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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扶阳基于重阳，亦即以阳为主导的思想，而这个思想几乎贯穿了中国文化的始末。
     扶阳的思想基础是阳主阴从，对于这个基础著名中医学者刘力红教授曾经做过长期的思考，并且把
它写进了《思考中医》。
但是如何付诸临床?在临床上如何起用?这一直是困扰着刘教授的一个大问题。
2005年也是借着《思考中医》的因缘，使刘教授得遇心仪已久的 “火神派”传人卢崇汉师，并最终成
为他的入室弟子。
入室之后，师父或训之以理，或示之以案，虽只是短短数月，但此中领受恐怕只有经历过百折困顿的
人方能体悟。
今天卢师的这部《讲记》问世，对许多诚心向医而又苦于没有门径的人更是值得额手称庆! 既为《讲
记》， 当然是兴之所至，言之所至，不一定系统，也不一定完整，但亦正因为师处“兴”中，故其“
言”也就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言。
有心人若能循此而入，其于医道将无大碍矣。
    卢崇汉出身中医世家、师从祖父卢铸之先生、伯父卢永定先生。
二卢皆号“火神”， 乃川中大家， 医名播及全国。
卢铸之除家学之外，尚师从晚清伤寒大家郑钦安先生，并尽得其传。
临证善用姜桂附起沉疴大疾，深得扶阳三昧，亦有 “火神”之称。
本书是“卢火神医集系列”开篇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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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崇汉，男，1947年生，四川省德阳人，现在成都中医学院任职。
主要著述有《郑钦安先生学术思想》、《红斑性肢痛症的中医治疗》、《浅谈冠心病》等。
他的名字和业绩被收入《中国当代中医名人志》，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三代“卢火神”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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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业医感悟从姜桂附的使用看扶阳理论的应用扶阳医话扶阳理路（一）扶阳理路（二）扶阳理路（三）
扶阳问答扶阳医案讨论传道录（2006年5月7日刘力红与师父卢崇汉医学对话）附1：论阳主阴从观是卢
氏运用附子的指导思想附2：论《周易》对中医学重阳思想的影响附3：2006年6月26日卢崇汉门诊处方
全记录编辑后记：打造“中医师承教育”权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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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探索姜、桂、附治疗疾病的规律，到他那里来的每一个病人，他都会整理、记录病案，所以
他从50年代，就开始把每一个到他那里治病的病人都认真记录了病历，并且装订成册，连续三十余年
，积累了几十万人次，五千多万字的病历资料，每一个病历都是一个医案，如果要出版这一系列的医
案，那就太多了。
可以说这些东西是继承、研究、整理卢氏学派理法方药的一个重要资料，也可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
　　我把他们这几个人，应该说是几代人举出来，介绍给大家，想说明什么问题呢？
想说明的是，他们代代人都是经史根底深厚，他们都崇尚经典，他们的涉及面都很广，他们对《周易
》研究很深，所以他们都能成为一代名医，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共同点！
他们既是名医，甚至也算得上是最负盛名的中医大家。
　　在这里面，我要谈一下云南中医学院的吴佩衡、上海的祝味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们的一
些文章或介绍？
以及成都的范中林、田八味。
在《思考中医》里面，刘力红提到了田八味。
那么这些人到底跟“卢火神”有什么关系呢？
我祖父在辛亥革命以后，也就是1911年以后，在上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在成都开设了一个“扶阳医坛
”。
他讲什么呢？
这个“扶阳医坛”主要讲《内经》、《伤寒》、《金匮》，《神农本草经》以及郑钦安的三部书：《
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
他每周讲两次到三次，每次讲一到两个小时，讲临床医案，讲中医经典。
那个时候云南的（实际上是西昌的）吴佩衡、上海的祝味菊（实际上也是先在四川，后来才到的上海
），学习了我祖父的这些学术理念。
那个时候他们都还很年轻，吴佩衡和祝味菊也才二十多一点点，我祖父那个时候是四十多岁了，已经
都有所成就了，所以他站出来讲。
后来还包括当时成都的范中林、田八味都来听，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人，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包括后来在我们成都中医药大学里面任职的老中医，那个时候都还是很年轻的小青年，他们都喜欢中
医。
因为这种讲座是公开的，他们接受了这种扶阳的思想。
在我祖父去世以后，我大伯父，在上世纪的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他继续开办我祖父的这个讲坛，也
是开放的，也是免费的。
讲医理，讲钦安、卢氏的医学思想，讲临床所得。
在那个时候，成都的唐步棋等也开始来听讲学习钦安、卢氏的医学思想。
唐步棋这个人，我比较熟，在70年代就比较熟了。
他从60年代开始喜欢中医，他这个人的境遇也是很波折的。
在我大伯父的启蒙和教导下，还是颇有所得。
　　郑钦安也好，卢铸之也好，卢永定也好，他们对仲景的《伤寒论》研究很深。
所以正如郑钦安所讲，在《伤寒恒论》里面，他就不抄袭前面的注家的说法，他提出自己的观点，他
的观点就是紧紧地抓住临床不放，紧扣临床。
比如他讲，在对“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那么这个“发于阳者”，《伤寒论》里面提到了七日
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因为阳属七，阴属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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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打造“中医师承教育”权威基地，还原“老中医手把手”传教实况。
“今天师父的这部《讲记》问世，我想这对当今的中医界应是一件大事，对许多诚心向医而又苦于没
有门径的人更是值得额手称庆！
向大家推荐这部《扶阳讲记》。
于医而言，卢师是真正的师者！
虽因缘所限，不可能人人亲炙，但若能细寻此中义理，其于师愿亦不远矣。
”——刘力红独家为本书读着提供“一本书=大课堂”的增值服务。
凡是本书的读者，都可以在专为该书开辟的“网络论坛”（中医名家网）中，进行切磋探讨、互动交
流。
“读一本好书，结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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