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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承气汤
二、小承气汤
三、调胃承气汤
四、麻子仁丸
五、桃核承气汤
六、厚朴七物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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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脉四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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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干姜附子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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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使用经方的关键在于抓住主证
一、什么是主证，为什么要先抓主证
二、抓主证，也要注意兼证
三、变证的形成及其临床意义
四、夹杂证形成的特点
五、抓主证，使用经方的治例
六、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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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刘老早期作品，全是干货。
2、经典就是经典，大师就是大师，说的都是简单明白的道理，这本惊艳的小册子今日才读，真是唐
突美人，罪过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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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伤寒论十四讲》的笔记-第19页

        把八纲塞进六经有点牵强，他们有这互相的关系，但也是有不兼容的地方或者说不过去的地方，
如在表里纲里在阴经病时就显得不太好理解，看中医时就好感觉他与中医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同
时在古代的行医者一般是儒家，这时儒家的思想就无形地融合到中医里面去，三而纲纪对儒家来说就
特别重要了，这就需要我们鉴别了。如六经里有这一组症状，那他里面就能表现为阴阳寒热等等，但
要说的是，他不一定是多表现出来，也不一样有对立面，喔我们应该客观地来看，不能丢了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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