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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伤寒论后条辨整理与研究》内容介绍：《伤寒论后条辨》为清代程应旄(郊倩)编著。
全书15卷，约20万字。
整理者对原书进行了点校整理，并对程应旄及其著述、成书背景、版本、学术渊源进行了考证；对原
书的编次及注解特点、学术思想及对后世伤寒研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伤寒论后条辨整理与研究》的作者程郊倩；整理李平、楚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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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平，女，现为云南中医学院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59年生于河北承德。
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内科消化病诊治规律临床与实验研究、云南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
曾主持省自然基金课题1项，参加省自然基金、社科基金课题3项。
获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社会科学三等奖1项，省有优秀教学科研成果二等奖1项，省级优秀教材
奖1项。
出版公开发表学术论言语30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伤寒论后条辨整理与研究>>

书籍目录

伤寒论后条辨叙
序
自序
礼集
《伤寒论》自序
伤寒论后条辨跋
辨《伤寒论》一
辨《伤寒论》二
辨《伤寒论》三
辨《伤寒论》四
辨《伤寒论》五
王叔和伤寒序例贬伪
乐集
射集
御集
书集
数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伤寒论后条辨整理与研究>>

章节摘录

　　辨脉法伤寒之有六经，夫人知之，须晓仲景之意，要使人用六经，不当为六经用也。
一为六经用，凡一切似是而非之病，皆得假伤寒以诡投。
真伤寒不一入网①，何则？
伤寒杂病，同此六经，所区别之者，脉法耳。
有脉法，则可以用六经；无脉法，遂不免为六经用，辨之宁勿辨乎。
此处辨之有法，凡后面六经之辨，方有源头，法从此立故也。
所以阴阳则辨之以为纲，表里腑脏则辨之以为目。
务使本标了然，主客了然，邪正虚实了然。
指下无差，方从六经一勘合之。
病邪有真有假，总莫能逃。
矫枉正偏在此，杜渐防微在此，实实虚虚，万无此害。
是为道之根源。
故论中自痉湿喝而下，各自名篇，未尝系之以法。
二脉独系之以法而不名篇，明乎治伤寒不可无法，而不从二脉中辨定之，百千法有何用处？
在六经内外诸篇，总不得不归宗于此，以为法之祖云。
　　[一]问日：脉有阴阳，何谓也？
答日：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阳脉者生
，阳病见阴脉者死。
见当作现②。
　　阴阳二字，有时可以互举，有时不容并轩。
其可以互举者，无病之阴为纯阴，于阳则耦也：其不容并轩者，病至之阴为邪阴，于阳则贼也①。
经日：知阳者知阴，知阴者知阳。
脉有阴阳，病机之盈虚倚伏在此，医道之辅相裁成亦在此。
能于此穷其所谓，则于病之先一层上有了工夫，亦于病之深一层上有了工夫。
从此范围诸病，自无犯手处②。
故开口该以二凡字，使万有不齐之脉，特约之为阳脉阴脉③，则万有不齐之病，可针之为阳病阴病④
。
又何伤寒杂病之多岐⑤乎？
盖⑥脉不单见，有互有兼，各以类聚也。
类不聚不成邪。
则凡大浮数动滑之互而兼者，自是一类。
而凡沉涩弱弦微之互而兼者，自是一类矣。
欲从彼之杂⑦出者分其类④，无如以我之不二者总其名⑨，在大浮数动滑五者之体状，之息数⑩，各
不一矣。
然其⑩为邪气盛则实之诊则一。
经日：阳道之诊则一⑥。
经日阳道，实则就其实处一以名之日，此为阳也。
而凡于其所生病，日实，日热，日表，日府，皆从此五等脉中，体认一阳字，勿令误也。
在沉涩弱弦微五者之来，其体状，其息数，亦不一矣，然为正气夺则虚之诊则一。
经日：阴道虚则就其虚处，一以名之曰，此为阴也。
而凡于其所生病，日虚、日寒、日里、日脏，皆从此五等脉中，体认一阴字，勿令误也。
阴阳两判，无有混淆，其不为病邪播弄，亦自易易。
而无如几微疑似之际，病偏以假乱真，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吉凶悔吝之所关非小耳，是不可不就
病与脉交互处，一合参之，并就病与脉参差处，一反勘之。
凡病之来，非阴即阳，邪却定矣，其间转移进退，机则系乎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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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病受邪虽深，勿谓便难回护也。
阴病能见阳脉，则脏邪从里还表，邪退而正欲复，死处便可冀生。
阳病受邪固浅，勿谓可成玩偈也。
阳病见出阴脉，则腑邪去表人脏，正虚而邪渐盛，生中亦须防死。
生死关头甚大，只在阴阳反复之间，则见而未见处，果病势自然而然乎，抑或有关于人事也。
阴病自应以阴脉，何由见阳，力能挽回其阳，则阳长阴消，阳脉即从阴脉长出来，见此处未必便生，
然而高真之气已来，却便是生字滋扶之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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