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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汤液经方》（《伤寒杂病论传真》）出版已5年，受到国内外中医界好评，不少读者感慨
：“最能学以致用，并能明了《伤寒论》本质。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煌更非常推崇胡希恕先生，高度评价胡希恕先生对经方的研究
成果，赞其“是一位独特的经方研究者和坚定的经方实践家”。
胡希恕先生对《伤寒论》的研究引起国内外注目，“振奋了后来人研用经方的信心”。
　　胡希恕先生对经方的贡献颇具历史性，缘于诸多原因，后世医家多以《内经》释《伤寒》，造成
“《伤寒论》研究史上的误读传统”（李心机语），以至长期以来不能理解仲景、经方医学，使用经
方者越来越少。
近代有不少人士，如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即指出其瘾结，但亦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未能全面理解《伤
寒论》，未能阐明《伤寒论》的学术特点和六经实质。
　　胡希恕先生继承了王祥徵对《伤寒论》的研究成果，并对《伤寒论》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如《伤
寒论》注解、《金匮要略》注解、《伤寒杂病论》以方类证、《伤寒杂病论》病位类方等研究，对经
方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比如“方证是辨证论治的尖端”“仲景著作基本取材于《汤液经法》”“
中医辨证论治是于患病机体一般的规律反映的基础上，而适应整体、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伤寒
论》中的阳气，实指津液”⋯⋯更突出的是他画龙点睛地指出：“《伤寒论》的六经来自八纲”，阐
明了六经的实质。
但由于多种原因，其科研成果未能在其生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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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汤液经方》的再版。
《中国汤液经方》体现了胡希恕先生对经方研究的主要成果，其研究重视对《伤寒杂病论》原文注解
，分为《伤寒论传真》和《金匮要略传真》两部，更便于读者学习和研究。
本书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胡老后期的研究成果，尤其对半表半里的研究，同时增加了作者新的认识
和体会，体现了继承和弘扬精神。
此书紧密结合临床，更容易解读《伤寒论》、经方。
本书适合中医临床者、爱好者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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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世纶，主任医师、教授。
1965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先后任职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一直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先后师承于董建华、赵绍琴、胡希恕等著名老中医，专注于经
方研究。
整理总结了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对经方研究成果，并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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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伤寒论》导读　第1章　认识《伤寒论》理论体系　第2章　《伤寒论》书名出自谁手　第3章
　杨绍伊研究经方成绩斐然　第4章　《伤寒论》的阳气解读　第5章　《伤寒论》的科学内涵　第6章
　《伤寒论》第148条方证考　第7章　师承胡希恕先生学经方　第8章　怎样学好《伤寒论》下篇　原
文解读　第1章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前11条小结　　桂枝汤方　　桂枝加葛
根汤方　　桂枝加附子汤方　　桂枝去芍药汤方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方　　桂枝麻黄各半汤方　
　桂枝二麻黄一汤方　　白虎加人参汤方　　桂枝二越婢一汤方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方　　甘
草干姜汤方　　芍药甘草汤方　　调胃承气汤方　　四逆汤方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后19条小结　
第2章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　　葛根汤方　　葛根加半夏汤方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麻黄汤方
　⋯⋯　第3章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　第4章　辨阳明病脉症并治　第5章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　第6
章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　第7章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　第8章　辨厥阴病脉证并治　第9章　辨霍乱病脉
证并治　第10章　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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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经》所以依托神农之名，“神农一日遇七十毒”传说，一是确与神农有关；二是因在神农时
代虽没有文字，但已积累了不少防病治病知识，后世记载其内容权当属于神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说：“神农时代距今一万年前到五千年前”，即在黄帝之前
。
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9-1984年对河北省蔚县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出6处房屋形制
基本相同，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半地穴式建筑，这些房屋都是在生土层上向下挖约50厘米，四壁和居
住面都用草拌泥进行抹平，然后用火焙烤，居住面平整而又坚硬，火堂位于屋子的中央。
同时又发现许多石器、陶器等属仰韶文化。
又于1995年在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遗址考证，恰好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也与史
书中记载的神农时代相对应。
这些考古资料证实了，我们的祖先在神农时代，生活于大自然中，逐渐适应环境、认识大自然，体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理。
天（自然环境）有白天、黑夜、寒、热、温、凉、阴、阳变化，人体亦有相应变化。
为了防寒、防止生病则盖窝棚、房屋而居；为了进一步防寒，则于屋中央修建火堂取暖、门向南开；
为了夏天防暑，把房屋建成半地穴式。
显然从生活上认识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热阴阳之理。
同时生活中难免疲劳受寒，引起头痛、恶寒、发热等症状，用火烤感到舒服、熏烤或热熨皮肤，使汗
出而解；或服碗热汤、热粥同时盖上棉被汗出而解；或用草药煎汤熏洗而解；或用生姜、葱、大枣等
煎汤热服及加盖棉被取汗而解（也因之经方又称“汤液”）；或用大黄、芒硝可以解除便秘之苦⋯⋯
当时虽没有文字，但积累的经验流传于后代，当有文字后便记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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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本清源读《伤寒》，仲景书是有别于《内经》的经方医学体系。
方证是组成经方医学的主要内容，经方是以方证对应为临床实验的科学理论体系。
经方起源于神农时代，基础理论是八纲，始有单方方证，渐发展为复方方证，至汉代产生了半表半里
理念，形成了人经辨证理论体系。
临床应用经方，是先辨六经，八纲，再辨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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