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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瑞春论伤寒》是陈瑞春同志集40多年的临床、教学经验所完成的一部伤寒专著。
从理、法、方、药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伤寒论》的学术思想，提出了不少独特新颖且颇具学术
价值的观点，为仲景学说的推陈出新发扬光大提供了难得的宝贵经验，对于学习《伤寒论》，提高临
床水平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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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瑞春(1936-)，江西铜鼓人，现为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兼任中国中医药学会老年病学会委员，仲景学说研究会委员，全国中医内科疑难病专业委员副主任，
江西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西中医药》杂志常务编委，江西中医药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等职。

　　自幼随父习医，15岁参加联合诊所涉足医坛，矢志岐黄。
1958年考入江西中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76年参加卫生部委托中医研究院主办的全国中医研究
班，1980年以后任伤寒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88年任附属医院业务副院长，1989年改任第一副院长
主持工作，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国际名人传
记辞典收录其学术简历。

　　从医执教40余年，崇尚仲景学说，除理论教学外，长期坚持临床实践。
深切体会到伤寒治学，贵在求实，临床运用经方治疗心血管疾病、肝胆疾病以及呼吸系统、神经系统
诸多疑难病证，深受国内病者欢迎！

　　先后在国内各中医杂志发表论文90余篇，参加《伤寒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及《喻嘉言医学三书
》的校注，参编《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题解》，独著《普及中医的陈修园》。
主持研制的“健脾益气冲剂”，疗效甚佳，现进行中药治疗尿毒症的临床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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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论治伤寒之学
 怎样学习《伤寒论》
 《伤寒论》的课堂教学必须落到临床实处
 论治伤寒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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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伤寒辨证的十大关系
 六经实质小议
 试谈“开合枢”与《伤寒论》的关系
 《伤寒论》脉学初探
 试论《伤寒论》中的烦躁
 《伤寒论》中四逆汤证的研讨
 伤寒八大厥证
 脉浮数为什么宜麻黄汤
 略谈麻杏甘石汤证
 国内研究伤寒学说的概况
三、伤寒治法概要
 略论伤寒的救阴法
 《伤寒论》治肝法的运用
 《伤寒论》治利法则初探
 《伤寒论》脾胃治法的临床运用
 略论伤寒八法的运用
四、《伤寒论》的方与药
 运用经方的思路与方法
 从临床实践看《伤寒论》用药的基本规律
 谈伤寒方的临床体会
 桂枝汤类方探讨
 麻黄汤及其类方
 泻心汤类方的探讨
 麻杏甘石汤的临床运用
 白虎汤的临床运用
 乌梅丸的临床运用
 运用当归芍药散的初步体会
 仲景方运用举例
 桂枝汤治杂病举例
 经方运用数则
 五苓散新用两则
 甘麦大枣汤加味治疗闭经一例
 《伤寒论》用桂枝纵横观
 温降高血压小议
 白头翁汤治热痢
 当归四逆汤证的讨论
 当归四逆汤当有生姜之我见
 《金匮》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汤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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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伤寒论》方的几个问题
五、国内运用伤寒方的概况
 桂枝汤类方的运用
 麻黄汤类方的运用
 葛根汤类方的运用
 柴胡汤类方的运用
 泻心汤类方的运用
 白虎汤类方的运用
 承气汤类方的运用
 四逆汤类方的运用
 其他方的运用
 论伤寒方药剂量的若干问题
六、附论
 中医治疑难病的思路与方法
 全国第三届疑难病研究会资料综述
 谈中医急症规范化的若干问题
 谈叶天士用附子
 一例风心病治疗记实
 略论胃痛从肝论治
 试论痰证的治法
 喻嘉言论秋燥
 脾胃学说在妇科临床上的运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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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从规矩⋯⋯神明变化，出乎规矩之外，而仍不离规
矩之中，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
”的确，仲景制方，悉心精究，有明确的组方规律。
所谓“方规”，即是组方的规律。
它的前提是以病机为基础的，具有其特定规律，即：药物的性能；药物的主治功用。
这两者是必然一致的。
尔后，在病机的统一下，构成主方的基本规律。
例如麻黄附子细辛汤，方中三味药性皆辛温，合成一方，有辛以达表，有辛而温里，共奏外解表寒，
内温里虚之功。
故为少阴阳虚兼表证的主方。
其药味之简练，组方规律之严明，自是一目了然。
抓住主方，旨在举纲明目。
论中之方，主次分明，六经皆有自己的主方，如太阳病的麻桂二方，阳明病的白虎、承气，少阳病的
小柴胡、黄芩汤等。
以及太阴病的理中汤、少阴病的四逆汤、厥阴病乌梅丸等皆属主方。
主方是以主证为基础确定的，即有是证则有是方。
比如，太阴病其病机中心是脾阳虚，寒湿内盛，主证是腹满而痛，食不下，自利益甚等。
故以四逆汤温肾祛寒，使阴霾四散。
厥阴病寒热夹杂，虚实并存，故以乌梅丸之温清并用，攻补兼施。
论中主方与主证有机配合，药证相符，丝丝入扣，不愧是众方之祖。
主方既明，深入剖析类方，又是熟悉方的关键。
前人徐灵胎、左季云等对《伤寒论》方做过分类整理的工作，颇有启发之处。
《伤寒论》中的类方，如麻黄汤类方、桂枝汤类方、葛根汤类方、柴胡汤类方、承气汤类方、四逆汤
类方等，归类的方法是以主方或主药来排队，使全论113方各归其类，眉目清楚。
方剂归类的好处，一是能进一步研究方药的结构原理，二是以方测证，可以帮助推论病机。
还必须注意，各类方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必要了解，如柴胡类方是和法的具体运用，然其与泻心汤
类方又有密切关系，从广义来看，都是和法范畴，但在病机、证候和主治功用等方面，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应当明辨，必须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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