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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绵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是现代中医方剂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方剂师资进修班授课时的讲稿被视为珍贵的献资料。
今予整理出版，以飨广大读者。
    全书分两部分，上篇总论讲述方剂学的形成、发展以及方剂学总则，下篇分十七章讲解了现代临床
常用方剂二百余首。
综观之，有两个明显特色：一是重点突出，对一些重要方剂的医理阐释极为详明；二是在讲述时，王
绵之先生将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融入其中，方剂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对读者掌握方剂中药物的药
性、配伍关系及方剂主旨等颇有裨益。
    本书可供方剂学习及教学、研究者参考，对临床医生提高中医辨证论治水平也有较大的帮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绵之方剂学讲稿>>

书籍目录

上篇  总论　第一章  方剂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剂和方剂学的意义　　二、方剂学的形成与发展
　　三、方剂理论的发展　　四、方剂的分类　第二章  方剂总则　　一、方剂与治法　　二、方剂
的组成　　三、方剂的剂型和煎服法　　四、方剂的剂量下篇  各论　第一章  解表剂　　辛温解表　
　　麻黄汤　　　桂枝汤　　　九味羌活汤　　　加味香苏散　　　小青龙汤　　辛凉解表　　　桑
菊饮　　　银翘散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升麻葛根汤　　　竹叶柳蒡汤　　　柴葛解肌汤
　　　葱豉桔梗汤　　扶正解表　　　败毒散　　　再造散　　　葱白七味饮　　　加减葳蕤汤　第
二章  泻下剂　　大承气汤　　增液承气汤　　新加黄龙汤　　麻子仁丸　　济川煎　　大陷胸汤　
　十枣汤　第三章  和解剂　　和解少阳　　　小柴胡汤　　　蒿芩清胆汤　　　柴胡达原饮　　调
和肝脾　　　四逆散　　　逍遥散　　　痛泻要方　　调和肠胃　　　半夏泻心汤　第四章  清热剂
　第五章  祛暑剂　第六章  温里剂　第七章  补益剂　第八章  理气剂　第九章  理血剂　第十章  治风
剂　第十一章  润燥剂　第十二章  祛湿剂　第十三章  祛痰剂　第十四章  消导化积剂　第十五章  驱虫
剂　第十六章  痈疡剂　第十七章  涌吐剂　后记　附：方名拼音索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绵之方剂学讲稿>>

章节摘录

　　补益剂主要是治疗虚证，就是用滋补、强壮药为主组成，能够补益人体的气、血、阴、阳，从而
达到消除或改善一切虚证的方剂。
这个概念包括了方剂的组成、方剂的作用、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达到治疗虚证的目的，可以是部分消除
或完全治愈，也可以是不同程度地改善。
　　根据补益剂的理论指导，“虚者补之”，“损者益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
味”。
根据气血阴阳津液精分别辨证，因其有所不足而造成了各种病证，就通过补益剂来进行治疗。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劳者温之”。
因为劳要伤气、消耗气，“劳则气耗”，所以要用甘温药来补气。
　　补益剂的分类比较多，可以根据各自治疗的配伍原则界分为四类。
此处不讲它的分类和配伍原则。
在讲到各部分时再分别介绍。
　　刚才提到过，补益剂的目的是治疗虚证，它的组成是以滋补强壮药为主。
在前面的方剂中也多次提到用补药，从解表剂开始，许多方剂中也都用了补益之品。
例如扶正解表方剂中有益气的、助阳的、滋阴的、补血的。
以前在讲到这些问题时也一再强调，在这样的方剂中用补益药不是为了补虚，而是因为正气虚又有外
邪，考虑不通过补益药扶助正气以祛邪，或者是考虑到用祛邪的方剂虽然祛病，但会使正气更虚。
配伍补益药都是从这样的目的来考虑的。
因此在以前各章里所用的补益药，都是从属于祛邪的。
从理论上这样讲，不仅明确了它的配伍位置，更主要的是在配伍位置上决定了它的用量。
例如，在攻补兼施中多次提到人参和大黄如何配伍，其用量的比例都提出一个中心的数字来作为参考
，这些中心数字，它的根据、它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实邪，虽然存在正虚的一面，但并不是通
过这样的方剂，应用所谓的攻补兼施方法，既祛实，又把虚补起来，而仅仅是通过扶正的配合达到祛
邪的目的。
所以这个问题与补益剂是完全不同的。
补益剂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治虚。
否则，目的不明确，组成方剂的选药、定量都会有问题，或贻误治疗，反而促使病证进一步加重。
　　补益剂在临床治疗上是一个大的方法，是治疗的一个大的方面。
因为人体虚的时候，如果不懂得用补的方法，不懂得用补益剂来治疗，虚就得不到恢复；虚得不到恢
复，不单是健康问题，还可能危及生命。
过去有一句话：“不能治其虚，安问其余？
”当然，这样的话，是将补益剂的重要性扩大了一些。
治病的几种方法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价值，但是从这里可以理解，补益剂治疗虚证在临床上是经
常用的，在治疗当中，是用药物治病的主要方法之一。
另外一点还要考虑到，过去也反复提到，我们在治疗一个病证的时候，要考虑到事情的两个方面。
虚证固然用补，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不是虚证即所谓“大实有赢状”和哪些部位虚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
过去提到一个治则问题：“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看一个病都要考虑到病人
有无正虚，虚在何处？
只有考虑并明确了这些以后，用药时心里才能有数。
以前在各类方剂中经常提到，有一些方剂不能为了求得速效、求得病人迅速恢复而加重用量，那是片
面的，反而会造成不好的效果。
例如，发汗过多，会造成亡阳、伤气、伤津。
泻下也是这样，特别是热结当下的时候，正虚的一面没有考虑到，只考虑到腹中有热结，而大量用大
黄，本来应该用三钱，加倍使用后泻得倒是痛快，但一泻以后正气也随之而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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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治疗病的时候，要通过这些方面反复体会。
另外，具体到药，也反复提到，药有一分为二的问题，药在治疗中有它特殊的方面，有的时候作用不
止一个，因此还要考虑它的另一种作用与当前的治疗是否都合适。
再有就是，如果将药本身的特点用过了就是缺点。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在学习方剂当中，如何来领会、如何掌握前人用药的经验，也就是说配伍规律，这些方面都是要考虑
的。
所以今天提这个话题，一是说明补益剂治虚的重要意义，一是说明在治疗时应如何来对待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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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根据我从事中医工作逾六十年来的经验，对待中医学必须是：钻进去，跳出来，不断临证，始终
在悟字上下功夫。
一开始要勤奋读书，专心致志地读，反复思考书中的真义，并在临证中认真理解，到一定时候，必有
所悟。
死读书是不对的。
把读书和临证截然分开也是错误的。
通过临证，有目的再读书，就能温顾而知新，这一点同样是学习方剂的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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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绵之方剂学讲稿》可供方剂学习及教学、研究者参考，对临床医生提高中医辨证论治水平也有较
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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