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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我国著名中医万友生教授所著。
內容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总论分为伤寒和温病的病因病机、伤寒六经辨证论治的基本内容、温病三焦和卫气营血辨证论治
的基本内容、八纲是伤寒和温病辨证论治的总纲四章；下篇各论分为表寒虚实证治、表热虚实证治、
半表半里寒热虚实证治、里热虚实证治、里寒虚实证治五章。
本书在八纲的主导下，把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管血的理法方药统一起来，从而建立了一套完整
的外感病辨证论治体系。
其中所引历代医学家的方药用量及其用法等，悉仍其旧，以免失真，并便于古今对照研究。
临床可因时、因地、因人不同，并结合各自的实践经验，灵活掌握，不必拘执。
本书适于中医从业者、研究者及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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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友生(1917—2003)．江西人．全国著名的中医学术专家．国家级著名老中医、国务院特殊津帖专家
。
曾先后任江西省中医进修学校、江西中医专科学校和江西中医学院教导副主任．内科和伤寒温病、热
病教研室主任，中医药研究所所长、江西中医学院教授、中华中医学会第一、第二届常务理事等职。
倾毕生精力提出寒温统一的外感热病理论体系,在全国中医学术界独树一帜。

主要著作有《伤寒知要》、《寒温统一论》和《热病学》三书。
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医案?医话130余篇。
他领衔的国家科委“七五”攻关中医急症科研课题一一应用寒温统一热病理论治疗急症(高热、厥脱的
临床研究)获199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和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其中．
《寒温统一论》一书还获得中国中医药文化博览会”神农杯”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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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总论
　第一章 伤寒和温病的病因病机
　 第一节 伤寒温病的外因和内因
　 　 一、伤寒温病的外因
　 　二、伤寒温病的内因
　　第二节 伤寒温病的发生和发展
　 　 一、伤寒温病的发生
　 　 二、伤寒温病的发展
　第二章 伤寒六经辨证论治的基本
　 一、太阳病证治
　 二、阳明病证治
　 三、少阳病证治
　 四、太阴病证治
　 五、少阴病证治
　 六、厥阴病证治
　第三章 温病三焦和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的基本内容
　　第一节 三焦病证治”
　 一、上焦病证治：主要病在肺与心(心包络)
　 二、中焦病证治：主要病在胃与脾
　 三、下焦病证治：主要病在肾与肝
　　第二节 卫气营血病证治
　 　一、卫分病证治
　 　二、气分病证治
　 　三、营分病证治
　 　四、血分病证治
　第四章 八纲是伤寒和温病辨证论治的总纲
　　一、八纲是伤寒六经辨证论治的总纲
　　二、八纲是温病三焦和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的总纲
下篇 各论
　第五章 表寒虚实证治
　　一、太阳表寒实证治
　　二、太阳表寒虚证治
　第六章 表热虚实证治
　 一、卫分表热实证治
　 二、卫分表热虚证治
　第七章 半表半里寒热虚实证治
　　一、少阳证治
　　二、少阳兼太阳证治
　　三、少阳兼阳明证治
　　四、少阳兼三阴证治
　第八章 里热虚实证治
　　第一节 里热实证治
　 一、温热证治
　 　 (一)气分温热证治
　 　 (二)营分温热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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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血分温热证治
　 二、湿热证治
　 　 (一)上焦湿热证治
　 　 (二)中焦湿热证治
　 　 (?)下焦湿热证治
　　第二节 里热虚证治
　 　 一、心焦虚热证治
　 　 二、中焦虚热证治
　 　三、下焦虚热证治
　第九章 里寒虚实证治
　　第一节 里寒实证治
　 　 一、上焦寒实证治
　 　二、中焦寒实证治
　 　三、下焦寒实证治
　　第二节 里寒虚证治
　 　一、太阴虚寒证治
　 　二、少阴虚寒证治
　 　三、厥阴虚寒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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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外五疫毒 从《素问·刺法论》所谓“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避其毒气
，即不邪干”来看，可见外五疫（疠）邪是有毒的。
又从其木、火、土、金、水五疫（疠）结合到木合风气（淫）、火合热气（淫）、土合湿气（淫）、
金合燥气（淫）、水合寒气（淫）来看，又可见外五疫（疠）毒也应是具有五气特性的。
而其特性也就和上述外五淫毒一样，可以从其致病后的临床表现上反映出来，只不过是有传染与否之
别而已。
因此，《素问·刺法论》所谓五疫（疠）毒气，应有风木疫（疠）毒、火热疫（疠）毒、湿土疫（疠
）毒、燥金疫（疠）毒、寒水疫（疠）毒之辨。
并且，它们常相兼为病，如风寒（湿）疫毒病证、风热（湿）疫毒病证、湿热疫毒病证、燥热疫毒病
证、寒湿疫毒病证等。
也正因此，必须针对不同的疫毒，采取不同的解毒治法，才能提高疗效。
如风寒疫毒用人参败毒散，风温疫毒用普济消毒饮，湿热疫毒用甘露消毒丹，暑燥疫毒用清瘟败毒饮
等。
　　如上所述，外五淫毒和外五疫毒都具有五气特性，都从临床上反映出来，只是外五淫毒致病无传
染性，外五疫毒致病有传染性。
喻嘉言说：“湿温包疫证在内，湿温至盛，长幼相似则疫矣。
”周禹载也说：“一人受之则谓之温，一方受之则谓之疫。
”柯韵伯也说：“温热利害只在一身，温疫利害祸延乡里。
”也正因此，才有人把伤寒、温病、瘟疫三者鼎立起来，认为伤寒和温病是对立的，瘟疫又和寒温是
对立的。
因为伤寒和温病都不传染，而瘟疫则是传染的。
但又应该看到的是，前人在论述六淫为病时常常包括疫疠在内。
如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指出：“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
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如果不是疫疠为病，其死亡率是不可能有这样高的。
故其《伤寒例》中说到：“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
又如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上焦篇》首先提出的九种温病中就包括温疫在内。
今天我们应该明确认识，无论外五淫毒或外五疫毒所致的病，都属于伤寒温病的范畴，而其中属于外
五淫毒所致的病是非传染性的，属于外五疫毒所致的病则是传染性的。
但是，它们在临床上按五气特性辨证论治，则是彼此相通而具有其共同性的，因而是可分又不必分的
（因此，下面凡是提到寒邪或温邪、伤寒或温病的，都包括外五淫毒和外五疫毒的风、热、燥阳邪或
寒、湿阴邪所致的病在内，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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