厚，于《伤寒论》之理论与临床研究，卓有建树，精通中
医《伤寒论》，临床擅长诊治外感热病与内科疑难杂病。
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迄今70余年，一生奉行精诚二字，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擅长六经辨证与脏腑辨
证，对内、妇、儿科疾病，疗效确切，每起沉疴。
创制的清化解郁汤、清上定痛汤、疏肝利胆汤、温涩固宫汤、寒凝止崩汤等许多验方，是治疗内科头
部疾病、肝胆病症及妇科出血性病症的常用效方。
学术专著有：196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0万字《柯氏伤寒论翼笺正》；198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
版20万字《柯氏伤寒论翼笺正》；199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40万字《柯氏伤寒论注疏正》。
并曾多次主编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伤寒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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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代不但有宋版本的刊行，而且整理研究也有很大的深入发展。
如韩祗和着《伤寒微旨》（公元1086年），庞安时着《伤寒总病论》（公元1100年），朱肱着《类证
活人书》，尤其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公元1144年），对《伤寒论》逐条加以注释，运用《内
经》等理论进行阐述，有了专章的讨论和发挥，对后来学习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启发很大，使《伤
寒论》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明清以来（公元1368～1911年）更受到重视和推崇，尊为医经之一，为医家必读之书，各著名医家都
进行了钻研和临证实践，注释不下数百家，真是阐发精微，各有发挥，丰富多彩，对中医学的影响非
常深远。
著名注家如王宇泰（肯堂）的《伤寒证治准绳》，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喻嘉言的《伤寒尚论篇
》，张隐庵（志聪）的《伤寒论集注》、《伤寒宗印》，程应旄（郊倩）的《伤寒论后条辨》，张锡
驹（令韶）的《伤寒直解》，钱潢（天来）的《伤寒溯源集》，张路玉（石顽）的《伤寒缵论》、《
伤寒绪论》，魏荔彤（念廷）的《伤寒论本义》，柯琴（韵伯）的《伤寒论注》、《伤寒论翼》、《
伤寒附翼》（合称《伤寒来苏集》），尤怡（在泾）的《伤寒贯珠集》，徐大椿。
（灵胎）的《伤寒类方》、《伤寒约编》，《医宗金鉴》的《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陈念祖
（修园）的《伤寒论浅注》、《伤寒医决串解》，唐宗海（容川）的《伤寒论浅注补正》。
解放前有曹颖甫的《伤寒发微》，恽铁樵的《伤寒论辑义按》、《伤寒论研究》，陆渊雷的《伤寒论
今释》，陈逊斋的《伤寒注释》，闫德润的《伤寒论评释》等专门研究发挥《伤寒论》的专着，此则
不能一一列举。
还有在专集和类书里面，如《景岳全书》、《瘟疫论》、《医门棒喝》、《温病条辨》、《温热经纬
》和许多论着医案中，皆包含有对《伤寒论》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举不胜举。
杂志方面也有不少研究和讨论《伤寒论》的文章。
说明《伤寒论》对历代中医影响之深之宽之久。
日本对《伤寒论》的研究也是很细致深人的。
如丹波元坚所著《伤寒论辑义》就是比较著名的。
其它还有丹波元坚的《伤寒论述义》，山田正珍的《伤寒论集成》，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都是
研究《伤寒论》的名著。
朝鲜亦有《东医宝鉴》，谈到《伤寒论》的证治。
所以《伤寒论》不仅国内影响深远，其发展和影响也已及于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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