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尚论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尚论篇>>

13位ISBN编号：9787507733716

10位ISBN编号：7507733718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学苑

作者：喻嘉言

页数：3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尚论篇>>

前言

　　学苑出版社已将影宋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清代御医薛福长批阅句读）刊行于世，今又
将《伤寒论注十人书》出版，此实为中医学界之兴事也。
余不才，曾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伤寒论教研室任教二十余年，从事中医临床四十余年，对医圣之书略晓
一二，受益颇多。
值此之际，不揣冒昧，赘言几句，与同道共勉。
　　《尚书》言：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
余谓《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言医之大道也。
后世学者将此三书尊为中医学之经典，崇仲景谓医圣，恰当至极也。
仲景在其大论中，创六经辨证之法，将疾病系统化分类定位：总摄八纲，寓卫气营血及脏腑经络辨证
之端倪以定性；撰用《黄帝内经》之理、《神农本草经》之药用，集中医理法方药之大成，开中医辨
证论治之先河。
大论中有方百一十三首（佚一方，实存百一十二首），剂型上有汤、丸、散等之分，方药上有随证加
减变化之异，兼详明煎服方法及治禁，实为方书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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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尚论篇》又名《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八卷，为清代名医喻昌撰。
本书主要参考《伤寒论条辨》，但编次有所不同，内容有所补正。
喻氏遵方有执之论，重新编次，依次详论六经证治。
《尚论后篇》为喻氏撷取伤寒六经中有关温病诸条文，并参《内经》伏气温病之内容，阐发温热病之
病因、病机及证治方药。
对六经诸方详加论述，以补《尚论篇》之不足。
全书提纲挈领，条理比较清楚。
尤其是书中对温病理论及证治方药的论述对今日《伤寒论》殛温病的学习极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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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喻昌，字嘉言，号西昌老人，明未清初医家，新建(今江西南昌)人。
喻氏自幼聪颖，博极群书，才辩纵横。
明&#8226;崇祯三年(1630)中副榜，入京上书言国事，欲有所为，不被纳，未几又遭国变，遂削发为僧
，隐于禅。
其后又蓄发归俗，以医为业。
晚年潜心著述授徒，撰有《寓意草》、《医门法律》、《尚论篇》等。

    其中《尚论篇》全称《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凡8卷，分前后两篇。
前4卷为《尚论编》，详论伤寒六经证治，后4卷为《尚论后编》，推广春温、夏秋暑湿热病，以及温
病症治方药，并附以与门人所论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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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目录    合论各篇计十三篇    真中各篇计论三篇    小儿附篇计论三篇治法三例    ⋯⋯  尚论后篇卷之三
诸方目录  尚论后篇卷之四诸方目录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尚论篇>>

章节摘录

　　暑病者。
热极重于温也。
　　此一语，更添蛇足。
设有冬时伏寒，至春不发，其邪本轻可知，岂有反重于温之理乎？
其误始于杨操①。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
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
　　《内经》但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未尝言夏必病暑也。
但言夏伤于暑，秋必痃疟，未尝牵引冬春也。
其意盖谓春月之病始于冬，秋月之病始于夏耳。
此等关头不彻，故以温热病并举，故谓暑重于温。
　　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
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
此非其时而有其气。
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未明伤寒，先明异气，借客形主，似无不可。
但伤寒要领，全不挈出，通篇有客无主，殊不可耳。
　　夫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当按斗历占之。
九月霜降后，宜渐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节后。
宜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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