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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伤寒论》（《伤寒杂病论》）作为中医学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近两千年来对中医学的影响，对中
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和发展，乃至对亚洲、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在温长路先生的序中已经有了准确
而精到的论述。
关于《伤寒论》版本流传、演变以及研究的情况，钱超尘兄的序中有更为详尽的论列。
这些都无需我在这里辞费。
《伤寒论》既在人类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现在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集中巨大的财力、
众多的人力编辑出版了《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其意义自不待言。
《四库全书》功过参半。
借由编纂而禁书、毁书、改书是其罪；但保留古籍、钩沉辑要又是其可称道处。
特别是像搜集钞录《伤寒论》这类的书籍，因为没有触及当朝忌讳和有碍于以汉制汉的内容和言辞，
因而其所写录的真实和准确是无可怀疑的，其价值也就应该给予肯定了。
二百多年来世人无缘得睹《四库》面目，上个世纪，海峡两岸竞相影印，它才逐渐走进各地各校图书
馆，得为学人使用。
但卷帙浩大，购置、存储、检索仍为学者所苦，此次《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的出版无疑将
为研究伤寒学以及整个中医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这真是一项巨大的功德。
我的专业并不是中医学。
和中医学以及中医界有了较密切的联系几乎是由于偶然的“机缘”。
改革开放后，训诂学出现复兴之势，反观训诂学二百多年的历史，我认为训诂学欲真正复兴，必须走
出围绕“经学”团团转的怪圈子，以训诂这一利器去观照传统文化的全部。
几经呼吁，应者寥寥，于是自己“先行先试”，其中一项工作就是钻研《黄帝内经太素》，就杨上善
注提出了看法。
巧合的是，在此前后我国当代伤寒学大家刘渡舟先生所主持的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伤寒论校注》
毕役，蒙师弟钱超尘教授举荐，承刘老不弃，我参与了该项目的专家验收会议。
为此，我事先反复通读了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虽未能得其精髓，却也知惊叹其六经辨证的伟大
，勉强避免了入门不知所云的尴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现在以给这套“集成”作序相命，大概与此有关吧。
其实，自那次幸得与刘渡老及国内众多伤寒大家共处一堂收益多多之后，二十年间再也没碰医学典籍
，虽然时萌继续钻研的念头。
我于《伤寒论》文本的“功底”就那么一点点，几近于无，何况于辨证论治更是百分之百的外行，怎
可担“序”之重任！
倒是近年来，出于对中华文化受到经济全球化挟裹着的“文化一体化”严重冲击的忧心，出于对中西
文化比较重要性的认识，不由得又在心底燃起了对中医学的关注，于是中医经典又成了桌边必有之物
。
这次对中医学的学习和思考和二十几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完全从宏观的角度，从学术发展史、
哲学史的视角出发了，自以为对中医学的认识又有所进步。
于是这才壮着胆子接下这个任务，并借以抒发胸中郁积已久的一些想法，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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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伤寒论》（《伤寒杂病论》）作为中医学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近两千年来对中医
学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和发展，乃至对亚洲、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在温长路先生的序
中已经有了准确而精到的论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上下册）>>

书籍目录

上册　伤寒悬解　伤寒说意　长沙药解　张子和心镜别集　河间伤寒心要　刘河间伤寒医鉴　伤寒治
例　伤寒近编　下册　伤寒缵论伤寒绪论　伤寒分经　伤寒论条辨续注　四圣悬枢　总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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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脉法八十二人不饮，其脉何类？
师日：脉自涩，唇口干燥也。
《素问·经脉别论》：饮人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
，水精四布，五经并行。
盖水人于胃，胃阳蒸动，化为精气，游溢升腾，上输于脾，脾气散此水精，上归于肺，肺气宣化，氤
氲和洽，所谓上焦如雾也。
肺气清肃，则经络通调，雾气不滞，降于膀胱，而化尿溺。
人身身半以上，水少气多，是谓气道；身半以下，气少水多，是谓水道。
气水一也，上下阴阳之分耳。
水道通调，下输膀胱，水滓注泻，溲便前行，所谓下焦如渎也。
水气之由经而下行也，渣滓输于膀胱，而精华滋于经络，洒于藏府，润于孔窍。
浊者下而清者上，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是以经脉流利而不涩，唇口滑泽而不燥。
不饮则经络失滋，故脉自涩，孔窍不润，故唇口干燥也。
此亦望切之法。
脉法八十二师日：伏气之病，以意候之。
今月之内，欲有伏气。
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
若脉微弱者，当喉中痛似伤，非喉痹也。
病人云实喉中痛，虽尔，今复欲下利。
伏气者，气之伏藏而未发也。
凡病之发，必旧有伏藏之根，气之欲伏，未形于脉，故应以意候之。
见其脉气沉郁凝涩，则今日之内，恐其欲有伏气，自此埋根，作异日之病基也。
假令旧有伏气，已形于脉，当须脉之。
若脉微弱者，是少阴之伏气也。
少阴之病，法当咽痛而复下利，以肾司二便，而脉循咽喉也。
病于阴分则下利，病及阳分则咽痛，阴在下而性迟，阳在上而性疾，下利未作，咽喉先见，故当喉中
痛也。
其状似乎喉伤，实非厥阴火升之喉痹也。
徵之病人，自云实咽中痛，阳分之病见矣。
虽尔，阴分之病犹未作也，今且复欲下利，迟则亦作矣。
此于望闻问切之外，广以意候之法也。
脉法八十三问日：脉有灾陉，何谓也？
师日：假令人病，脉得太阳，与形证相应，因为作汤。
比还送汤，如食顷，病人乃大吐下利，腹中痛。
师日：我前来不见此证，今乃变易，是名灾怪。
问日：缘何作此吐利？
答日：或有旧时服药，今乃发作，故为此灾怪耳。
脉证无差，而吐利忽作，诚为怪异。
大抵药经人手，容有别缘，或者婢妾冤仇，毒行暧昧，事未可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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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出版中医药古籍是我社的一个传统，但出版像《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这样的大型古籍整理
项目，我们仍然感到异常艰巨。
当前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要求加大出版传统文化产品的力度，而出版像《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
集成》这样的大型项目，无疑是符合这种文化产业趋势的。
自从2004年初，我社出版了影印本《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后，就开始酝酿出版经过整理后的由
《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伤寒类医著集成》和《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
》构成的《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此项目已列入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形成、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医学最为重要的关键性
支撑和主体构造，其学术内涵贯穿渗透到了中医药学的所有门类。
一部以《伤寒杂病论》为核心的仲景学说的发展史，也完全可以视之为整个中国医药学近两千年的发
展史。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不仅是医之瑰宝，同时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
因此，出版《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不仅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无上之光荣。
《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汇集了伤寒之学的历代重要研究著作，集中展示了仲景之学的研究
全貌。
正因为本出版项目非常重要，故被列入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
经过专家论证与排查书目，《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的内容涉及70余种著作，篇幅达800万字
之巨。
这样一个大型出版项目，不但是我社前所未有，就是放在全国范围内，也称得上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因其卷帙浩大，涉及很多方面的知识与很多方面的工作，我们在编辑加工书稿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巨大的工作量对我们的业务能力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我们不得不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为此，我们不
断与专家组探讨收选原则、点校尺度，并不断在社内的编辑校对、版式设计、装帧用纸等等专业事项
上用心用力，以求将这个系列做成精品出版物。
我们所做的工作，重点在整齐型制上。
具体做法如下：一、定整书顺序。
《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由《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伤寒类医著集成
》和《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三个独立部分所组成。
各部分所收各书的顺序基本依据其在原书中的固有顺序而定，而不是根据成书年代。
如宋金时代成无己的《伤寒论注释》，其成书年代肯定迟于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但在《
四库全书》中其排序在前，故本系列仍定其在前；又如《御纂医宗金鉴》，其成书肯定在喻昌的《尚
论篇》之后，但在《四库全书》中其排序在前，本系列亦将其内容定位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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