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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时下正，阳气反泄，用药下可温热，又有一种时行寒疫，却在温暖之时，时行温暖，而寒反
为病，此亦天时不正，阴气反逆，用药下可寒凉。又有一种天行温疫热病，多发抄春夏之间，沿门阖
境相同者，此天地之疠气，当随时令参气运而施治，宜用刘河间辛凉甘苦寒之药，以清热解毒。已上
诸症，皆外感天地之邪者。若夫饮食劳倦，为内伤元气，此则真汤下陷，内生虚热，故东垣发补中益
气之论，用人参、黄芪等甘温之药，大补其气用提其下陷，此用气药以补气之下足者也。又若劳心好
色，内伤真阴，阴血既伤，则阳气偏胜而变为火矣，是谓阴虚火旺劳瘵之症，故丹溪发阳有余、阴下
足之论，用四物加黄柏、知母，补其阴而火自降，此用血药以补血之不足者也。益气，补阴，皆内伤
症也。一则因阳气之下陷，而补其气以升提之；一则因阳火上升，而滋其阴以降下之，一升一降，回
然下同矣。又有夏月伤暑之病，虽属外感，却类内伤，与伤寒大异。盖寒伤形，寒邪客表，有余之症
，故宜汗之。暑伤气，元气为热所伤，而耗散下足之症，故宜补之，东垣所谓清暑益气者是也。又有
因时暑热，而过食冷物以伤其内，或过取凉风以伤其外，此则非暑伤人，乃因暑而自致之之病，治宜
辛热解表，或辛温理中之药，却与伤寒治法相类者也。凡此数症，外形相似，而实有不同，治法多端
，而下可或谬。故必审其果为伤寒、伤风及寒疫也，则用仲景法；果为温病及温疫也，则用河间法；
果为气虚也，则用东垣法；果为阴虚也，则用丹溪法。如是则庶无差误以害人矣。今人但见发热之证
，一皆认作伤寒外感，率用汗药以发其表，汗后下解，又用表药以凉其肌，设是虚证，岂下死哉！间
有颇知发热属虚而用补药，则又下知气血之分，或气病而补血，或血病而补气，误人多矣。故外感之
与内伤、寒病之与热病，气虚之与血虚，如冰炭相反，治之若差，轻病必重，重病必死矣，可下畏哉
，凡酒色过度，损伤脾肾真阴，咳嗽、吐痰、衄血、吐血、咳血、咯血等症，误服参、芪等甘温之药
，则病日增，服之过多，则下可治。盖甘温肋气，气属阳，阳旺则阴愈消√刚项病证，乃阴血虚而阳
火旺，宜服苦甘寒之药，以生血降火，世人下识，往往服参、芪以为补，予见服此而死者多矣。《保
命歌括.伤寒》长沙着论治伤寒，汗用辛甘下苦醎。此法古今终不变，莫将羌活杂真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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