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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伤寒心悟》编著者章浩军。

《伤寒心悟》一书系作者从医30年对《伤寒论》的探索与研究，以及 经方应用方面的经验总结，由学
术探索篇、临床实践篇、经方治验篇三部
分组成。
学术探索篇谈及《伤寒论》学习方法、对《伤寒论》六淫致病观 理论的探索、探析《伤寒论》证治规
律，从而加深对《伤寒论》六经辨证
理论的理解。
临床实践篇应用六经理论对下利病之病因、病机、辨证、治 疗进行系统整理分析，将其提升为张仲景
论下利理论，用之指导消化系统
疾病的诊治与临床实践。
经方治验篇遴选作者近年在“学经典、做临床” 中应用经方诊治各科疾病颇有特色的60例医案。
本书适合伤寒研究者、临
床中医师及相关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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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浩军，男，1962年12月出生，1983年7月毕业于福建中医学院中医医疗专业，医学学士。
现任福建省龙岩市中医院副院长、中医内科主任医师，为第二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十二五”
国家重点中医专科培育项目——脾胃病专科学科带头人、龙岩市名中医。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防治风湿病联盟常委，福建省中西
医结合学会风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消化病分会常委，福建省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常委、中医经典分
会常委兼副秘书长，龙岩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医院管理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医疗业务上认真钻研《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善于学习、总结中医名家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并经临
床实践与创新，提升中医辨证论治水平。
同时，还努力学习掌握相关的现代医学知识，具备较强中医内科、尤其是脾胃病、风湿病等的诊治能
力。
善用经方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胃炎、胃溃疡、功能性胃肠疾病、类风湿关节炎、重症肌无力等疑
难杂症。
现承担龙岩市市级科研课题——“六经辨治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研究”等，著有《伤寒悟要》等，并
在国家级、省级公开发表《应用六经理论指导肠道疾病诊治》《论(伤寒论)之和》等50余篇中医药学
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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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术探索篇●
伤寒学习法
一、伤寒重熟读强理解
二、用伤寒重六经熟方证
《伤寒论》湿病证治
一、《伤寒论》湿病的概念
二、《伤寒论》湿病病因病机特点
三、湿病证候与论治特点
《伤寒论》燥病证治
一、《伤寒论》燥病的概念
二、《伤寒论》燥病病因病机分析
三、《伤寒论》燥病证候特点
四、《伤寒论》燥病汤证分析
《伤寒论》火病证治
一、火逆病的概念
二、火逆病的证候特点
三、火逆病的汤方分析
阳明病虚寒证证治
一、阳明虚寒证证治特点
二、阳明病症状虚实寒热鉴别
三、阳明虚寒证不能统属于太阴病
略论《伤寒论》三阴中风
一、传统的六经表证论
二、三阴中风预后论
《伤寒论》或然症的证治规律探析
一、或然症出处
二、病机特点
三、方药特点
《伤寒论》“结”之内涵探析
一、结的含义
二、结的临床意义
三、结之证分类
论《伤寒论》之和法
一、和之内涵
二、和法特点
《伤寒论》手足辨证规律初探
一、手足急重在阳虚津伤，治以温阳敛津
二、手足疼多为寒湿犯表，治宜通阳利湿
三、手足汗当辨阳明寒热，治重阳明通下
四、手足温阴证阳气来复，治以和解枢机
五、手足厥阳虚阳郁有别，治分回阳达郁
干姜附子汤方证的临床意义
一、析干姜附子汤方证之理以明坏病之治
二、辨干姜附子汤方证之法谈重阳之得失
三、从干姜附子汤方证之方谈附子、干姜配对意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伤寒心悟>>

四、以干姜附子汤方证之药谈附子的应用
五、举干姜附子汤方证之剂言剂型之改
六、从干姜附子汤方证之工论医患相得
七、从干姜附子汤方证之质谈病质与药质相应
八、由干姜附子汤方证之效论医存之本
九、结语
仲景下利证治规律研究
一、张仲景论利的学术体系渊源——《黄帝内经》论“泄”
二、张仲景下利病证治规律研究
三、结语
●临床实践篇●
应用六经理论指导消化系统疾病临床诊治思路
一、溃疡性结肠炎注重“六经辨证”
二、老年性便秘治从“阳微结”
三、功能性消化不良关键在“郁”
四、肠易激综合征辨治首重“少阳”
仲景下利理论指导临床实践——从六经辨治溃疡性结肠炎
一、三阳热利证
二、少阳寒热利证
三、太阴少阴寒利证
四、厥阴热利证
五、厥阴久利证
经方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相关抑郁症
一、肠易激综合征相关抑郁症因枢机不利所致
二、肠易激综合征相关抑郁症以和法为治
老年性便秘从“结”论治
一、张仲景论便秘之概说
二、老年性便秘从“阴结”论治
三、老年性便秘从“脾约”论治
四、老年性便秘从“阳微结”论治
功能性消化不良从少阳枢机不利论治
一、功能性消化不良病机关键在于少阳枢机不利
二、功能性消化不良之治重在和解少阳，气机畅通
桂枝汤证理论探析与临床实践
一、桂枝汤证的理论探析
二、临床实践
三、病案举例
通涩法在治疗二阴急症中的应用
一、慢性肾小球肾炎之大量蛋白尿
二、糖尿病之多尿症
三、肾结石伴肾盂积水之尿频痛
四、痢疾之里急后重
五、老年性便秘之大便难
●经方治验篇●
一、发热类治案
二、脾胃病经方实践录
三、肺系病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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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系病治案
五、肝系病治案
六、肾系病治案
七、经方治糖尿病并发症案
八、外科、妇科病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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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伤寒重熟读强理解熟读原文，是学好《伤寒论》的基本功。
对主要条文必须熟读，最好能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这些条文。
学习的日的在于力求精通，而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而要精通必须熟读，熟读可以帮助理解，俗谓
“文章不厌千回读，熟读深思理自知”。
清·章学城说：“学问之始，非能记诵。
博涉既深，将超记诵。
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
”《文史通义》强调了记诵的目的和重要性。
吴考磐认为：“《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字数不多，我认为最好全部或大部背熟，
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陈鼎三认为：“经典著作中的条文，乃是从无数病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俗话
所说‘万变不离其宗’之宗。
记住它，背诵它，就能在临床上触发思绪，吃透精神，从熟生巧，别出心裁。
”我们认为《伤寒论》中方证的条文和方剂最好能熟记。
　　（一）常见文法要掌握　　“省略法”，论中不少原文是采用省略的笔法写成的。
例如只提一症一脉，以概其余，这就应当前后文联系地读，领悟原文精神。
如“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为什么脉数者，还可以发汗？
而且宜用麻黄汤呢？
这条原文必须与第1条太阳病提纲，第3条“⋯⋯名为伤寒”的提纲，以及第35条麻黄汤证的主文相互
对照，才能搞清楚“脉浮数宜麻黄汤”的道理。
此类条文论中甚多，读时应一隅三反，不然会读不通。
　　“倒装法”亦称“倒装句”。
论中的原文多数是按主证、主脉、主方，或提示病机、转归、治疗、禁忌等依次排列，这是顺叙，可
以一读便通。
但有的条文则不然，不一定是按上述主次顺序排列的，如“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
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
本条文“小青龙汤主之”句，应移在“发热不渴”的句下，与全文才能衔接，论中此类条文，在理解
时应将倒叙文句，按文理原理，换回顺叙的意思。
　　“插叙法”是在叙述中插入其他脉证，或插叙病机，或带有鉴别诊断的作用等。
如“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
当汤主之”。
本条是叙述蓄血发黄的证治，与上下文三条并列，都提出小便利与不利，以兹鉴别蓄血证。
这类条文六经皆有，应当明辨。
　　“举宾略主”亦属“省文”之类。
论中六经辨证，提纲中叙述之主证、主脉，在其后的条文中则多有省略，例如“太阳之为病，脉浮，
头项强痛而恶寒”。
而后凡提“太阳病”三字，则包含本条的脉症。
再如“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
宜服四逆辈”。
原文中心意思是讨论太阴病的治法。
因而“属太阴”三字，则寓有“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的主证，其“自利不渴者
”，即省略了主证。
这种条文必须参合太阴病提纲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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