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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名老中医是将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前人经验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解决临床疑难问题的典范，代表
着中医学术和临床发展的最高水平。
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中医药学术特点、理论特质的集中体现。
与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文献相比，它们更加鲜活，更具可用性，是中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中的一笔宝
贵财富。
要让其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
开展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证经验研究，是中医继承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继承是我们首先需要做好的重要的基础工作，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如果不能很好地继承，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这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在“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
课题启动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
　　“医生不精于药，难以成良医”。
中药药性不仅是中医理论的有力验证，也是名老中医传承、发扬中医理论的有效载体。
加强名老中医中药应用经验的学习和研究，琢磨并领略名老中医中药应用经验里所蕴涵的学术内涵、
临证思路，乃是中医业者拓展临证诊治思路，提高中医临床水平的有效途径。
　　本书以紧密结合临床，面向临床实用为宗旨，所辑录的名老中医的中药应用经验和必心得体会，
不仅有对传统药效的新认识、新运用、新经验，还有许多名老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积累的，对传统
药效的拓展应用，颇多独到发挥，能很好地启迪读者的用药思路。
读者当在辨证论治原则的指导下，有是证用是方，有是证用是药，借鉴名医处方用药思路，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而不可盲目照搬照用，以免贻误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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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生不精于药，难以成良医。
”岳桂华等编著的《名老中医用药心得
(第1辑第2版)》以紧密结合临床，面向临床实用为宗旨，精心辑录了名老中医对常用中药的应用经验
和心得体会，不仅有对传统药效的新认识、新运用、新经验，还有许多名老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积
累的，对传统药效的拓展应用。
颇多独到发挥，能很好地启迪读者的用药思路。
《名老中医用药心得
(第1辑第2版)》内容丰富，实用性强，适合各级中医师、中医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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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从肉桂与桂枝的效用来探讨桂枝的性能和功效　前人认为桂枝和肉桂二药的性能和效用是有
区别的。
认为肉桂性大热，功能强中补阳，散寒止痛，主命门火衰、下焦沉寒痼冷。
能引火归原，治阳气不足而致的泄痢、腹痛、寒湿痹痛、阳痿尿频等症，每与温补命门、祛寒止痛、
调气理血之药同用。
如外感风寒，发热头痛和肢臂关节酸痛多用桂枝。
似乎肉桂能引火归原是降剂，而桂枝辛温而散是升剂。
事实上桂枝与肉桂是同一科属，同一植物，一是菌桂的细枝，一是菌桂的树皮，而且桂枝所含药效，
主要亦在皮部，中心的桂木，作用很少。
肉桂与桂枝二者，无论性味与功效，是有其共性的，其所不同的是肉桂味厚力强，桂枝味薄力浅。
那么，前人为什么认为肉桂和桂枝的性能和效用有较大的区分呢？
我认为一方面前人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二者在药力上确有厚薄，外感发热，肌表之病，桂枝确已
胜任，碰到阳气虚衰、沉寒痼冷之疾，则非肉桂不为功。
另一方面受了唯心论影响，认为植物的枝干象征人的四肢，枝干是横行的，其性上升宣散，能宣通经
络，上达肢臂。
中草药类似说法很多，如头部之病用头，皮肤之病用皮，过去有的用黄芪皮、白术皮以治浮肿，现在
已经少了。
　　3．从桂枝和麻黄的发汗功能来探讨桂枝的性能　历代本草都记述麻黄的发汗功能远较桂枝为强
，《伤寒论》各家注释也说“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使后之学者每从麻黄汤主发热无汗的表实
证，桂枝汤主发热有汗的表虚证来推断麻黄和桂枝的发汗作用。
我在临床实践中，体会到事实并不尽然。
　　中医药方剂的组成，大都是复方，其作用的发挥，一方面是在于某方主药的作用，二是在于配伍
药物的协同作用。
我们从仲景《伤寒论》应用麻黄和桂枝等的方剂来分析，就可以很明确地认识到这一问题。
仲景立法制方是非常简要严谨的，他既肯定了某方主药的主导作用，又重视了配伍的协同作用，就麻
黄、桂枝来说，他在不少的方剂中，“有汗不忌麻黄，无汗不忌桂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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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中医药学术特点，理论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学这个伟大宝
库中的一笔宝贵财富，是中医继承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用药如用兵。
　　医生不精于药，难以成良医。
　　医不专于药，而舍药无以全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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