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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近代岭南名医陈伯坛多年研究《伤寒论》的心得之作。
全书凡十八卷，卷之首列“门径”与“读法”二卷。
“门径”主要介绍阴阳、表里、虚实、营卫、津液等22个名词术语的基本概念，并绘图12幅以辅助说
明；“读法”重在阐述有关《伤寒论》之句读知识，颇多新的体会。
正文采用“以经注经”的方法研究《伤寒论》，强调阴阳理论，指出《伤寒论》实以阴阳二字为心法
，知阴阳为眼法，治阴阳为手法。
阐发气化学说、标本中气的理论，以体现中医整体观。
不仅全面阐释《伤寒论》之经义，且能批评自晋以来诸家注疏之得失。
阐幽探奥，融会贯通，且颇多独到之见，堪称近代注释《伤寒论》之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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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伯坛(1863—1938)，名文炜，字英雄，广东新会外海乡(今属江门市郊区)人。
出身贫家，得族亲资助入学，熟读经史义理，兼学中医。
年弱冠，在广州大马站悬壶济世。

　　1899年在广州书坊街正式设馆，挂牌行医，实行“富者多取而不伤，贫者减免而受惠”的宗旨，
门诊只收诊金二毫钱。
因医术精通，每日求诊者逾百。

　　他在业医之余，撰文著述，辛勤不息。
他深得张仲景《伤寒论》要旨，旁及各家；且不固守旧说，着意创新。
有“广东四大名医之一”和“广东四大怪医之一”的称誉。

　　著有《读过伤寒论》(1929年出版)、《读过金匮》和《麻痘蠡言》(1939年出版)，共一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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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之首另开卷一、卷二
　张仲景原序
　读原序并识
　叙言
　序
　凡例
　门径
　图形
　读法
卷之一
　太阳篇豁解计二十八节，汤方十
　　桂枝汤
　　桂枝加葛根汤
　　桂枝加附子汤
　　桂枝去芍药汤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桂枝麻黄各半汤
　　桂枝二麻黄一汤
　　白虎加人参汤
　　桂枝二越婢一汤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
卷之二
　太阳篇豁解计十三节，汤方十
　　甘草干姜汤
　　芍药甘草汤
　　调胃承气汤
　　四逆汤
　　葛根汤
　　葛根加半夏汤
　　葛根黄芩①黄连汤
　　麻黄汤
　　大青龙汤
　　小青龙汤
卷之三
　太阳篇豁解计二十五节，汤方八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
　　干姜附子汤
　　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桂枝甘草汤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卷之四
　太阳篇豁解计三十节，汤方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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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芍药甘草附子汤
　　茯苓四逆汤
　　五苓散
　　⋯⋯
重刊《读过伤寒论》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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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外生枝也。
奈何注家将“太阳病”三字尽行抹煞，满纸“风中卫”字、“寒伤营”字，或易其词日“风中肌腠”
、“寒伤肤表”，原文何尝日风中？
日寒伤？
乃误会风寒先发以肆行其虐，转自夸为能言仲圣所未言。
而仲圣所已言者，如“阴”字、“阳”字、“外”字、“表”字，正题中最大眼目，其余数不尽之语
助辞，如“其”字、“自”字、“而”字、“此”字之类，莫不有虚神实义于其间。
注家所谓字字不能滑口读过者，彼则滑口读过而不自知，皆由其对于神龙之首且不见，必对于鳞甲更
茫然。
无怪乎向秀欲注《庄子》，嵇康谓此书讵复须注。
盖有注在，恐原书无存在。
亦惟有目空余子如嵇康，群言悉被其吐弃，圣道或赖以保存。
无如向秀之徒相接踵，则是书又因有“懼”而作“懼”。
《读过伤寒论》者，未尝专读唐宋以前未经灭裂之伤寒。
 伤寒无所谓传经，太阳第四条有“为传也”三字，注家遂强凑第八条“再经”二字作传经。
岂知第四、第五条两见“为不传也”四字，第八条又日“使经不传则愈”，是再经云者，亦阳明足经
之偶偏，非指邪传经也，乃经传邪又可以使之不传也。
况阳明第六条明日“无所复传”，就令再传，亦至中土而止，“传”字此后不复见可知矣。
彼斤斤以传经为话头者，殆误会《素问》“二日阳明受之”数语，以为有传，故有受。
《热论》又只有“受”字、无“传”字，惟《玉机真脏论》则五脏皆日传。
不云乎传之于其所胜，死于其所不胜乎？
如肝传之于脾至肺而死，心传之于肺至肾而死，诸脏皆逆死于传。
即《难经》所谓七传相克者死，间传相生者生也。
故《金匮》第一条日：见肝之病，知肝传脾。
又曰：中工不晓相传。
第二条日：血脉相传，壅寒不通。
又日：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
是《金匮》则诏群医以逆传，伤寒则诏群医以不传也。
明甚！
孰意注家对于《金匮》反不从传脏上观察，对于伤寒偏从传经上观察。
其主营卫受邪者，以营卫行其经则邪无不传。
主肤表肌腠受邪者，以肌肤连于经则邪不尽传。
要皆因一“传”字自难自解。
谓邪气传，固臆说。
安有六日六病其经？
谓正气传，尤臆说。
安有六日六主其气。
“太阳篇”早已提出一“属”字，柴胡汤服已，渴者属阳明。
曷尝曰传阳明乎？
“阳明篇”因太阳误治致变，而后转属阳明。
属者，连续之义。
若尾之在体，故从尾。
凡尾太阳之后，续得其病。
尾者，谓之属非所论于以次递传也。
无如注家先存一传经之见，读《伤寒》所有“属”字为“传”字所掩，彼所谓能读无字书者，实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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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有字书也。
是书又不得不为熟读《伤寒论》者告，勿如注家泛泛读过不可捉摸之伤寒，须认定正气之所在，对照
邪气之所在，息心静气，逐句逐字读《伤寒》。
 原“序”云撰用《素问》《九卷》而不及《九灵经》。
《灵枢》之名起于唐。
晋·皇甫谧《甲乙经》“序”只言《针经》九卷、《素问》九卷，《黄①帝内经》十八篇即原本也。
《汉书·艺文志》亦但题《内经》十八篇，当时《灵》《素》未分卷，而《素问》之名已有矣。
仲师撰用之，殆括《针经》而言。
但云《九卷》者，微示烧针多数不适用于伤寒也。
《难经》则自“六十二难”至经末，带举井、荣、腧、经、合诸针法，以毕其绪余，亦适符仲师兼收
《八十一难》之微旨。
又日《阴阳大论》《胎胪药录》，更明示其立证立方无非胎息于阴阳，故平脉辨证可合并《伤寒杂病
论》为十九卷。
《杂病论》云者，即将《金匮》纳入《伤寒论》中，犹乎将《针经》纳人《素问》卷中也。
兹刻分《伤寒论》为十八卷，《金匮》为一卷，《伤寒》分卷不分门， 《金匮》分门不分卷，以齐一
十九卷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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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过伤寒论》是清末民初岭南著名伤寒学派宗师、广东近代四大名医之一的陈伯坛所著。
《读过伤寒论》采用“以经注经”的方法研究《伤寒论》，强调阴阳气化理论，阐发标本中气学说，
不仅全面阐释《伤寒论》之经义，且能批评魏晋以来诸家注疏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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