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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伤寒论白话解读》是奠定中医辨证论治基础而又自成体系的经典著作之一，是一部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中医典籍，是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
它的辨证思维方法、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和辨证论治的具体方法，对临床各科都有指导意义，是以一直
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和学术的发展，被奉为中医学之圭臬；其所载方药，配伍严谨，加减有度，为
后世所效法，故被誉为“经方”，《伤寒论》则被称之为“方书之祖”。
刘渡舟先生称《伤寒论》为“中医之魂”，是学习中医者必读之书。
　　由于《伤寒论》文辞深奥，阅读时有一定困难，往往会有“寻思旨趣，莫测其致”和“览之者造
次难悟”之感。
为了适应当前学习中医经典的大好形势，为了便于中医学子的学习、研究、应用《伤寒论》辨证思维
方法、辨证论治理论和方药，我们组织编写了《伤寒论白话解读》。
　　《伤寒论》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在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医经典著
作。
《伤寒杂病论》本是伤寒与杂病合论，但问世不久即散佚不全，后经晋太医令王叔和“搜采仲景旧论
”，重新编次，名为《伤寒论》。
然而，王叔和所编次的《伤寒论》也未能广泛流传，可谓是“时隐时现”，且所传之版本不一。
直到宋代，国家成立了校正医书局，经林亿等人校正，由国家颁布刊行，从此《伤寒论》始有定本，
这就是所说的“宋本《伤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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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原序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辨阳明病脉证并治辨少阳病脉证并
治辨太阴病脉证并治辨少阴病脉证并治辨厥阴病脉证并治辨霍乱病脉证并治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
并治[附]方剂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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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方解：大陷胸汤由大黄、芒硝、甘遂3味药组成，大黄泻热荡实，芒硝软坚散结，虽硝、黄同用
，但建功全在甘遂，甘遂苦寒，为泄水逐饮之峻药，三药合用，共奏泻热逐水破结之功。
因甘遂有毒，泻下峻猛，故应中病即止，不可过服，故方后注云：“得快利，止后服”，此亦符合仲
景“保胃气”的宗旨。
　　【按语】此论表证误下而致结胸和发黄的证治。
　　1.“脉浮而动数”就是脉浮而躁动数急，是太阳病外邪未解、邪欲化热的表现，文中“浮则为风
，数则为热”，是以脉象来释病证。
浮为邪在表，数则主热，身体发热；邪盛于表，当有头身疼痛，故谓“动则为痛”。
动数相合，即脉来数急躁动，说明病证有内传之势。
所谓“数则为虚”是对“数则为热”的注释，虚非虚实之虚，乃是指此热为无形之热。
脉浮、发热、头身疼痛，属于表证，而“微盗汗出”则反映在表之邪热较甚，有内传人里的趋势，如
果邪全传里，则恶寒当罢.现仍见恶寒，说明表证仍在，故谓“表未解也”。
此“反恶寒者”用一“反”字，以突出恶寒是辨证的关键。
　　2.既然表未解，其治疗一般来说则不可攻下，这是治疗的原则。
不当下而下，故日“反”，误下则使邪热内陷而成结胸证。
邪陷热结，所以动数之脉变为迟脉；误下损伤胃气，致胃中空虚，热邪动膈.故膈内剧痛，热邪内陷与
痰水相结，心下因而硬满疼痛，成为结胸。
邪结热扰，故烦躁而至懊侬。
结胸证因热与水结，故治以泻热逐水破结，方用大陷胸汤。
　　3.误下虽可形成结胸，但也有不成结胸而成发黄者，则是另一种病变机转，说明同一误下，可以
形成不同的变证，要在据证而辨。
结胸证必有心下硬满疼痛之症，如果没有这些结胸证的症状，而出现“但头汗出，余处无汗，剂颈而
还.小便不利”之症，无汗则热不得外越，小便不利则湿不得下泄，湿热蕴蒸，则会发生发黄的变证，
故谓“身必发黄”，是证的治疗则当以清热利湿退黄为法.阳明病篇对湿热发黄的证治有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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