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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祖父韩玉辉先生（1884-1970）字韫山，山西省寿阳县人。
中年起行医于太原，先生诊务繁忙，举凡内、外、妇、儿各科随应随诊，无所不及，积累了丰富的临
床经验。
1957年应聘于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前身）。
　　先生幼承家学，及长，博览群书，从医六十余年间，集各家之长。
于病，不论内伤外感、妇幼专科，无不通晓；妇科一门，尤为所长。
先生不落古人窠臼，宗法傅山先生，撷其精要，并有所阐发。
辨证多从肝、脾、肾三脏立论，固本溯源，调理气血。
先生诊治妇科诸症，常以舒肝解郁为不二法门。
理法严谨，方效药简，辄起沉疴，故求医者盈门。
　　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之时，韩老将其50余年治疗各种杂病临床经验汇编成册，名
为《杂病挈要》。
本书的编写体例以病症、病因、脉象、治法、方药等为目，堪称提纲挈领，要而不繁，所附诸方皆系
韩老多年临床实验证明确实有效者，凡未经实践之方剂概不列入。
全书分温病、中风、黄疸、咳嗽、泄泻等病症，凡12章102节，已将临床常见病症囊括其中。
本书真实地再现了韩老药简方效的治学特色。
　　此次整理，通过辨字审校、合理编排，将先生《杂病挈要》一书的手稿以尽量忠实于原著的方式
展现在读者面前，实现了先生济世活人，裨益于人民健康之愿望。
手稿保存已历年所，个别字词，难以辨认，以口示之。
并重新核校了《妇科挈要》的文字内容，附于书后。
　　先生在世时，随同学习的王建寰、金赫炎二医师曾协助修订书稿；先生去世后，山西省中医研究
所中医基本理论研究室诸医师也作过整理；其间，又蒙所长贾得道、副所长何高民关心及支持；赵怀
舟副主任医师，虽年轻而在中医文献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素景仰韩老先生之医德医术，并鼎力相助整
理先生之遗作，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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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杂病挈要》是山西四大名医之一、著名中医临床家韩玉辉先生(1884—1970)的遗著。
约1960年韩老亲自将其行医50余年治疗杂病的经验手写成册，此稿珍藏于家，近50年来从未面世。
全书凡12章102节，内含温病、中风、黄疸、咳嗽、泄泻等病症，临床常见病尽在其中。
其编写体例以病症、病因、脉象、治法、方药等为条目，简明扼要。
所列方剂有经方、时方、自拟方，各方剂均系韩老多年临床实践证明确实有效者，足资临床参考。
书后尚附载其《妇科挈要》等著作文稿。
《妇科挈要》一书在中医界有重要影响，较为完整地体现了韩老强调从肝论治、用药轻灵和师古而不
泥古的学术特色，全书质朴无华，简洁实用，今附于《杂病挈要》之后，以供广大中医院校学生和临
床医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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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玉辉(1884—1970)，字韫山，男，汉族，山西省寿阳县人，著名中医学家。
根底深厚，自成体系。
熟谙岐黄之术，精于辨证论治，从医六十余年，学术渊博，经验丰富，内外妇儿无不通晓，妇科一门
尤为所长。
他宗法傅山先生，又有所阐发。
辨证多从肝脾肾三脏立论，固本培元，调理气血，理法严谨，方效药简，辄起沉疴。
医德高尚，学术精湛。
被誉为山西四大名医之一。
 
    韩老出身中医世家，自幼由祖父母抚养成人。
祖父韩现莲为三世家传名医，深爱其孙，玉辉秉承庭训，4岁始即从祖父启蒙背诵医学入门之书，年16
即儒医并学，21岁时辍学经史，专攻岐黄，并随祖父应诊。
1921年，因祖父去世，执教村学，兼以行医。
数年即名闻乡里。
1927年移居太原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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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杂病挈要附：妇科挈要附：韩玉辉先生医事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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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春伤于风，夏生飧泄。
夏伤于暑，秋必痃疟。
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这是由于感受四时的邪气，当时未发生疾病，潜伏于体内。
经过一个时期方才出现病状，故为伏气，亦称伏邪。
如春温、伏暑等都是伏气的温病。
若感四时六淫之邪而病，身热者人悉以伤寒名之。
夫伤寒者热病之总名也。
其因暑、湿、燥、火、风、寒六淫之兼气，或非时之戾气发为风湿温病和瘟疫等症，皆类于伤寒。
病热虽同，所因各异。
按伤寒类症多，而温热似于伤寒尤甚。
今之名伤寒者，大半属于温热病也。
且治法与伤寒不侔。
伤寒入足经，而温邪人手经。
伤寒宜表，而温邪忌汗。
伤寒用药宜辛温，而温邪用药宜辛凉。
故兹集以温热立论而以清热之法为治也。
　　治疗温病之方法，叶天士《温热论》开其端。
吴鞠通《温病条辨》继其后。
王孟英《温热经纬》统其成。
然银翘、桑菊等方可治疗者，恐非《伤寒论》之温病，不过是少阳经之风热耳。
盖少阳木火之原，阳明湿热之薮，其风温、温热之邪，自是同气之感。
可用《伤寒论》法急去邪热，阴始可保。
而叶等论以苦寒剂遏伏，不如用甘润之品。
若温病未有不至阳明者，用苦寒始有泄热之功，可存津液。
然温病药虽宜寒凉，而早服犀角用之反致神昏谵语。
盖犀角有收缩血管之力，虽能引邪外达，亦能送邪入内。
将欲外达之邪逼人脑神经，以致神昏、谵语相继而来。
故不可早用。
如温病初起，即发热口渴、不恶寒、有汗。
凡病发热、恶寒、无汗者是伤寒。
《金匮要略》说：“湿喝证二种病与伤寒不同，其所感受者为暑、为湿。
而非风寒也。
不可解肌、解表。
亦不可用伤寒清下之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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