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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伤寒论》一书自仲景传世以来，广为衍述，其中不乏酌见之论，然洋洋万言，多为揣测仲景本
意者，虽或有助于理解仲景文，然多纸上谈兵，及施之临床，往往措手。
　　读仲景书，最忌者有二，一为臆解，一为拘泥。
　　臆解者，乃读书不重原文，自出机杼，以为确然，实则错出。
故读仲景书，首重原文，每一原文即一现实病案，所谓“辨某病脉证并治”，一原文即为某病之一证
，且具治法方药也。
如第12条：“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
热，鼻呜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太阳中风”乃指出病名，脉为阳浮而阴弱，主要证候即临床表现为“发热、汗出、恶风寒、鼻鸣、
干呕"等，治疗方药为桂枝汤。
见此脉证即为此病，诊断为此病即可应用此方。
唯熟读原文，应用方能得心应手，原文可不重乎？
故读仲景书者，第一步乃熟读、精读并牢记原文。
本书主要选取有方药原文进行点读，后附历代医家及作者医案加以评述，使读者对原文充分理解，又
能对有关方药的临床应用有所体会。
　　拘泥者，即读书食古不化，临床不知变通。
不知病万变，药亦万变，抱残守缺，虽偶可中病，然必难在实践中得于心应于手。
此即所谓“古方不能治今病”之由也。
非古方不能治，乃执方之人不能也。
自古读仲景书理解最深、用之最卓者莫如叶氏天士，其尝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
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
将《伤寒论》卫气营血理论进一步发展，灵活应用于温热病，开创了温热病卫气营血辨证的先河。
如此学于仲景而不泥者方是仲景室内人也。
再观自古及今之临床大家，无不是熟读仲景之书而有变通者。
故读仲景书者，第二步在于“变通”。
本书将在对相关原文的解读基础上，在对典型医案的分析的过程中，使读者体会“守”与“变"在临床
中的应用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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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重读中医经典丛书”中《伤寒论》的中级篇，主要选取《伤寒论》中有方药原文进行点读
，后附历代医家及编者医案加以评述，使读者对原文充分理解，又能对有关方药的临床应用有所体会
，从而熟读、精读并牢记原文。
本书在对相关原文的解读基础上，分析典型医案的过程中，注重使读者体会到“守”与“变”在临床
中的应用之妙，以期读者能够熟读仲景之书而有所变通。
本书编写之目的，实为临床应用，对于那些议论纷纷又对临床益处不多之言一概不纳，对在经方应用
方面有独到见解之近现代伤寒家之论则适当摘录，以使读者亲身感受他们应用经方的思路与见解。
    本书可供临床中医主治医师阅读参考，也可供中医院校学生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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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伤寒论》究竟是怎样一部书？
我们都知道此书系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原著名为《伤寒杂病论》，后分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
》两书。
乃致后世有医家认为《伤寒论》为治疗外感病之专书，而《金匮要略》为治疗内伤杂病之专书。
一般认为伤寒可从广义与狭义两方面解释，广义伤寒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即《素问·热论》所说
：“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狭义伤寒是指外感风寒，感而即发的疾病。
《伤寒论·伤寒例》云：“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
”又云：“中而即病者，名日伤寒。
”而日人中西维忠氏对《伤寒论》一书的命名进行了文字方面的推敲。
在他编著的《伤寒论研究》中曾说“伤寒也者，为邪所伤害也，谓邪而为寒，盖古义也。
故寒也者，邪之名也。
”维忠氏说“寒”字的古义是“邪”的意思。
《孟子·告子篇》中有“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之语。
这里的“寒”，即邪恶不正、奸佞小人的意思。
由此可见《伤寒论》实为“伤邪论”，凡病皆因邪而生，何谓《伤寒论》只治外感不治杂病？
任应秋在其所著的《伤寒论证治类诠》中说：“伤寒论就是疾病总论，是泛指一切疾病辨证施治的总
则或者叫大纲。
正因为它是总则或大纲，所以不管什么病都要用伤寒论的道理来衡量。
”　　其实观《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重复条文及方剂甚多，可知伤寒方可治杂病。
仲景自序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
七。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
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乃言此书虽因“伤寒”而成，但并非但治外感，虽然不能尽愈诸病，但至少可以见病知源。
可见此书之论乃是示世人以规矩，以此规矩施于临床，即可见病知源，此规矩便是后世医家所总结的
“六经辨证”方法及“辨证论治”原则。
可见《伤寒论》是一部通过论述“伤寒”病的治疗规律确立诸病治疗准绳之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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