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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匮辩证法与临床》主要从哲学思想特别是从辩证法的角度全面系统深刻地归纳了《金匮要略》在
理法方药方面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医学辩证法的科学买践基础、《金匮》“气”概念、病因病机学说
、脏腑经络辨证方法、脉学、治疗学、方药学、对药、研究方法及有关讲座。
还收录了作者及其导师王文鼎、彭履祥等八位名老中医的部分治验。
本书沿袭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体例严密，观点新颖，说理晓畅明白，可读性强
，是一部理论紧密联系临床实际，发扬仲景学术思想的特色教材，供中医各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使用
。
同时，也可供中医院校教师、临床医生及中医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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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中医学辩证法的科学实践基础　一、中医学辩证法从医疗实践中升华出了系统的哲
学思想体系　二、中医学辩证法随着中医学的科学实践活动而逐步发展　三、中医学辩证思维经历了
医疗实践的长期检验　四、《金匮》与《易》理及《老子》浅述第二章　《金匮》“气”概念的对立
统一观　一、物质与功能之气　二、病因之气　三、病机之气　四、症状之气　五、病名之气　六、
病位之气　七、方名之气　八、治则之气第三章　《金匮》的病因病机学说　一、疾病认识论的无神
论观点　二、强调内因的发病学观点　三、疾病因果关系的辩证法观点　四、脏腑之间互相联系、生
克制化的观点第四章　《金匮》的脏腑经络辨证方法　一、重视脉色、四诊合参的整体观念　二、脏
腑经络与八纲等辨证方法的有机联系　三、凭主症辨证论治，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　四、
以辨证为主，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注意鉴别诊断，正确处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第五章　《金匮》脉学
　一、《金匮》脉学的整体观内涵及其联系　二、《金匮》脉学的实践观与运动观第六章　《金匮》
的治疗学　一、普遍联系的整体观　二、灵活运用对立统一观点　三、抓主要矛盾的观点　四、透过
现象看本质的观点　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第七章　《金匮》的方药学　一、《金匮》方剂配
伍中的阴阳对立统一观点　二、《金匮》方药配伍与质量转化规律及其应用　三、《金匮》的药物剂
型、煎煮法、服法、用药量、药后护理及禁忌中的整体观与辨证论治的统一第八章　伸景“对药”阐
析与运用　一、仲景“对药”阐析　二、张锡纯运用仲景“对药”经验第九章　《金匮》辩证思维与
临床案例　一、作者临床治验举例及体会　二、王文鼎辩证思维与医案医话　三、彭履祥治验录第十
章　《金匮》讲座　　一、漫谈《金匮》湿病的辨证论治及治验举例　二、论张仲景方药剂量的应用
　三、略谈《金匮要略》学习方法　四、《金匮》有关中风理法方药与临床　五、《金匮》水液停蓄
病变的证治规律第十一章　《金匮》研究方法及教学方法　　一、观察方法　二、文献考证法　　附
：小半夏汤方剂用量考辨　三、哲学方法　四、实验方法　　附：（一）温阳化饮法对实验性肺心病
并右心衰血流动力学和激素变化的影响　　（二）苓桂术甘汤加味对高脂血症大鼠脂代谢及血液流变
学影响的实验研究　五、时间医学方法　六、数学方法　七、逻辑方法　　附：《伤寒恒论》辨疑汇
要　八、教学方法结语附录　一、编者简介　二、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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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仲景方剂　　麻黄、石膏相配的方剂，在仲景著作中有麻杏甘石汤、大青龙汤、桂枝二越婢一
汤、麻黄升麻汤、越婢汤、越婢加半夏汤、厚朴麻黄汤、小青龙加石膏汤、越婢加术汤以及附方续命
汤。
此中最典型的是麻杏甘石汤清宣肺热，用于太阳病汗下之后，汗出而喘的病证。
越婢汤用于全身水气化热的病证。
大青龙汤、厚朴麻黄汤、桂枝二越婢一汤与小青龙加石膏汤均以麻桂辛温为主，用较小量的石膏清解
里热作为辅佐意义，与麻杏甘石汤不同。
至于麻黄升麻汤中只用微量石膏，麻黄剂量十倍于石膏，石膏属于复方配伍中的一个次要部分。
续命汤用药复杂，当作别论。
　　赵以德释越婢汤配伍之义曰：“若越婢汤于发越脾气无一味相同，岂非仲景有意于命方哉。
何以然？
⋯⋯然甘者，土之本味，所以脾气不和，和以甘热；胃气不清，清以甘寒。
要而行之，必走经脉，要而合之，必通经隧。
经隧者，脏腑相通之别脉也。
是故麻黄之甘热，可自阴血中出，走手足太阴经，达于皮肤，行气于三阴，以祛阴寒之邪；石膏之甘
寒，可自气分出，走手足阳明经，达于肌肉，行气于三阳，以祛风热之邪。
所以用其味之甘以入土，用其气之寒热以和阴阳，用其性之善走，以发越脾气。
更以甘草和中，调其寒热缓急，调二药相合。
协以成功，必以大枣之甘，补脾中之血；生姜之辛，益胃中之气。
恶风者阳虚，故加附子以益阳。
风水者，则加术以散皮肤间风水之气，发谷精以宣荣卫，与麻黄、石膏为使，引其人士也。
越婢之名不亦宜乎？
”（《金匮方论衍义》）。
对麻黄与石膏相合以调寒热、和阴阳的作用，阐析精细。
　　3.后世应用　　《本草思辨录》指出了药物相制相用，使药性变化的可能。
它说：“石膏、麻黄并用，与大黄协附子，变其性温凉相制。
”“麻黄散寒发汗，石膏泄热止汗，相为制又相为用。
”大青龙汤与麻杏甘石汤中麻黄与石膏的剂量变化很大，大青龙汤中麻黄六两，石膏如鸡子大（为东
汉时四两弱）；而麻杏甘石汤中麻黄四两，石膏八两。
由此可以看出两方温凉性质的变化。
近年临床大多以麻杏甘石汤加味的形式应用于肺有痰热的证候，少数用于痹证化热，也有用于急性肾
炎水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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