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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权威机构授予当代30名著名中医师“国医大师”光荣称号。
《国医大师经验良方赏析丛书》编入的邓铁涛、路志正、何任、周仲瑛等几十位中医临床大家，都是
享有盛誉的国医大师。
本书是该丛书中的一本，汇集了国医大师李济仁先生43种常用的临床经验良方，由中医科学院等多单
位高年资的学者专家列出功用、适应证，还从解读和赏析的角度精选了李济仁先生的部分临证心得并
做了阐发和提示，力求能够体现其临床用方特点及辨证思路。
本书是对珍贵中医资料整理、研究的结晶，对指导中医临床实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可供中医师、中医从业人员、中医院校学生和广大中医爱好者研究、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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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济仁（1931—  ），原名李元善，徽州歙县人。
从1943年起，师从新安名医张根桂研习中医，并更名“济仁”。
张根桂是“张一帖”第十三代传人。
“张一帖”源远流长，至今有450余年的历史，被誉为新安医学第一家。

　　“张一帖”的远祖可上溯到北宋名医张扩，张扩，字子充，歙县人。
少好医术，尽得蕲水庞安时、蜀人王朴真传，治病多奇中，名震当时，尤以疗治伤寒见长。
张扩之后人张杲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史著作《医说》的作者。
张氏还著有《医流论》《伤寒彻要》《秘方奥旨》等书，影响深远。
到了明代嘉靖年间的张守仁，由于其医术高超，常一剂而愈，始称“张一帖”。
旧时，家传多传子不传女。
然张根桂唯一的儿子夭折，作为徒弟的济仁先生朝吟夜诵，勤于实践，与小师妹张舜华一起跟师抄方
、巡诊、采药、制药，因为人至诚至孝，感动了张根桂，便许配女儿给济仁先生为妻，并传与家学。
“张一帖”心法以用药猛、择药专、剂量重为特点，常一剂奏效，对疑难杂症，则合参新安汪机“培
元派”调补气血、固本培元思想，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为特点。

　　《歙县志》《新安名医考》等诸多史志将“张一帖”视为新安历代临床医家翘楚。
其源流，传为北宋名医张扩之后裔。
自明代嘉靖年间张守仁始，历明、清至今，计400余年，世医代代，勤于诊务。
张守仁(1550—1598)，字立德，善济贫寒，明嘉靖、万历年间以医术鸣世。
其时，百姓困苦，屡有因饥寒劳疫而昏厥者，守仁日夜救治不辍，穷究医理，博采良方，精勤不倦，
历30余年之证验，终研究出独家秘方—“末药”，由18味中药组成，号“18罗汉”，有疏风散寒、理
气和营、健胃宽中、渗湿利水之神效，尤适于医治劳力伤寒、肠胃疾病等。
张守仁广惠四方，被民众誉为“张一帖”。
自那以后，张家专攻医术，口授心传，代有增进。

　　13代传人分别为张凤诏(1576—1643)，字以挥，守仁次子，享年67岁。
生活于明末、清初年间，传承家法，功效弥著。
又传张赓虞(1602—？
)，后传张康荣(1640—1703)、张灵汉(1663—1731)，字大继。
因对祖上末药配伍之理论依据尚感有所不足，遂以精研药学为终生之念愿，亲赴深山采集中草药500余
种，制为标本，描绘成像，结合临床实证，辑为《药典》一部。
又传张锡、张进德(1730—1788)、张魁寿(1756—1818)、张觉之(1798—1866)、张秋林(1823—1890)、张
春太(1846—1912)、张景余(1884—1948年)、张根桂(1908—1957)。

　　张根桂又名耀彩，字祥森，弱冠即闻达于新安诸邑。
年且而立，皖、浙、赣各地求诊者云至。
根桂擅治急性热病及其他急危重症，立法强调除邪务尽、务速，用药味精而量重、剂大而力狠，服药
讲究选剂择时。
常备有汤药、末药、丸药等不同剂型，必要时辅以针灸，往往一剂即起疴回春。
曾有著名经学家吴承仕先生患痼疾经治痊愈后，书联赠曰：“术著岐黄三世业，心涵雨露万家春。
”“三”则以言张家世医传代之众。
祖传末药的配伍、制法经张根桂反复研验，又创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加减法，对外感伤寒、腹
泻气滞、胃脘疼痛诸病症的医治更具神功。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医大师李济仁经验良方赏析>>

　　张根桂次女张舜华(1934—  )，笃志行医济世，然张氏医术皆传子不传女。
张根桂因膝下唯一的子嗣夭折，常叹无后，郁郁寡欢。
舜华不馁，终以精勤聪慧感动乃父，于是有继家学，其夫即为李济仁先生。
济仁先生上承师门，又结新知，近年来尤对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多发性硬化、风湿病、肾病冠心病
等疑难杂症独有创见，其术重培补肾本，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灵活机变，熔经方、时方、验方于
一炉，自创“归芎参芪麦味方”“清络饮”“苦参消浊汤”等效方，提出“选择方药剂型，重视作用
特点”“强调服药时间，注重动静宜忌”“推崇数方并用，主张定时分服”等论见，独步医林。
近年来，由其主持的科研项目“新安医家治疗急危难重病症经验的研究”“新安名医考证研究”等多
项课题获安徽省科学技术奖4项，高校与卫生厅科学技术奖等多项科技奖励。

　　早在1965年，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患顽固性失眠1年有余，屡服进口高效安眠药无效。
济仁先生回忆说，当时严凤英眼眶四周青黑凹陷，头晕烦躁，腰膝酸软。
济仁先生分析，失眠时久，诸治不应，应当从肝论治，以滋肝阴为主，辅以安神。
于是，用镇肝益肾、阴阳并调方药，服药数剂，患者即能入睡4小时。
济仁先生按照时间医学规律，嘱咐患者在午后及晚睡前各服1次，以便药效更好发挥。
三诊后，患者一切正常，从此再也不服安眠药。
济仁先生日复一日，医名远播，来自全国各地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慕名求
诊者纷至沓来。

　　济仁先生经过长期研究，如同张志聪、汪昂、薛雪、周慎斋、沈又彭、黄元御以及秦伯未等先贤
、近贤一样，对中医经典之作《黄帝内经》进行了归纳与分析。
但济仁先生的研究不同于以往和其他，而是别开生面地运用纵横二法，将《黄帝内经》立体平面化，
用朴素的唯物辩证观点分析、阐述了《黄帝内经》最基本的天人相应观、阴阳思想。
对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进行概括。
主张将历史背景、现时生活、临床实践、前后篇幅、通读精读结合，以纲统目，进而扩展发病机制、
医用地理学、时间治疗学的探究，为研读《黄帝内经》并完全立足实用，开创了当今时代崭新的中医
治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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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阳和蠲痹汤
白虎桂枝地骨皮汤
桂枝附子巴戟天汤
痹病巴豆外敷方
痹病解痛布
三仙三妙丸
利湿宣痹方
祛湿通络筋痹方
泻浊解毒痛风方
养血散寒祛痹方
风心病方
红斑狼疮方
痿病清金保肺方
痿病补益肝肾方
痿病清热利湿方
痿病补益脾胃方
痿病温化寒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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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热痹的主症为关节肌肉红肿热痛，其痛及皮、及骨，轻按重按均不可耐，运动障碍，得冷则舒，
舌质红，苔黄厚干，脉数。
偏风者则骨节间似风走窜，有许多关节的病变，恶风，汗出，舌质红，苔薄黄，脉浮数；偏湿者则关
节肿大较多见，按之痛剧，下肢为甚，活动障碍明显，舌质嫩红，苔黄厚腻，口渴而饮水不多，口黏
口淡；单纯热型则无偏风、偏湿的症状，而出现一派纯热证候。
　　寒痹的主症为关节肌肤触之冰冷，疼痛部位较深，喜按打叩击，关节活动障碍，特点是体位变换
之初均不利，畏寒，关节疼痛，得热则舒，纳少便溏，舌质淡白，苔薄白，脉沉弦缓。
偏风者则恶风，遇风刺痛，疼痛走窜不仅限于骨节间，还在关节周围肌肤，舌质淡白，苔薄白而干，
脉缓；偏湿者见骨节皮肤酸胀疼痛，疼痛部位以肌肉为主，舌质淡白，苔薄白而腻；单纯寒型则无偏
风、偏湿的症状，而出现一派纯寒证候。
　　近几年治痹药研究较多，诸如雷公藤、川乌、草乌、乌梢蛇、白花蛇等。
有的医者则每人必用，每方必用，但因未能辨明证属何痹及何阶段，如此虽有可能治愈一二例患者，
但若欲提高诊治水平，则难上难矣。
　　羌活胜湿汤主治风湿在表，其证多由汗出当风，或久居湿地，风湿之邪侵袭肌表所致。
风湿之邪客于太阳经脉，经气不畅，致头痛身重，或腰脊疼痛、难以转侧。
　　风湿在表，宜从汗解，故以祛风胜湿为法。
方中羌活、独活共为君药，二者皆为辛苦温燥之晶，其辛散祛风，味苦燥湿，性温散寒，故皆可祛风
除湿、通利关节。
其中羌活善祛上部风湿，独活善祛下部风湿，两药相合，能散一身上下之风湿，通利关节而止痹痛。
臣以防风、藁本，入太阳经，祛风胜湿，且善止头痛。
佐以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蔓荆子祛风止痛。
使以甘草调和诸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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