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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国家组织编写并审定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从初版迄今已历二十余年。
其间曾进行了几次修改再版，对系统整理中医药理论、稳定教学秩序和提高中医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但随着中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原有教材已不能满足并适应当前教学、临床、科研工作的需要。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促进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卫生部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高
等中医院校中医药教材编审会议。
首次成立了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组成32门学科教材编审小组。
根据新修订的中医、中药、针灸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修订了各科教学大纲。
各学科编审小组根据新的教学大纲要求，认真地进行了新教材的编写。
在各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贯彻了一九八二年四月卫生部在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
育工作会议”的精神，汲取了前几版教材的长处，综合了各地中医院校教学人员的意见；力求使这套
新教材保持中医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正确处理继承和发扬的
关系；在教材内容的深、广度方面，都从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出发，注意符合教学的实际需要和具有
与本门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水平；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
；同时又尽量减少了各学科间教材内容不必要的重复和某些脱节。
通过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和全国中医院校的支持，新教材已陆续编写完毕。
本套新材计有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内经讲义、伤寒
论讲义、金匮要略讲义、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妇科
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医伤科学、针灸学、经络学、腧穴学、刺灸学、针灸治疗学、
针灸医籍选、各家针灸学说、推拿学、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中药化
学、中药药理学等三十二门。
其中除少数教材是初次编写者外，多数是在原教材，特别是在二版教材的基础上充实、修改而编写成
的。
所以这套新教材也包含着前几版教材编写者的劳动成果在内。
教材是培养社会主义专门人才和传授知识的重要工具，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才的培养。
要提高教材的质量，必须不断地予以锤炼和修改。
本套教材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因而殷切地希望各地中医药教学人员和广大读者在使用
中进行检验并提出宝贵意见，为进一步修订作准备，使之成为科学性更强、教学效果更好的高等中医
药教学用书，以期更好的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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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伤寒论讲义(供中医专业用)》中的主要内容包括：《伤寒论》沿革、《伤寒论》的学术渊源与
成就、伤寒的涵义、六经的概念、《伤寒论》的辨证方法、六经辨证、六经辨证与八纲辨证的关系、
六经辨证与脏腑辨证的关系、六经病的传变规律(合病、井病、直中)、六经病证的治则、辨太阳病脉
证并治、太阳病纲要、太阳病脉证提纲、太阳病分类、辨病发于阳、病发于阴、辨传变与欲解时、太
阳病本证、中风表虚证、桂枝汤证、桂枝汤禁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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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概说厥阴肝经为风木之脏，主藏血而内寄相火，性喜条达。
功擅疏泄，对脾胃的受纳运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厥阴病大多表现为犯胃乘脾的胃热脾寒证，既不同于太阴病的脾虚寒证，也不同于少阴病的心
肾阳虚或肾阴虚心阳亢证，而是上热下寒的寒热错杂证。
厥阴为三阴之尽，厥阴病大多由他经传变而来，既可由太阴、少阴传人，又可从三阳经内陷。
其中与少阳经的关系尤切，以厥阴、少阳相表里，少阳病里虚，邪易传人厥阴。
厥阴病阳复，邪可转出少阳。
厥阴病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肝木横逆，犯胃乘脾而为上热下寒证：二是正邪相争互胜而为厥热
胜复证；三是阴阳逆乱不相顺接而致的四肢厥冷证。
厥阴病，上热下寒证的治疗原则是土木两调，清上温下、乌梅丸为代表方剂。
厥阴病也有单纯的寒证与热证，寒证治宜温肝，或兼降逆丁或兼养血；热证治宜清肝解毒。
此外，还环绕厥阴病常见证列举了多种厥、利以及部分呕、哕证候，虽然不是厥阴本病，似乎内容庞
杂，但从辨证的角度来看，仍富指导意义，因此，也不可忽视。
7.1厥阴病纲要[原文]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
下之利不止。
（326）[词解]  ①气上撞心：此处的“心”，不是指心脏，而是部位概念，泛指心胸部位，病人自觉
胃脘部有一股气体向上冲逆。
②心中疼热：胃脘部疼痛，伴有灼热感。
[提要]  厥阴病上热下寒证的提纲。
[释义]  厥阴肝经为风木之脏，内寄相火，木能疏土，参与消化，病人厥阴则木火上炎，疏泄失常，因
而发生上热下寒的胃肠证候。
一方面木火燔炽，津液被耗，肝胃阴伤，所以消渴，肝气横逆，所以气上撞心；厥阴经脉挟胃贯膈，
肝经气火循经上扰，所以心中疼热，嘈杂似饥。
一方面肝木乘脾，脾虚不能运化，所以不欲食，如果肠中素有蛔虫，脾虚肠寒则蛔不安而上泛，进食
时可随食气而吐出。
若误用下法，必致中气更伤，下寒更甚，从而发生下利不止的变证。
此为厥阴病首条，而且上热下寒的证候比较典型，所以一般把它作为厥阴病寒热错杂证的提纲。
舒驰远说：“此条阴阳错杂之证也。
消渴者，膈有热也，厥阴邪气上逆，故上撞心。
疼痛者，热甚也。
心中疼热，阳热在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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