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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古典临床专著，它以六经辨证为其核心，以外感热病为
其基本内容，同时亦可指导对多种杂病的辨证论治。
因此，它既是一部临床专著，又是临床各科的基础。
是书理论与实践价值甚高，古今中外之研习者，代不乏贤，且互有发明创造。
集千余年之研究成果，则《伤寒论》已发展为一门伤寒学科，因而以此作中医教材，是突出中医特色
，发扬中医学术之必需。
　　是书质朴，文字精要，寓精深理蕴于指事之中，因而使初习者难学难用，大有望洋兴叹之感。
有鉴于此，历来有识之士，潜心研究，锲而不舍，承前启后，乃至今日，不仅能使隐者显彰，晦者昭
明，蕴者弘扬，且临床运用，或遵其法，而法明方效；或参以心得，而灵妙无穷。
观其成就，既在微旨之中，亦在方法之外，故其理致，早已渗透于临床各科。
由是言之，则《伤寒论》虽创始于仲景，而伤寒学，似可称为历代众多学者智慧之结晶。
故清代有贤者谓《伤寒论》：“诚医宗之正派，启万世之法程，实医门之圣书也。
”*今人刘渡舟教授，誉其为“中医之魂”，岂能等闲视之？
或谓“古人一本书，今人一门课”，似有尊古薄今，抱残守缺之嫌，是愚所未敢苟同者。
观当今之世，中央决策英明，继续改革开放，政通人和；于学术发展，仍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
针，故愚不避其物议，但忧其弛废。
受命年余，兢兢业业，寝食难安。
盖以愚之驽钝，惟恐失中医药学术之真传、活人之宝典、先哲后贤之心血，而成败功过，无所萦怀。
无所萦怀者，一已之私利也；有所萦怀者，惟恐贻误后人也。
　　本教材是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0年6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成人教育教材》主
编会议精神，在原《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教材·伤寒论讲义》（李培生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1986年版）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补充修订而成，使教材编写既有连续性，又能体现本学科的新进
展，以适应教学改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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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伤寒论讲义》是我国第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古典临床专著，它以六经辨证为其特色；以外感热
病为基本内容，同时亦可指导对多种内伤杂病的辨证论治。
《伤寒论讲义》理论及临床价值甚高，古今中外之研习者，代有贤人，且互有发明创造。
因而今日以之作为中医教材，是突出中医特色，发扬中医学术之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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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培生：湖北中医学院教授，我国著名中医学家、伤寒学家，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
作的指导老师，中国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顾问。

从１９３６年开始，李培生撰写了论文、论著等８０多篇（部），还多次主编《伤寒论》高等院校教
材以及函授教材。
其中三部伤寒学著作《柯氏伤寒论翼笺正》、《柯氏伤寒附翼笺正》、《柯氏伤寒论注疏正》是李老
全面研究《伤寒论》各家的注疏，结合自己提出的“医理重于文理，文字平正通达”的研究方法，前
后历时３０多年完成的力作，这三部伤寒学著作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填补了中医学术的一项
空白，因而，李培生被誉为伤寒界的一代宗师。

梅国强，1939年3月生于湖北黄陂。
1964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本科留校执教与行医。
现为湖北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广州中医药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专业委员会顾问、湖北省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
湖北省中医药学会仲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医杂志》编委、湖北省科协常委、湖北省《伤寒论
》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
1992年被批准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同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梅国强教授长期从事《伤寒论》的教学、临床与科研工作，是知名的伤寒学专家。
曾主编全国中医药院校统编教材《伤寒论讲义》，发表论文30余篇；临床擅长运用六经辨证治疗各种
疾病，其于心血管及消化系统疾病有所专长，其根据临床经验撰写的《拓展方临床应用途径》、《加
减柴胡桂枝汤临证思辨录》、《加减柴胡陷胸汤临证思辨录》等论文受到中医学术界高度评价，前2
篇于2003-2004年被《中国中医药报》连载；主持科研课题十余项，其中《伤寒论血虚寒凝证实验研究
》等通过鉴定，达到国内首创水平，获湖北省人民政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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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伤寒卒病论集（原序）概论一、《伤寒论》的作者二、《伤寒论》的版本沿革和学术发展概要三、《
伤寒论》的学术渊源与成就四、伤寒的含义五、六经的概念六、《伤寒论》的辨证方法（一）六经辨
证（二）六经辨证与八纲辨证的关系（三）六经辨证与脏腑辨证的关系（四）六经病的传变规律（合
病、并病、直中）七、六经病证治则治法第一章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一节 太阳病纲要一、太阳病脉
证提纲二、太阳病分类三、辨传变与否四、辨太阳病欲解时[附]其他五经病欲解时第二节 太阳表证一
、太阳中风（表虚）证（一）桂枝汤证（二）桂枝汤禁例（三）兼证1．桂枝加葛根汤证2．桂枝加厚
朴杏子汤证3．桂枝加附子汤证4．桂枝去芍药汤证5．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证6．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
两人参三两新加汤证7．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证二、太阳伤寒（表实）证（一）麻黄汤证（二）麻
黄汤禁例（三）兼证1．葛根汤证2．葛根加半夏汤证3．大青龙汤证4．小青龙汤证三、太阳表郁轻证
（一）表郁不解证1．桂枝麻黄各半汤证2．桂枝二麻黄一汤证（二）表郁内热证第三节 太阳里证一、
蓄水证二、蓄血证第四节 太阳病变证一、变证治则二、辨病发于阴、发于阳三、辨寒热真假四、辨虚
证实证五、热证（一）栀子豉汤类证（二）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三）白虎加人参汤证（四）葛根
芩连汤证六、虚寒证（一）心阳虚证1．桂枝甘草汤证2．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证3．桂枝去芍药加蜀漆
牡蛎龙骨救逆汤证（二）心阳虚奔豚证1．桂枝加桂汤证2．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证（三）脾胃阳虚证1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证2．茯苓甘草汤证3．小建中汤证4．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证5．胃寒吐逆
证（四）肾阳虚证1．干姜附子汤证2．茯苓四逆汤证3．真武汤证七、阴阳两虚及阴阳转化证（一）阴
阳两虚证1．芍药甘草附子汤证2．炙甘草汤证（二）阴阳转化证八、结胸证（一）结胸证辨（二）热
实结胸1．大陷胸汤证2．大陷胸丸证3．小陷胸汤证（三）寒实结胸证九、脏结证十、痞证（一）痞证
的形成（二）大黄黄连泻心汤证（三）附子泻心汤证（四）半夏泻心汤证（五）生姜泻心汤证（六）
甘草泻心汤证（七）痞证辨证十一、火逆证十二、欲愈候第五节 太阳病类似证一、风湿证二、十枣汤
证三、瓜蒂散证第六节 辨表里治法及其先后缓急[附]备考原文太阳篇小结第二章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
一节 阳明病纲要一、阳明病提纲二、阳明病外证三、阳明病主脉第二节 阳明病病因病机第三节 阳明
热证一、栀子豉汤证二、白虎汤证三、白虎加人参汤证四、猪苓汤证第四节 阳明实证一、承气汤证（
一）调胃承气汤证（二）小承气汤证（三）大承气汤证二、润导法三、下法辨证四、下法禁例第五节 
阳明病兼变证一、发黄证（一）茵陈蓠汤证（二）栀子柏皮汤证（三）麻黄连轺赤小豆汤证（四）寒
湿发黄证（五）欲作谷疸证（六）被火发黄证二、血热证第六节 阳明病辨证一、辨中风中寒二、辨虚
证实证[附]备考原文阳明篇小结第三章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第一节 少阳病提纲第二节 少阳病证一、小柴
胡汤证二、少阳病禁例第三节 少阳病辨证第四节 少阳病兼变证一、变证治则二、柴胡桂枝汤证三、
太阳少阳并病刺法四、大柴胡汤证五、柴胡加芒硝汤证六、柴胡桂枝干姜汤证七、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证八、黄芩汤、黄芩加半夏生姜汤证九、传变及预后[附]热入血室[附]备考原文少阳篇小结第四章 辨
太阴病脉证并治第一节 太阴病提纲第二节 太阴病虚寒证⋯⋯第五章 辨少阴病脉并治第六章 辨厥阴病
脉证并治第七章 辨霍乱病脉证并治第八章 辨阴阳易瘥后劳复病脉证并治附篇 模拟试题及参考答案条
文索引文剂索引附录 古今剂量折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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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变证治则　　【原文】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1]，仍不解者，此为壤病
［2］，桂枝不中[3]舆之也，觀其脉澄，知犯何逆，随證治之。
⋯⋯（16）　　【词解】　　[1]温针：是针刺与艾灸合并使用的一种方法。
操作时，针刺一定穴位，将艾绒缠于针柄上点燃，使热气透入。
　　[2]坏病：指被误治而导致的变证。
　　[3]不中：中，音仲（zhong）。
不中即不可的意思。
　　【提要】太阳坏病的概念及其治则。
　　【分析】本节分两段，从“太阳病三日”至“桂枝不中与之也”为前段，其余为后段。
前段提出坏病的概念，后段论述坏病的治则。
　　太阳病经过数日，已用过发汗或吐下、温针等法治疗，不仅病症不愈，而且病情恶化，难以用六
经证候称其名者，便是坏病，也即是误治后的变证。
病已不在表，故桂枝汤不能再用。
另外，还应指出，虽然本条论及坏病是因误治所致，但从临床实际出发，坏病亦有不为误治，或体质
及病邪等因素自身恶化的。
　　“观其脉证”，是说坏病变化十分复杂，证候多端；所变何证，难以预料；所用何方，亦无成法
。
必须由医生仔细观察分析，脉证并举，四诊合参，全面完整地搜集病情资料，以供准确地分析判断病
机之用。
　　“知犯何逆”，是在“观其脉证”的基础上，运用中医基本理论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找出疾病的症结所在，从而做到见病知源，使诊断较为可靠。
　　“随证治之”，是根据正确诊断，运用理法方药的知识和技能，针对疾病发展某一阶段的本质进
行治疗。
病有万变，法必随之而变，因人、因时、因病而制宜。
　　上述十二字的治疗原则，仲景虽因坏病而立，但蕴含着哲理，是对中医辨证论治精神高度而准确
的概括。
因此，它对各种疾病均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选注】柯韵伯：坏病者，即变证也。
若误汗，则有遂漏不止、心下悸、脐下悸等证；妄吐，则有饥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等证；妄
下，则有结胸痞硬、协热下利、胀满清谷等证；火逆，则有发黄、圊血、亡阳、奔豚等证。
是桂枝证已罢，故不可更行桂枝汤也。
桂枝以五味成方，减一增一，便非桂枝汤，非谓桂枝竟不可用。
（《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桂枝汤证下》）　　程郊倩：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盖欲反
逆为顺也。
非从望闻问切上探出前后根因，无从随证用法，非头痛医头之为随证治之也。
（引自《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坏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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