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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部六病学说”是当代著名老中医刘绍武先生在研究《伤寒论》的基础上，总结提出的以三部
六病诊疗体系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该学说将人体划分为表、半表半里、里三部，根据阴阳不同属性，每部分别划分为阳性病及其系列阳
性症候群和阴性病及其系列阴性症侯群，每部分阴阳，表、半表半里、里三部辨出六病，即三部六病
，形成统括表里内外定位、阴阳寒热定性的辨证体系，体现了刘绍武先生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继承与创
新。
　　刘绍武先生为全国首批名老中医，行医七十余年，一生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在业界积极倡
导中医三部六病学说。
近三十年来，习用者益广，推崇者益众，既有医院的高年资临床医师，又有大批高等医学院校的学子
，有拜师亲授者，有仰慕私淑者，以学说立业者多百人之众，逐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三部六病医学流
派。
为使这一学说得以更广泛的应用传播，现编辑出版三部六病医学流派丛书，以期丰富繁荣当代中医药
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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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伤寒论》条文阐释　　一、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上　　第1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
项强痛而恶寒。
　　阐释：太阳病所表现的症状，是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恶寒有怕冷的感觉。
本条为啥不直接说是“太阳病、脉浮⋯⋯而恶寒，而要加上“之为”二字呢?比如，同名同姓的人很多
，各有各的样子，必须从相貌上分出来，病也是这样，所以要用“之为”二字来表现。
它表现出来的病不是名称，而是症状，这样“之为”可解释“表现”的意思。
表现的症状如下：头项强痛，脉浮，恶寒。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啥阳性病会出现浮脉。
浮脉乃是轻按有力，越按越小。
阳性病是热证，热则膨胀，热气向外走，也就是向脉外，向上走。
表部一膨胀，脉管也膨胀，就会出现浮脉。
太阳病发病的重点在头和项，出现的症状就是头项强痛。
头项强痛是怎么来的呢?太阳病是热性病，它的特征为发热的同时有恶寒，太阳病的发热特征应是“发
热、恶寒”，这是认识太阳病的重点，恶寒就会收缩，收缩就形成头项强硬。
另外，条文上没有肺部的症状，在这儿要加上，为什么呢?因为肺与皮毛相表里，表病要影响到肺部引
起咳喘，外感也会影响肺部的，因此要加上咳喘的症状，才使太阳病的纲领证更为完善。
太阳病是热性病，它的特征为发热的同时有恶寒，也是认识太阳病的重点。
　　第2条：太阳病，发热。
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阐释：这条和第12条是相应的，第12条就是解释这条的。
这条是假太阳病，从发热来看像太阳病，而从汗出、脉缓来看就不像太阳病。
从桂枝汤证的三个特征来看：（1）时发热；（2）有汗证；（3）脉缓。
与太阳病有明显区别。
　　太阳病一直发热，太阳病是无汗证，脉象是脉浮或紧。
这个发热易与太阳病混起来。
根据第54条桂枝汤发热的状态，是“时发热”，而太阳病的发热是一直发热。
其特征是“发热、恶寒”，说明不是属太阳病的热，这个热是正热，不是热邪。
太阳病的热是热邪。
这里的热是真阳外越的现象，既然是真阳外越，那么这个热应当收回来。
其本质是阳不足：一是应当用热药补起来，故用桂枝汤；二是阴液不够，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因
汗泄阳也就不足了，阴液不能跑了，把汗止住，把阴平了，阳才能收回，因此，用桂枝汤扶阴、扶阳
。
太阳病是无汗证，肌肉、血管都要收缩。
脉的收缩，所以脉现浮紧。
本条是汗出，脉管就松开了，脉就成了松缓的现象，出现缓脉。
因桂枝证与太阳病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第12条说的好，“桂枝汤主之”。
由于太阳病无汗的原因，所以，要另出病名，名日“中风”，以示鉴别，“中风”用什么方来治呢?那
就是桂枝汤，桂枝汤是由两个小方组成的，一个是桂枝甘草汤，扶阳；一个是芍药甘草汤，扶阴（方
中生姜从胃肠里扶阳，大枣从胃肠道里扶阴），所以张仲景用以桂枝汤治疗阴阳俱虚的中风证，在
第12条中作了重点阐述。
　　第3条：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
　　阐释：此条是寒邪束表，尚未化热，因而另主病名，名为“伤寒”。
太阳病开始时，有时发热，有时没有发热，在这个情况必须要有恶寒，这条里没有方子，而在第35条
里详细作了介绍，用麻黄汤主治，麻黄汤的组成是由麻黄甘草汤和桂枝甘草汤再加杏仁组成，其中麻
黄甘草汤是发汗的，桂枝甘草汤是扶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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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条文中的“呕逆”是错误的，据第35条“恶风无汗而喘”所知，应当是“喘逆”，因按肺与皮毛
相表里，我们临证中多见，所以应改为“喘逆”为妥。
“脉阴阳俱紧”中的阴是指尺脉，阳指寸脉，从第23条来看，说明太阳病外感有不完全是太阳病的，
为啥不是纯太阳病呢?太阳病是阳性病，而麻黄汤、桂枝汤都是热药，阳病的治则是阳则清泄，因此，
不能说此条是太阳病。
从辨证到治疗都有厥阴病的成分，其中麻黄甘草汤是治太阳病的，桂枝甘草汤是治厥阴病的，所以说
，麻黄汤是表部的部病（应当列入厥阴、太阳二病的部病中去，暂且不述）。
矛盾的双方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方中杏仁佐麻黄排痰定喘，桂枝甘草汤解决疼痛，麻黄甘草汤解决
发汗，既然是太阳与厥阴的合病，那就要有具体的症状（应将这一段列入第35条解释）。
现在把条文分析一下：“发热，必恶寒，喘逆”，都是太阳病的症状，而体痛，未发热，脉阴阳俱紧
者，是厥阴病的症状，这样表部太阳、厥阴的症状都有了，矛盾的双方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总的来
说本条提示的脉证为表部的部病。
　　第4条：伤寒一日，太阳受之。
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
　　阐释：《内经》日：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七日太
阳，八日⋯⋯　　伤寒得病初起，一日太阳经受病，这时的脉象如果无变化，是没有引起质的变化象
征，如果出现很想吐，或者是急躁心烦，脉象是数急的，就是传到他经了。
　　按《内经》论述，第一天只能是太阳病，不会出现“颇欲吐”、“若烦躁”这些症状，如果出现
这些证，说明病不是按经的传变规律表现症状的，按第4条、第5条所叙，在疾病传变中是符合事实的
，而与一日太阳、二日阳明所发病的传变规律相抵触。
《内经》的这种顺经而传的说法不能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因此，我们肯定第4条、第5条的叙述。
　　第5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
　　阐释：得了伤寒病二三日后，阳明和少阳的证候没有出现的，就表示病仍在太阳而没有传经，这
条是驳《内经》“一日太阳、二日阳明”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既然是一日太阳、二日阳明⋯⋯
那就是指第一天是太阳，第二天就到了阳明了，可条文上却说伤寒二三日了，还未变化，可见《内经
》传经论说和条文讲的相互矛盾了，所以说，一日太阳，二日阳明⋯⋯的说法是不存在的，不能作为
辨证论治的依据（第4、第5条可合二为一解释）。
　　第6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若发汗已。
身灼热者，名风温。
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
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
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若火熏之。
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阐释：这条的一开始，是太阳病，条文上只要一提太阳病，就是没有叙证，也应该知道有“头项
强痛，脉浮”等症状，而为什么要另立温病呢?因太阳病是发热的同时有恶寒，这样而此证无恶寒证。
所以另立病名，名为温病，以示区别（按语），比如太阳病必须有恶寒的症状，如果不恶寒者，就不
能说它是太阳病，阳明病应有胃家实，可它无有时，就不能说它是阳明病，下法不对，汗法也不对，
这个证也就只能在半表半里了，用清法，也就是用竹叶石膏汤比较合适，口渴的症状用白虎汤来治，
温病又属少阳病，风温是病情加重，温病误用了麻黄汤发汗的方法，病情加重，其中的桂枝甘草汤使
热增加，这是一个方吗，即无表证，用麻黄甘草汤一出汗，就会有脱水的现象，温病的根本就是水分
不足，这样一出汗，必然会引起脱水现象，吐、下、发汗这三种方法都易脱水，继续脱水的话造成小
便不利，水分不够，神经僵化，眼睛直视，小便不利使尿道的括约肌失掉收缩力、控制力，这些都与
脱水有关。
误用火法，又增高温度，水仍亦减少，面色发黄，神经失常，产生晕厥之征，接近死亡，一逆是指汗
法，再逆是重发汗更错误，连续下、火、灸都缩短寿命，会增加病情的危险性。
　　第7条：病有发热恶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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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
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
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
　　阐释：“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就是说有发热，怕冷等症状的病是发于阳，没有发热
而有怕冷的病，就是发于阴，病发于阳的七天可愈。
病发于阴的六天可愈，这是因为阳数是七，阴数是六的缘故，古代医家认为此条是纲中之纲，它是用
来分阴阳，定六病的。
《易经》说：叁天两地而易数，意思是其中五数（叁两相加是五），五是数字的核心，数字一共是十
，重复一下，一加五也算是开始的数字，再来个一、二、三、四、五这是复数，再来一个一，一加在
复数里是六（一、二、三、四、五为基数），复数加在基数上就为数的满足，一加五、二加五⋯⋯五
加五，十为终止，河图、洛书是讲数字，五为基数，如把数字分成阴阳的话，一、三、五是九为阳，
二、四是六为阴，六、九为阴阳的极数，发于阴六到头，发于阳九到头，一为始数，无一就没有事物
，天为阳（三），地为阴（二），这条主要就是说，阴阳到什么时就可以好，但不准确。
《易经》上说：七日来复，就是说到了第七天，阳气恢复，《易经》亦有阴极于六，阳极于七之传说
（发于阳者七日愈是因为阳极于七而言），但在事实方面很难证实。
　　第8条：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
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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