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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金匮玉函经》校勘和研究的专著。
一《金匮玉函经》就是《伤寒论》，为张仲景所撰之同体而别名，是最早而又未失原貌的古传本。
两书同为宋时校正的标准本，因藏于馆阁651年，很少流传，不被人们所知，因此，对该书荒于研究。
    作者对其首次了以校注和系列研究，认为具有如下特点：①可以全面的了解《伤寒学》的发展，流
传以及不同时期各版本的特点；②保持了仲景撰著时“前方后证”的原旨；③从所有原文中能看出仲
景是以“回顾性病案记录式”体裁撰著；④从字词中能了解到东汉时代的文化和巫医、凡医盛行以及
是当时仲景为救逆救误的实况记载；⑤从校注过程和校注后可见现在所流传的宋本、成本、唐本、康
平本、康治本、桂林本等各种版本与之比较，唐本来源于《玉函经》；宋本、成本、康平本、桂林本
可能是一个祖本；⑥宋本经王叔和与宋林亿等校正时修改、添加以致错乱，已失去了《伤寒论》的原
貌，非仲景之真谛；⑦因《玉函经》“证治总例”非王叔和编次，又无序文，原文编排与众不同，校
时保持了旧日，可免除“有无序文”、“当太守否”、“撰于《素问》”、撰于《汤液经》、“六经
与六病”、“版本来源真伪”“六大争论”；⑧作者在儿十年的研读中特别总结了从原文到临床运用
案例，悟出了立“辨证纲领”以“物质基础”论，提出新的“辨证纲领”，使辨证法则返古而执简驭
繁。
    本书适宜于中医约院、校师生，临床中医师，研究《伤寒论》的学者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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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忠文，男，1940年生，湖南常德人，1956年中医学徒，后人常德中医学校深造。
现任常德市第二中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湖南省中医学会中医肝病医疗中心主任；国家级中医肝病
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华西医药卫生交流发展中心研究员。
     
    从事中医临床、科研、教学工作五十多年。
近20多年来对中医疑难杂病、肝病的临床与科研方面，通过对数十万例乙型肝炎患者长期临床观察、
治疗，综合乙型肝炎发展变化的社会、心理、生理、病理、环境等因素，将乙肝之病因病机高度概括
为：湿、痰、毒、郁、瘀、虚六个方面，以及“三劳致病”等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提出了湿毒疫邪
乘虚而入，首犯肝胆，传之脾胃，邪逐步深伏入血，正虚邪恋，穷必及肾，致使人体多脏器多系统发
生病变。
对中医内、妇、儿科理论与临床有很深的造诣。
精研《伤寒论》，临床善用经方，救危重症屡起沉疴，对《论》中诸多论点，敢于质疑，提出新的辨
证纲领及法则；开趺阳脉研究之先河，著有《趺阳脉学》专著一书，先后在中央、省级专业刊物上发
表论著，总结性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由此，于1993年起经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医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确定为湖
南省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师承教育导师。
2008年又继续为湖南省第二批老中医药专家师承教育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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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引子　　《伤寒论》的研究，自古至今从未间断过，可谓是千百年来一个永恒的课题。
在过去的时代里，有从版本着手的，有从方证编次的、有从校正条文简错的、有重诊法与治法的、有
立六经八纲辨证者⋯⋯还有从某一侧面研究而颇有心得体会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形成了多个流派
，而在学术上各具特点。
其研究者遍及国内外，其中有13本伤寒学家之研究成果不菲。
总之，历代伤寒学家为继承和发扬仲景学说取得不可磨灭的功绩。
　　笔者乃后学者，还大有必要继续⋯⋯。
现代虽距仲师时代远达一千八百多年；离王叔和（公元三世纪）搜残撰次时亦有一千七百多年，到孙
思邈编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收编《伤寒论》时达一千三百五十年左右；到宋治平二年（公
元1065年）又校正《金匮玉函经》时屈指可数八百多年。
当时只对《伤寒论》以多种形式版本刊行于市，却将《金匮玉函经》藏之于馆阁。
　　明清时代以《注解伤寒论》受到医家的欢迎，成为学习和研究《伤寒论》的主要版本，在此期间
，还有《伤寒论条辨》、《伤寒尚论篇》、《伤寒论集注》、《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浅注》等
；20世纪60年代始《宋本伤寒论》的出现，虽然结束了《伤寒论》各种版本纷争的杂乱局面，但是，
《宋本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都是经宋代校正医书局校正刊行的通行本、标准本。
作为全国中医院校的必修课程、统一教材，既然如此，为什么只选宋本为底本，作者多年以来带来这
个疑问，逐步深入的对十多种不同版本《伤寒论》，通过考证、校勘、比较之后，发现《玉函经》优
于“宋”、“成”本，并具有以下特点：　　1．《金匮玉函经》同为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正的通
行本、标准本、统一本。
由于当时校正的《宋本》不久就散佚，与南宋覆灭而随之销声匿迹后，再在治平三年，时仅隔一年左
右“次校成此《经》”。
（以校正《金匮玉函经》疏为证）。
　　2．据考证的结论来看，《金匮玉函经》的目录名称原文内容及条数、方剂数，早于《宋本》而
保持了张仲景所撰之中期作品的原貌，既非早期又不属晚期，而《宋本》据考证为第七稿，除去20世
纪30年代所发现的湘古本、涪陵本、白云阁本均为《伤寒杂病论》的手抄本和同属晚期的全、善本之
外，《宋本》亦属后期之版本。
　　3．《金匮玉函经》之编写体例为“前证后方”，这是保持古传本之最大特点，而《宋本》、《
成本》均因《唐本》之编者孙思邈的重大改革编写体例“方证同条”、“同类相附”之后，仿效沿袭
至今，因而失去了古传本之而貌。
　　4．《金匮玉函经》版本前无“伤寒卒病论集”之所谓序名和无序文，保持了汉时无人为自己作
序之时代，可以免除对“序”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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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匮玉函经研究》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准则，甄诸版本原文字、词、句，勘宋、成本与《金匮玉
函经》之差错讹误处几近九成；以时代社会背景为前提，由理论而实践，举仲景与巫医斗之实例及著
者临证之医案，析仲景之辩证思维体系，立阴、阳、气、血、津液、水液代谢为《金匮玉函经》之辨
证论治纲领。
可谓集伤寒学古籍研究之大成，当能俾后学得仰仲景学说之丰采，为中医药院校师生提供了学习和研
究《伤寒论》不可多得的辅导读本，实乃杏林之幸事，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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