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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姜附剂是指含有干姜（或生姜）、附子的一类方剂，不仅是指《伤寒论》三阴病篇以四逆汤为代
表，以干姜、附子为主药的一类方，还包含三阳病方加附子，如桂枝加附子汤、大青龙汤加附子、柴
胡桂枝干姜汤加附子等：姜附剂这一名称的提出是针对阴寒体质大多需要加用附子治疗的一类情况。
　　许多人认为现在临床所见病证属热者居多，其实阴寒之证也有不少，但一些临床大夫多习惯使用
平和之剂，不敢甚至不会使用姜附剂，而一些常见病则非用姜附等大辛大热之剂不能奏效。
《姜附剂临证经验谈（修订版）》基于以上问题，侧重于论述临床上如何分辨三阴病证以及怎样使用
姜附剂进行治疗，并附有大量临床验案，针对不同情况阐述不同的用法用量，有理有据。
给读者指出辨证论治及辨证用药的思路，掌握什么情况下病属阴寒之证，应使用姜付剂以及如何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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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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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实战分析　　任何药物都离不开元气，药物非有直接的温阳、退热、发汗等种种之能，而
是善于激发元气、引导元气、帮助元气。
真正在前面冲锋陷阵的还是元气，医者只不过是通过药物在临阵指挥而已。
药物是医者手中的令牌。
这就要求医者用药必须首先顾及元气，顺着他、迎合他，小心翼翼地引导他、帮助他，关?的时刻还要
事先为之准备好退路，以防全军覆没、万劫不复。
胜败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作战双方兵力的多少（寒邪与元气的力量对比），还取决于将帅（医者）运筹
帷幄、调兵遣将之能。
药物就是医者制定的作战计划和发出的指令。
结合上述二案，分析如下。
　　第一节 知己知彼　　医者知己知彼的手段就是四诊所得。
望、闻诊在于初诊时对阴阳的判定，而问诊和脉诊则是在治疗过程中探知元气与寒邪较量之胜负和战
后兵力多少、力量对比的重要手段。
脉象往往在具体证现、证变之前早露端倪，且对阴阳之辨不可或缺。
问诊有助于把握证的细微变化和正邪之分?病情危急之时，在电话中问诊，是需要医者有敏捷的思维、
快速的应变能力，根据患者所提供的信息，及时地判断出医者最需要的正确的信息是什么，然后马上
提出问诊内容，在得到患者肯定或否定的答复时，立即作出反应，再提出下一个问题。
在医患者连珠炮似的问答之间，医者头脑中逐渐清晰地浮现出当下患者正邪双方力量比、战局所处的
态势和治疗方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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