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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孟英（公元1808～1868年），浙江钱塘人，清代著名医家，尤精于温热病学。
王氏学验俱丰，著作等身。
本全书收集了王氏本人及其整理参注他人的著述凡20种，依次为《温热经纬》（5卷）、《随息居重订
霍乱论》（不分卷）、《随息居饮食谱》（不分卷）、《王氏医案》（2卷）、《王氏医案续编》（8
卷）、《王氏医案三编》（3卷）、《归砚录》（4卷）、《乘桴医影》（不分卷）、《潜斋简效方（
附医话）》（不分卷）、《四科简效方》（不分卷）、《鸡鸣录》（不分卷）、《重庆堂随笔》（2
卷）、《女科辑要按》（2卷）、《古今医案按选》（4卷）、《医砭》（不分卷）、《言医选评》（
不分卷）、《校订愿体医话良方》（不分卷）、《柳洲医话良方》（不分卷）、《洄溪医案按》（不
分卷）、《叶案批谬》（不分卷）（原辑入《潜斋简效方》中）。
在上述诸书中，即使是属王氏整理参注他人的著作，同样贯串着王氏的学术思想和诊治经验，是王氏
学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全书一并予以收集。
    鉴于上述诸书成书年代较久，各书版本互异，其间文字费解和错、漏、衍、倒等现象难免有之，为
了使古代文献更好地发挥作用，对入编的医籍，均作了校勘和注释，同时还撰写了“王孟英医学学术
思想研究”一文，详尽地介绍和研讨了王氏的生平、著述、学术思想、诊治经验以及对后世医学发展
的影响等；又附“论文题录”，全面摘录了建国以来公开发表的现代学者对王氏著述及学术思想、诊
治经验等研究的论著题目，以利读者查阅。
    本全书集古籍整理与现代研究于一体，完整、准确地反映了王孟英的学术思想和诊治经验，是一部
颇有学术价值的医籍，可供广大中医、西医学习中医人员参考，也是中医院校学生和自学中医者的良
好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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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疫邪之越于太阳者。
太阳病不解，系疫邪浮越，非太阳经病也。
停，匀也。
脉阴阳俱停，是尺寸浮沉迟速大小同等也。
其正气有权，足以化邪，故从汗解。
振栗者，战汗也。
脉微，谓邪气衰也。
阳邪先退，先从汗解；阴邪先退，先从下解。
汗法不一，而下法宜调胃承气，以疫邪虽热，不必尽实也。
　　太阳病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
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
得里未和，然后下之。
　　此言疫邪传表，先下后汗之误。
疫邪达表，当从汗解，乃拘于疏里而先下之，徒虚其里，故不愈；因复发汗，是又虚其表，故汗出而
作冒也。
必俟表气已和，再和里气。
疫证汗后，往往有宜下者，有下后必汗出而始解者，总由邪气分传，而无一定之治法也。
　　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也；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
必两胁拘急；脉细数者，头痛未止；脉沉紧者，必欲呕；脉沉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
　　此言疫邪误下之变。
治疫虽宜疏里，但既越于太阳，自当从表，一误下之，其变有不可胜言者。
促为阳盛，下之必致结胸，不结者，阳邪外散也，为欲解；浮为在表，下之则内陷为结胸；紧为邪实
，下之则邪上浮为咽痛；弦者挟风，下之则引风入肝，故两胁拘急；细数者，热郁于内也，下之则邪
火上冲，故头痛未止；沉紧多饮，下之必动其饮，故欲呕；沉滑者，热为湿滞也，下之则湿热下流，
故协热利；浮滑者，热盛于表也，下之则热邪内攻，故下血。
　　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
　　阳毒者，疫邪犯于阳分也。
阳邪上壅，故面赤；热极伤血，故遍体斑斑如锦纹也。
咽喉痛，唾脓血，皆邪热铄津，有立时腐败之势。
五日经气未周，毒犹未遍，故可治；七日则邪气遍而正气消矣，故曰不可治。
方用升麻鳖甲者，所以解阳分之毒，即所以救阴分之血也。
　　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
主之。
　　阴毒者，疫邪入于阴分也。
阴中于邪，故面目青；邪闭经络，故身痛如被杖。
咽喉痛者，阴分热毒上壅也。
故其日数与阳经同，而治法原文去雄黄、蜀椒者，阴分已受热邪，不堪再用热药也。
　　雄按：王安道云：阴者非阴寒之病，乃感天地恶毒异气，入于阴经，故曰阴毒耳。
后人谓阴寒极盛称为阴毒，引仲景所叙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数语，却用附子散、正阳散等药
。
窃谓阴寒极盛之证，固可名为阴毒，然终非仲景所以立名之本意。
后人所叙阴毒，与仲景所叙阴毒自是两般，岂可混论？
盖后人所叙阴毒，是内伤生冷。
或暴寒所中，或过服寒凉药，或内外俱伤于寒而成，非天地恶毒异气所中也。
又赵养葵云：此阴阳二毒，是感天地疫疠非常之气，沿家传染，所谓时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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