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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经典民间师承课堂实录》

内容概要

《中医经典民间师承课堂实录: 师承课堂实录》内容简介：《伤寒论》，乃仲圣论广《汤液》之经典
，为经方学术之不二法门，显传了一剂知。二剂已这一中医临证取效最捷之真理。而注疏《伤寒论》
诸书虽多，惜多随文附意，不能与临床紧密结合，学者读后、临证依然难明，不执纲要，而《中医经
典民间师承课堂实录: 师承课堂实录》打破了以往伤寒、能说不能用之窠臼，以六纲为经.合并系属为
纬，重辑文序，并于经纬编首，阐明各纲病机，每编之中，方证类比，明朗至极切入临床。学者习之.
皆可易入其门、效用其方。条文授人锦鲤鱼，类编普施化龙方⋯⋯实乃发皇圣意，为业习经方者不可
多得之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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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基础概念教学  绪论    一、汉传中医学是最古老的循证医学    二、方证、药症理念和中医的辨证
尖端    三、《伤寒论》的理论核心是六纲辨证    四、用《内经》理论解《伤寒》貽误不浅    五、对《
伤寒论》中关于脏腑经络条文的质疑  第1章  基础理论    一、阴阳学说    二、卫气营血    三、三焦    四
、胃气  第2章  六纲辨证理论    一、理论起源    二、六纲与八纲    三、六纲框架理论    四、病、证、症
的关系    五、方证与药症    六、五证病机    七、治疗六法    八、六纲辨证的步骤?路    九、六纲方剂简
谈    十、治病略例  第3章  诊法及其他    一、绪论    二、辨脉法    三、平脉法    四、望诊及其他    五、证
治总例下篇  伤寒论条文类编补遗  第4章  阴阳表里寒热凡例(1—2条)  第5章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3—41
条)  第6章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42—106条)  第7章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107—117条)  第8章  辨太阴病脉证
并治(118—145条)  第9章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146—164条)  第10章  辨厥阴病脉证并治(165—206条)  第11
章  辨合并系厲病脉证并治(207—307条)  第12章  辨误治后脉证并治及禁忌(308—350条)  第13章  辨误治
后脉证并治及禁忌(351—427条)  第14章  辨刺灸宜忌脉证并治(428—453条)  第15章  存疑篇(计12条)附
录A  关于中药服用禁忌与用药用量的讨论附录B  汉代经方度量表附录C  方剂索引

Page 3



《中医经典民间师承课堂实录》

章节摘录

　　有用柴胡、葛根等炮炙的，会有凉性。这个药的药性和药味，各家说的很乱。味甘咸是对了，为
什么还“酸”？因为凡是发酵的，都有酸味存在。不太好统一看法，大家自己体悟吧。另外，还有一
个问题，就是方后有一句“得吐者，止后服”。有人认为，这是后人的注解，要删掉。因为栀子豆豉
，没有催吐作用。有的则认为不然，甚至服后，医生还要求探吐。目的是吐出热邪。这个问题，不要
理会，服后不吐很正常。服后要是吐的，病好了，也正常。以痊愈为准。我在临床上，见到部分病人
，服后恶心呕吐，然后病就好了。就像里热下利，以及协热利，用了葛根芩连汤，反而利下得稍微加
重，拉完了，就止住了。病邪外去的一个现象而已。这个问题，争论没有必要。　　353.发汗，若下
之，而烦热胸中窒者，栀子豉汤主之。（宋77）　　【栀子豉汤】（见351条）　　伤寒发汗不解，又
给攻下，导致表邪内陷阳明，造成烦热不安，阳明上焦湿热阻滞。也就是说，在栀子汤的证候基础上
，还有个“胸中窒”。这个“胸中窒”，是指胸骨后，胸中的感觉，感觉滞涩，窘迫而伴随疼痛，类
似于胸痹，或者真心痛，两者要分辨开。有时很不好分辨，尤其这个西医说的食管溃疡的那个疼，很
难和冠心病心绞痛分辨。这个临床要注意。对于西医的食管炎、食管溃疡，疼痛而有发噎的症状，属
于上焦里热的，用栀子汤可以解决。　　354.伤寒五六日，大下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
解也，栀子豉汤主之。（宋78）　　【栀子豉汤】（见351条）　　伤寒五六天，表证不解，估计是有
了阳明里证出现了，医生给用攻下药，并且大下，伤了胃气了，不解的表证会内陷胸中。“身热不去
”，这个要注意，到底是太阳表证，还是阳明的表证？因为条文没有说“恶风”，因此，我们认为是
变成阳明表证了。里面呢，表邪内陷而湿热互结在胸中，上条是“胸中窒”，这条进一步说“心中结
痛”。这个“心中结痛”，大家要注意，绝不是说的“结胸证”。结胸证，是大实痛啊，而栀子汤证
，是虚烦而痛，虚，意思是没有结实。这个要注意。并且啊，陷胸证，多为心下结硬坚痛，和栀子汤
的“心中结痛”，是有区别的。　　书里面，对“胸中”“心中”“心下”这几个用词，有时很模糊
。这条说的“心中”，当指胸中。“胸中窒”，以堵塞不舒为主，疼痛次之。而“心中结痛”，则明
确为既堵塞又疼痛，以疼痛为主。他说了，还是用栀子汤治疗。栀子解阳明中上焦的湿热，也解表热
的。豆豉解表，更能去胸中痞涩满闷。　　“未欲解也。”这句话是废话，肯定是不解啊，傻子都知
道的，呵呵。这些症状，还是不要乱分析而往复杂搞，它还是栀子豉汤主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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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不错
2、没有废话，是中医临床的捷径之捷径。着眼于临床，效果立竿见影。被我视为珍宝。
3、如果没有你，就没有我新的中医思维。但是，作为初入此门的学生一定不能转牛角尖，给自己一
条退路，包容的学，学的时候深入进去学，抛开时方理论；思考的时候，站在高点远处观望，不要被
局限。
4、我，作为一个完全没有学过医学的人，终于找到了一本深入浅出、化繁为简的中医书了！拿到该
书时，就爱不释手。
2013 11 07 补充：此书已认真读了一部分，真真是一本好书，把六纲（胡老及其他经方家称为六经，此
书为了跟《黄帝内经》里的六经作分别，特称六纲）讲得清晰易懂。
20140418 终于终于把这本书啃完了，受益非浅，今天开始读第二遍。
5、内容浅薄。自创名词。
6、杜圣昌: 推荐你看《伤寒类编补遗》师承课堂实录。 那里边对这些都有详尽的讲述。学经方想走捷
径，此书必读。

Page 5



《中医经典民间师承课堂实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