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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脾胃论》据明·梅南书屋刊《东垣十书》整理。
全书3卷。
卷上以脾胃虚实传变论、脾胃胜衰论等论述脾胃学说的主要观点。
卷中阐述脾胃病的具体治疗。
卷下论述脾胃与天地阴阳、升降浮沉的密切关系，并结合病症提出治疗方法。
全书列方61首，其中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方剂，具有较好的疗效，至今仍为中医临床所沿用。
本次整理新增方剂索引，便于读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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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杲，字明之，号称东垣老人，是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
他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定（公元1180年），卒于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终年71岁。
他家世居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因真定汉初为东垣国，所以李杲晚年自号东垣老人），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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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病皆由饮食劳倦，损其脾胃，乘天暑而病作也，但药中犯泽泻、猪苓、茯苓、灯心、通草、木
通，淡渗利小便之类，皆从时令之旺气，以泻脾胃之客邪，而补金水之不及也。
此正方已是从权而立之，若于无时病湿热脾旺之证，或小便已数，肾肝不受邪者误用之，必大泻真阴
，竭绝肾水，先损其两目也，复立变证加减法于后。
　　心火乘脾，乃血受火邪，而不能升发，阳气伏于地中，地者，人之脾也。
必用当归和血，少用黄柏以益真阴。
　　脾胃不足之证，须少用升麻，乃足阳明、太阴引经之药也。
使行阳道，自脾胃中右迁，少阳行春令，生万之根蒂也。
更少加柴胡，使诸经右迁，生发阴阳之气，以滋春之和气也。
　　脾虚，缘心火亢甚而乘其土也，其次肺气受邪，为热所伤，必须用黄芪最多，甘草次之，人参又
次之，三者皆甘温之阳药也。
脾始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之甘温，以益皮毛之气，而闭腠理，不令自汗而损其元气也。
上喘气短懒语，须用人参以补之。
心火乘脾，须用炙甘草以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甘草最少，恐资满也。
若脾胃之急痛，并脾胃大虚，腹中急缩，腹皮急缩者，却宜多用之。
经云：急者缓之。
若从权，必加升麻以引之，恐左迁之邪坚盛，卒不肯退，反行阴道，故使引之以行阳道，使清气之出
地，右迁而上行，以和阴阳之气也。
若中满者，去甘草，咳甚者，去人参。
如口干嗌干者，加干葛。
　　脾胃既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荣血大亏，荣气伏于地中，阴火炽盛，日渐煎熬，
血气亏少；且心包与心主血，血减则心无所养，致使心乱而烦，病名曰悗。
悗者，心惑而烦闷不安也。
是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清浊相干，乱于胸中，使周身气血逆行而乱。
《内经》云：从下上者，引而去之。
故当加辛甘微温之剂生阳，阳生则阴长。
已有甘温三味之论。
或曰：甘温何能生血，又非血药也？
仲景之法，血虚以人参补之，阳旺则能生阴血也。
更加当归和血。
又宜少加黄柏，以救肾水。
盖甘寒泻热火，火减则心气得平而安也。
如烦乱犹不能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盖将补肾水，使肾水旺而心火自降，扶持地中阳气矣。
　　如气浮心乱，则以朱砂安神丸镇固之。
得烦减，勿再服，以防泻阳气之反陷也。
如心下痞，亦少加黄连。
气乱于胸，为清浊相干，故以橘皮理之，又能助阳气之升而散滞气，又助诸甘辛为用也。
　　长夏湿土客邪大旺，可从权加苍术、白术、泽泻，上下分消其湿热之气也。
湿气大胜，主食不消化，故食减，不知谷味，加炒曲以消之。
复加五味子、麦门冬、人参，泻火益肺气，助秋损也，此三伏中长夏正旺之时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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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脾胃论》是金元四大医家李东垣的代表作，在浩如烟海的古医籍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学习中
医、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必读之书。
李东垣对中医学术的发展贡献卓著，开创了疾病的内伤学说，他从损伤脾胃之气加以论述，独树一帜
地形成了脾胃学派，对后世影响巨大；同时创立了许多独特的治疗方法，如补中益气、升阳散火、升
阳除湿、益气活血、内托消肿等，尤其是甘温除热的法则，直到今天仍脍炙人口，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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