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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经典名著全注全译系列丛书主要选择了能体现中医学理论构架的理、法、方、药和临床应用
范例的七本典籍。
这七本主要典籍是《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
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和《温病条辨》。
通过对这七本医学经典名著的全注全译，使这些奠定中医学基础的名著以通俗易懂的面目展现在热爱
中医中药的广大民众面前而被认同。
凡被民众认同的学科知识才能具有生存的土壤和无限的生命力，也才会有发展的空间和市场。
如果把发生于古代的经典医著永远尘封在神秘面纱之下，永远是“阳春白雪”，只让少数人读懂，那
么这样的经典也只能束之高阁，为了使其从真正意义上发扬光大，永远传扬，这便是我们勤勉译注这
些经典名著的缘由和动因。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科学普及是任何一门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任务，三者缺一不可。
学科的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灵魂，是提升学科品质的必要方法；是丰富学科的科学内涵，强化学科
生命力的核心；是学科的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工作和根本任务；也是解决学科学术层面的理论问题以及
技术层面应用问题的必须的手段。
学科的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应的人才来实现，所以学科的人才培养是学科发展链接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链
环，是解决学科存在、学科发展进程中技术力量的贮备。
无论是学科的学术理论或技术应用，都需要有相应的高素质、高水准的人才予以实施。
可见，人才的培养对于学科的存在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两个方面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唯独学科的科学普及工作不被人们所重视。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注全译伤寒论>>

内容概要

《伤寒论》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性经典著作之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辨证论治专著。
它将理法方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规范
，被后世医家奉为经典，至今依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学的理沦研究和临床实践。
　　全书共分十卷二十二篇。
系统地论述了人体感受风寒之邪而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及如何进行辨证施治的方法。
保留了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辨痉湿喝脉证并治、及诸可诸不可等篇，从而使读者能以赵开美摹
刻的宋本《伤寒论》为底本了解《伤寒论》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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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伤寒论》研究述评　刻仲景全书序　伤寒论序　伤寒卒病论集卷第一　辨脉法第一　平脉法第二卷
第二　伤寒例第三　辨痉湿喝脉证第四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卷第三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
卷第四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卷第五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八　辨少阳病脉证并洽第九卷第六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第十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卷第七　辨霍乱病脉证
并治第十三　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辨可发汗病脉证
并治第十六卷第八　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第十七　辨不可吐第十八　辨可吐第十九卷第九　辨不可下
病脉证并治第二十　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卷第十　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参考文献
方剂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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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柴胡汤证：《伤寒论》第96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
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
，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
”本条讲述了少阳病的证治，文字大部分描述了少阳病的症状，这正体现了张仲景的整体性辨证思维
。
少阳经包括手、足少阳二经，而手、足少阳经又分别由肝胆、三焦等通过经络相互联系起来而形成一
个整体，故每一经病变时，构成该经的脏腑器官因为相互联系都会受到影响，只是受累程度不同。
邪入少阳半表半里，枢机不利，正邪纷争，正胜则热，邪胜则寒，故寒热交替出现。
因足少阳之脉，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故见胸胁苦满，胆火内郁，进而影响脾胃，故神情
默默，不欲饮食。
胆火内郁则心烦，胃失和降则喜呕。
以上病症均由于少阳之为病而引发，故治疗应以和解少阳为基础，再根据病情随证加减。
　　综上所述，整体性原则是准确辨证治疗的基础。
在临床上，遇到的疾病无论是单一还是复杂，都必须以整体性原则为指导，它将为我们提供一条进行
辨证的系统“线索”。
3.疾病预测的整体观《伤寒论》第198条：“阳明病，但头痛，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咽必痛；若
不咳者，咽不痛。
”本条讲阳明病中风邪热上扰证，张仲景在此本着整体性原则，根据咳与不咳来预测有无咽痛。
邪热犯肺致咳，咽喉为呼吸之门户，与肺胃互应，肺受热扰，必影响及咽至其痛，若不咳则说明肺胃
未受邪，那么咽喉也不会受邪，故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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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注全译伤寒论》编译时以“注释为主，校勘为从”为原则，尊重原典，注释详细，译文精准
，并在每一药方后附有临床应用，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研究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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