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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医学自从炎黄伊始，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
在《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之中，不难看出，医疗技术已从实践经验上升成为完整医药理论体
系。
商汤时期，已从单方上升成为复方治病，是一划时代的飞跃。
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所选古方三百余首，流传至今，成为方书之祖；后世之方
，不少是从其中化裁而成，经过近两千年来临证检验，治疗脏腑经络功能异常之疾，投之可获良效。
唐宋以来所留数以万计方中，不乏历代医家毕生实践所留结晶，可师、可法，都是中华医学宝藏。
若问古方如何能治今病？
因其人体各系生理功能不会改变，各系生理功能异常，无论古今，证象相同，均可使用同一方剂故耳
。
余在38年方剂教学之中，觉得成为一名合格中医，必须尽心研究中医学理、法理、方理、药理，使其
理、法、方、药环环相扣，进行辨证论治，才能达到据证析理、据理立法、依法立方、随证遣药，至
较高境界，去民疾苦，解民倒悬。
要想达到较高水平，须先要求学者博闻强记，打好基础，别无他途。
古人所留之方，均从实践中来，要求学者至少能记五百以上古方，才能覆盖临床各科常见病证，患者
前来求治，才能胸有成竹，不致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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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全国名老中医陈潮祖先生临床医案专著。
    陈潮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方剂学家和中医临床家。
本书系统整理了其近年来的门诊病案，并选附陈潮祖先生医论12篇，理法方药一以贯之，揭示了陈潮
祖先生的深邃医理、诊治特色。
按语准确深刻，特色鲜明，内容翔实，颇能启迪思悟。
    本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陈潮祖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对广大中医临床工作者有较高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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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波，教授、博士生导师，1958年生，为陈潮祖先生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后，随师教学、临
床近20年。
现任成都中医药大学方剂教研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四川省中青
年学术骨干，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成都市第十一、十二届
政协委员。
沈涛，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1963年生。
1985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原成都中医学院），为陈潮祖先生学生。
先后承担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和方剂学的教学工作。
主要从事脾胃肝胆治法与方剂的研究，强调方证对应，重视脏腑病机与方剂研究。
主持和主研国家科技部“973”计划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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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侍诊心得]吴有性在《温疫论》中述达原饮能治疗瘟疫初起，其时邪在伏脊之前，肠胃之后。
并认为此处位居半表半里，即《素问.疟论》所谓“横连膜原”是也。
陈老认为：连缀于内脏与躯体的膜，无处不有，无所不包，故称膜原，是少阳三焦的组成部分。
此证疫从口鼻而人，客于膜原，水道失调，湿浊阻滞营卫运行之机，阳气不能达于体表，初起可恶寒
战栗，思近烈火，继则郁极而通，体若燔炭，呈为湿遏热伏的憎寒壮热证象，苔如积粉，舌质红，则
为湿遏热伏的诊断依据。
盖湿浊壅滞三焦则苔厚，热为湿浊所遏故舌红。
此证治宜芳化湿浊以宣透膜原，决其壅阻以疏通三焦，俾秽浊去则水道通，营卫和而诸症解。
本方配伍存在两个疑点：①所治明是急性热病，何以不用清热药物为主，而以辛温燥烈的厚朴、草果
、槟榔为其主药？
此证所以出现寒战高热，头痛燥烦一派热象，其实都是阳为湿遏使然。
吴氏以朴、果为主，可谓独具卓识，若不宣化湿浊而惟清热是务，是只看到现象，不明本质，不仅不
能愈病，反有损阳气之虞。
当然，若从疫邪考虑，大青叶、板蓝根、黄连等药亦未尝不可加入。
②苔如积粉明是湿浊壅阻证象，何以要配生津的知母、白芍？
此证苔如积粉，自是湿浊太盛。
但因热伏于内，湿受热蒸，已呈浊结，所以苔厚扪之燥涩。
若不先用生津之品令其津充，朴、果、槟榔也就难奏宣化湿浊功绩。
譬如棹有陈垢，必先以水润之，而后始能去之。
配伍生津和血的知母、白芍，即此义也。
[按语]此案给人两点启示：一是病后脱皮，证明皮下即是少阳三焦组成部分。
此证是因津凝成湿，阻滞少阳三焦间隙，服用此方以后，湿浊一去，腠理空虚，皮肤失养，竟然脱皮
，脱皮之后，弱不禁风，证明表卫不固，易感寒邪，亦是毋庸争辩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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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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