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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渡舟先生是现代著名中医学家，着力于《伤寒论》的研究。
刘老强调痃的实质是经络，重视六经病提纲证的作用，担出《伤寒论》398条条文之间的组织排列是一
个有机的整体。
本书目是在刘老讲课录音的基础整理而成的，有理论、有临床，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伤寒论》的六经
辩证理论体系，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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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渡舟教授（1917—2001），辽宁省营口市人。
16岁开始正式拜师学医，凡七年之久，出师后悬壶于大连。
1945年来京，行医于钱粮胡同。
1950年，考入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西医基础知识及临床课程。
1956年调入初建之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历任伤寒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古典医著教
研室主任、金匮教研室主任、中医基础部负责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主编、名誉主编，北京中
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他从事中医教育工作近半个世纪，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是杰出的中医教育家，是国家教委首批
核准的中医教授，也是我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
。
培养了大批各层次的中医人才，其中包括硕士24名、博士12名、入室弟子数名。
他在教学、临证之余，笔耕不辍，著述颇丰，编写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撰写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
他所主持的国家卫生部课题“《伤寒论》整理研究”，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
多年来他积极致力于中医学术交流活动，筹建成立并主持了全国仲景学术专业委员会，曾多次组织国
际、国内仲景学术交流大会，极大地推动了仲景学术的继承与发展。
他还多次应邀东渡日本讲学，并赴新加坡、澳大利亚、香港等地访问交流，弘扬中医药学。

　　他既是学者、教育家，更是名医。
他投身教育事业以来，从未间断过临床工作。
他上溯岐黄之道，下逮诸家之说，力倡仲景之学，博采众长，学验俱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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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伤寒卒病论集绪论各论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上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中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下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法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法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法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法　辨厥阴病
脉证并治法　辨霍乱病脉证并治法　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法《伤寒论》条文索引方剂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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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伤寒一日”，“伤寒”是包括中风、伤寒表病而言的；“一日”就是开始阶段，外来的风寒之
邪初犯体表。
这时候哪一经首当其冲？
“太阳受之”。
　　太阳受邪以后，它是就在太阳一经，还是往阳明、少阳，或往其他经发展呢？
这是必须要知道的问题。
“脉若静者，为不传”，“脉数急者，为传也”，“脉若静”和“脉数急”是对照的词句。
“脉若静者”就是脉不数急。
这是判断传与不传的第一个方法——平脉辨证。
　　“颇欲吐，若燥烦”，如果颇颇地欲吐，或者出现了烦躁（《注解伤寒论》作“燥”），就是传
的征兆。
“欲”和“若”字是审其将然，与“脉数急者，为传也”的口气是不一样的，就是它将来要有这些证
候出现。
　　“燥烦”是阳热的反映。
在表的风寒之邪入里化热了，就会出现烦躁。
根据六经分证来看，“燥烦”往往反映阳明经有热。
“颇欲吐”，就是喜吐、多吐的意思，往往见于少阳证。
总之，“燥烦”也好，“颇欲吐”也好，不论将来发现哪一个，邪气都已离开了太阳，不是到少阳就
是到阳明，往里传了。
“脉数急者，为传也”，“脉数急”是已然之脉，就是已经出现了脉数急。
浮脉变成了数急之脉，说明风寒之邪化热，已经向里传变了，所以说“为传也”。
从这一条来看，传经的表现主要是脉象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症状。
　　“脉若静者，为不传”，这也是一种可能，往往是好事情。
一种可能是太阳病虽然没往里传，但是依然存在；另一种可能是邪气已经衰微，往里传没有力量了，
可以作解，有痊愈之机。
　　下边这一条接着“伤寒一日”而来，是说伤寒开始的时候是“太阳受之”，如果经过“伤寒二三
日”而阳明证和少阳证都不出现的话，“为不传也”。
这里的“伤寒二三日”只是示例，并不局限在第二和第三天。
阳明证是什么？
少阳证是什么？
这就要和上一条“颇欲吐”、“若燥烦”联系起来理解。
少阳证就是“颇欲吐”，阳明证就是“燥烦”。
　　对于传经、不传经的诊断，主要从辨证上理解，这是科学的。
绝对不能机械地认为一日就是太阳、巨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
如果出现了传经之证、传经之脉，那就是传经；如果“脉若静者”，也不见阳明病的“燥烦”、少阳
病的“颇欲吐”，不管过了多少天，都是“不传”。
　　体表受邪以后，中风也好，伤寒也好，病势的发展、正邪斗争的情况，可以通过传经、不传经体
现出来。
为什么不传经？
因为正气抗邪有力，邪气不能传变。
为什么出现传经？
因为正气抗邪无力，邪热较盛。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6）　　以下讲两个类证，一个是温病，一个是风温。
《伤寒论》是论狭义伤寒的，主要讲风寒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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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出风温和温病，来作太阳病的一类，有很重要的鉴别诊断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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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渡舟伤寒论讲稿》：中医名家名师讲稿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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