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仲景学术思想探讨·

关于仲景学说构建之浅见
———《张仲景研究集成》编辑摭拾

温长路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河南 洛阳 !"#$$%）

摘要：仲景学说的构建，除了张仲景本人精辟的医学理论、精湛的专业技术、精诚的医疗道德、精要的诊疗经验外，是我国数代

医人创造的博大精深的医学文化思想的展现。《伤寒杂病论》的传承构建了仲景学说的主体，丰富多彩的研究性论著打造了

仲景学说的支柱，无以计数的研究性论文支撑了仲景学说的广厦，连续不断的人文学研究增加了仲景学说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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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景学说，作为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争的

事实。它的构建，是张仲景个人的贡献？是后人研究成果的

综合？还是二者的有机融合？这是人们不断论及而又很少

系统论及的问题。笔者在大型文献学著作《张仲景研究集

成》的编辑过程中，接触到近两千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大量

的研究仲景学说的资料，不但受益匪浅，而且感悟颇多。众

多的事实证明，仲景学说的构建，除了张仲景本人的聪明智

慧和创造性劳动之外，与后人长期不懈地继承、发挥、完善、

补充、研究、发展是分不开的。从真正意义上说，仲景学说是

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及其人文思想为核心的数代医家

研究成果的汇集和经验结晶，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

现据编辑中所得，并结合个人认识，就这一问题谈点看

法，以就教于贤达。

!《伤寒杂病论》的传承构建了仲景学说的主体

《伤寒杂病论》作为仲景学说的核心，无疑是张仲景对人

类社会的最伟大贡献。在《隋书·经籍志》之前，它是以“仲景

方”的称谓出现的。现存文献中可以看到的，除我国的《小品

方》残卷外，国外的《朝鲜史》卷十中也有原汁原味的记述，日

本国也可以找到相关内容的材料。后世看到的《伤寒杂病

论》的前半部《伤寒论》，是在成书#$$年左右，经西晋太医令

王叔和整理、编次之作；《金匮要略》被发现得更晚，是大约于

成书,$$年之后，才被北宋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中发现的。

后来，二书又经过宋代林亿的校正，而得以刊行和广泛传播。

以《伤寒论》言，如果把王叔和的编次本称为“祖本”的话，一

源三歧，由它派生出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子本”莫过于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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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习惯上称为《唐传本伤寒论》）、金代成无己（《注解伤

寒论》）和明代赵开美（习惯上称《宋本伤寒论》）所整理、研

究、注释、校勘的三个珍本了。后世研究《伤寒论》的专著虽

多，但从脉络上看，均是从以上三个珍本的基础上衍生出来

的“孙本”。根据中医古籍出版社#--#年编辑出版的《全国

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和本书编者从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

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等专业图书馆及国家和首都图书

馆检索到的内容，结合从其他途径搜集到的相关资料证实，

目前在国内可以看到的《伤寒论》的各种版本多达.$$种，刊

刻次数在#$$$次以上，其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其中，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多年间，共刊印过近!$$种；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余年中，共刊印过近’$$种，平均

出书率高于历史上任何时代。国内以清代出版的本子最多，

总数超过#$$种；国外主要是日本的本子，约#$$种上下。

相比之下，《金匮要略》的本子少于《伤寒论》，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前、后的两大分期内，各出版有.$种上下。《伤寒

论》与《金匮要略》合刻的本子（即《伤寒杂病论》）数量也不

多，现在所能看到的不超过#$$种。

纵观这些版本，有根据原著重新分类编次的，如明代赵

开美的《仲景全书》（#+--年初刻本）、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

（#+-’年歙县方氏刻本），清代喻嘉言的《伤寒尚论篇编次仲

景原文》（#.!,年锡环堂刻本）、张志聪的《伤寒论纲目》（#."%
年刻本），日本内滕希哲的《伤寒杂病论类编》（#,#-年日本大

岛燮即省庵刻本）、山田正珍的《伤寒论集成》（#,"-年日本杏

花园刻本）等；有根据原文逐条注释校勘的，如金代成无己的

《注解伤寒论》（元刻本，#-++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清代张锡

驹的《伤寒论直解》（#"#’年钱塘三余堂刻本）、陈修园的《伤

寒论浅注》（#"-"年三让堂刻本），近代王安和的《伤寒论新

注》（#-’-年武汉印书馆本）、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
年上海国医学院本），现代任应秋的《伤寒论语译》（#-+"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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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人民出版社本）、刘渡舟的《伤寒论诠解》（!"#$年天津科学

技术出版社本）等；有在原著基础上阐释发挥的，如清代柯韵

伯的《伤寒来苏集》（!%&’年刻本）、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

（!#!&年朱陶性本），近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年上

海陈养福堂刻本）、曹颖甫的《曹氏伤寒发微》（!"$!年上海昌

明医药学社本）等；有汇集各家研究成果进行评述的，如近代

吴考般
木的《金匮要略五十家注》（!"("年上海千顷堂本）、谭

次仲的《伤寒评志》（!")%年北平国医砥柱月刊社本），日本丹

波元简的《伤寒论辑义》（!#((年日本聿修堂刻本）、川越正淑

的《伤寒论脉证式》（!#!’年日本艹奉 萋园刻本）等；有结合西

学进行演绎创新的，如清代唐宗海的《六经方证中西通解》

（!"!%年上海千顷堂书局本），现代杨麦青的《伤寒论现代临

床研究》（!""(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本）、赵凌云的《简明伤寒

杂病论校注及临床应用》（!"""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本）

等；也有从文字训诂、校勘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如现代钱超尘

的《伤寒论文献通考》（!""$年学苑出版社本）、夏洪生的《伤

寒论训解》（!""#年中医古籍出版社本），日本本山观的《伤寒

论考文》（!#&!年日本刻本）、森立之的《伤寒论考注》（(&&!
年学苑出版社本）等。这些版本中，有不少是多次刊行的，其

中刊印过!&次以上的有刘瑞氵融点校的《古本伤寒杂病论》、

喻嘉言编撰的《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法》、尤在泾编著

的《伤寒贯珠集》、林亿校注的《金匮要略方论》、徐彬校注的

《金匮要略论注》、赵以德衍义的《金匮要略玉函经二注》、陈

修园校注的《金匮要略浅注补正》等，刊刻过(&次以上的有

柯韵伯的《伤寒论注》、舒诏的《舒氏伤寒集注》、高世木式的《伤

寒论集注》、张志聪的《伤寒论集注》，$&次以上的有柯韵伯的

《伤寒来苏集》、陈修园的《金匮要略浅注》，)&次以上的有王

叔和编次的《宋本伤寒论》、陈修园编撰的《伤寒论浅注》等。

出版频率最高的当属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其出版次数已

超过了*&次。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版本，主要是指原著的正本、别本、校

释本，对象是已正式刊印的书目和虽未刊印但保存完整的原

始稿本。考虑到手抄本可能含有的水分和考据工作的困难，

故对至今尚未经整理、考订的这类本子一概未包括在内。新

中国建立后出版的各种教材、讲义，因出于不同的需要，往往

以节选、分割、重组、演绎等多种复合的形式出现，既具有版

本的属性，又突出了研究、发挥方面的内容，很难对其归属做

出统一的界定，故亦未将它们算入版本，而是把它们放入概

念比较宽松的相关著述篇中去了。假若将它们也纳入版本

中计算，版本数目的总量起码还要增加!&&种左右。通过现

象看实质，中医古籍出版史上的这种奇迹，足以证明张仲景

及其后人在仲景学说形成、传播、发展中的合力作用。

! 丰富多彩的研究性论著打造了仲景学说的支柱

一个学说的构建，与其本身的影响和社会对它的承认和

应用情况是分不开的。一般说来，从事研究的人数越多、应

用的范围越广泛、涌现出的成果越非凡，其学术成就也越高、

社会影响越大，学说构建也越完整。仲景学说的形成，是以

人们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为标志的，从金元时期成无己的

《伤寒明理论》开始，代有鸿篇巨制，年有新鲜华章，各种研究

性著作如雨后春笋一般，亮相于中国乃至世界医药学的大舞

台上，成为祖国医学发展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之前的!&&&多年间，出版的这类研究性著作已

达)&&种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多年时间内，

这类研究性著作出版的数量起码也有)&&种以上，大体与旧

中国一千多年中的出版量相当。国外出版的研究性著作也

不少，仅日本一国就有!&&种以上，东南亚不少国家都有出

版。研究这些著作，对于进一步理解仲景学说的构建和价

值，认识张仲景的人格、精神魅力，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的丰

富理论、实践，都有非常重要的承启作用。

从《张仲景研究集成》中收入的对仲景学说的研究性著

作看，其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其主要是瞄准医学范畴的，或

医理、药理、方论，如元代王好古的《此事难知》（!$&#年刻

本）、金代刘完素的《伤寒直格》（!$(#年建安翠岩精舍刻本）、

明代陶华的《伤寒六书》（!*((年刻本），现代赵明锐的《经方

发挥》（!"#(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本）、王兴华的《难病奇方小柴

胡汤》（(&&(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本）等；或应用、发挥、成果，

如清代王子接的《伤寒方法》（清乾隆年间刻本）、周学海的

《伤寒补例》（!"!&年福慧双修馆刻本），近代程国树的《伤寒

饮食指南》（!")!年铅印本），现代裴永清的《伤寒论临床应用

五十论》（!""*年学苑出版社本）、庞春生的《伤寒百家言》

（!""#年亚洲医药出版社本），日本川越正淑的《伤寒用药研

究》（!%"%年日本艹奉 萋堂刻本）等都在收集范围。也有涉足

社会学范畴的，或家世、生平、事迹，如李华安的《伤寒论东

考》（!""(年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本），日本日藤馨的《伤寒论

文字考》、《伤寒论文字续编》（!#*!年日本熙熙堂刻本）等；或

影响、作用、启迪，如现代王新昌的《医圣张仲景与医圣祠文

化》（!"")年华艺出版社本）、邱明印的《医圣张仲景》（(&&$
年作家出版社本）等均有相当深度的反映。从主题选择上，

有紧密联系《伤寒杂病论》原文阐发的，如明代王肯堂的《伤

寒准绳》（!’&)年刻本），清代张璐的《伤寒大成》（!’’’年隽

永堂刻本）、庆恕的《伤寒辨证》（!"&$年刻本）等；有按仲景本

义演绎的，如宋代庞安石的《伤寒总病论》（!#($年黄氏士礼

居刻本）、明代朱肱的《伤寒类证活人书》（!*"!年刻本）、清代

徐彬的《伤寒百十三方发明》（!’’%年刻本）等；有自我经验介

绍的，如明代王震的《王氏家宝伤寒证治明条备览》（!*’!年

双泉书斋刻本）、陈文治的《伤寒集验》（!’$$年四川布政司刻

本），近代萧萍寄的《伤寒自疗》（!"!’年大众书局本）、赵恕风

的《金匮验案》（!"$*年山东沂水中国医药研究社本）等；有群

体经验综述的，如现代林伯良的《小柴胡汤证的研究》（!"*"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本）、高德的《伤寒论方医案选编》（!"#!年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本）等；也有编纂综合工具书类的，如刘

渡舟的《伤寒论辞典》（!"##年解放军出版社本）、傅延龄的

《伤寒论研究大辞典》（!"")年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本）等。

从表现形式上，除以论述为主导的基本方式外，也有应用问

答形式表述的，如清代舒位的《伤寒问答》（!#%&年古冈刘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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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修书屋刻本），近代萧屏的《伤寒问答》（!"#$年无锡锡成公

司本）、蔡陆仙的《伤寒问答》（!"$%年华东书局本），现代李克

绍的《伤寒百问》（!"&%年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本）、张桂珍的

《伤寒论习题集》（!"""年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本）等；以表

格形 式 直 观 表 述 的，如 元 代 吴 恕 的《伤 寒 图 歌 活 人 指 掌》

（!’((年闽乔山堂刻本），清代包诚的《伤寒审症表》（!&)!年

湖北崇文书局刻本），近代黄茂生的《伤寒汇证表解》（!"*$年

中国医药文化服务社本），现代何任的《金匮要略归纳表》

（!"’(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本）、陈杉源的《伤寒速读表解》

（!"&(年台湾田光出版社本），日本原元麟的《伤寒论图说》

（!&((年日本刻本）等；以歌赋形式表述的，如元代宋叔微的

《伤寒百证歌》（元刻本），宋代钱闻礼的《伤寒百问歌》（!$("
年刻本），清代吴谦的《伤寒心法要诀》（!)*#年尊经阁刻本）、

陈元犀的《金匮方歌括》（!&$’年南雅堂刻本），近代曹阴南的

《六经证治歌诀》（!"$#年复兴石印馆本）、刘懋勋的《伤寒三

字经》（!"$#年上海千顷堂书局本），现代张振芳的《伤寒论汤

证纂及歌括》（!""$年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本）、正言编辑部

的《伤寒论歌诀》（!")’年台湾正言出版社本）等。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著作对于增大仲景学说的外延、扩

大仲景学说的影响和对仲景学说的传承、发扬是具有积极意

义的。

! 无以计数的研究性论文支撑了仲景学说的广厦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科学家之一，张仲景及以

其代表作《伤寒杂病论》为核心的仲景学说影响了中国医药

学近两千年的发展、兴亡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研究仲景

学说、不承袭《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思想，就很难论医说道。

自《伤寒杂病论》问世始，围绕张仲景学术思想的研究之风就

日渐兴起，且呈愈燃愈炽之势。这支研究队伍中，既不乏建

树颇巨的理论大家，更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临床医生，研究范

围也从狭义的对原文的理解逐渐扩展到应用学科的方方面

面，并朝着越来越精细的方向发展。迄今，人们可目睹的发

表于全国各类杂志上的研究论文数目约在#((((篇左右，数

量之多是中外医学史上所罕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

前的若干年，虽然医学杂志有$((多种，相关杂志上也发表

过一些研究性文章，但鉴于当时印刷、发行、收藏条件和认知

能力等诸方面客观因素的限制，使这些资料大都与今人失之

交臂。就是有幸保存下来的，也都成了珍品被收藏于高层次

的图书馆，一般读者很难见到。以!"$’年春季创刊的《国医

文献》杂志的第一卷第一期为例，其中就收录了陆九芝、章太

炎、黄竹斋、曹炳章、恽铁樵、周学海、秦伯未、曹颖甫、陈存仁

等学者从!"#*!!"$’年撰写的精华之作，其学术价值是弥

足珍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张仲景学说的研究，

无论是队伍、阵地，还是水平、质量上都呈现出超前的局面，

论文数量之多更是过去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

按时间粗略划分，在近代百年的文章中，#(世纪之前的

文章数量有限，主要是分布于上海、江浙、山东、广东等沿海

发达地区的少数学者之手，内容多局限于对仲景学说的初步

介绍；#(世纪的前%(年，随着学术杂志的增多，研究仲景学

说的人数、文章在数量、质量上都有明显变化，但内容仍以推

介性文章居多，也有零星的个案报道；#(世纪%(!)(年代，

是对仲景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阶段，《伤寒杂

病论》以各种形式走进了课堂，各种讲义和注释本大量涌现，

学术争鸣也相当活跃；#(世纪&(年代至世纪末，是仲景学说

的鼎盛时期，研究方向之多样化、形式之灵活性以及研究群

体之普及程度都达到了历史上空前规模，成果也是最丰的。

据熊曼琪氏对!"%(!!"""年国内)#种中医药杂志的统计

（见《中华医史杂志》#((#年第*期），已发表的对仲景学说的

研究性文章达到!’()%篇，排名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四川中

医》（!*&!篇）、《国医论坛》（&’)篇）、《浙江中医杂志》（’%*
篇）、《河南中医》（’$)篇）、《江西中医药》（’()篇）、《新中医》

（’()篇）、《陕西中医》（%""篇）、《中医杂志》（*"(篇）、《中医

函授通讯》（*#&篇）、《江苏中医》（$"!篇）等；#!世纪开局就

是好局面，仲景学说开始向越发完善、提高的阶段健康发展，

一些现代的研究方法、手段不仅被引进了研究领域，而且已

初步取得了成效。从笔者接触到的已发表的文章分析，其内

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张仲景生平事迹的研究。大

体有百余篇文章，内容涉及对张仲景的全面介绍、对张仲景

主要事迹及贡献的考证、对张仲景生卒年代及故里的考证、

对张仲景是否做过长沙太守的考证、对《伤寒杂病论》成书及

传播情况的考证、对历代造像活动和纪念活动的考证等。#
对仲景著作的考证和研究。大约有三四千篇文章，主要内容

涉及《伤寒杂病论》版本源流、传变、外传史的研究，对《伤寒

杂病论》条文的理解、校勘、注释，对《伤寒杂病论》后世研究

流派特色、影响的研究，对《伤寒杂病论》主要学术思想、方

法、风格的研究等。$对仲景学说的理论性研究。大约有

%(((篇上下的文章，是研究仲景学说中分量较大的一部分。

主要内容涉及仲景学说的机理、仲景方的药理、仲景学说的

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仲景方与其他方的辩证关系、对仲景

方的理解和发挥等。%对仲景学说的应用性研究。是仲景

学说研究中分量最大的部分，各类文章的总数在!万篇左

右。主要内容是对仲景方药的具体应用，包括按仲景方义应

用、经方新用、个人体会、群案观察等；近代也有关于多种实

验研究的文章，包括临床实验、动物实验等。这些研究，使仲

景学说的概念更加明确、更加深入人心，也使学说本身愈加

成熟起来。

需要强调的是，学术争鸣在仲景学说的研究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甚至催化了不少新认识、新领域的产生。这种积极

的学术争鸣，贯穿于仲景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始终没

有停止过，主要的如："关于仲景基本情况（生卒年代、故里、

官职等）的争论。出现在杂志上的文章，基本上是从清代陆

九芝、章太炎等先生的文章开始的，一直延续到现代。通过

争鸣，基本得到了比较统一的结论：张仲景是生活于我国东

汉末年的南阳人，做过长沙太守，《伤寒杂病论》是他的创造

之作。#关于六经提纲的争论。六经辨证，是《伤寒论》的理

论核心，但是否把它作为提纲，后世认识不一。持肯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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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清代的柯韵伯、日本的丹波元简、现代的刘渡舟氏等，其

观点是，无纲则无以成书，六经提纲是非常明确的概念；持否

定态度的如现代的姜春华氏等，其观点是，所谓的六经提纲

无一能概括该经的共性，均不具备“纲”的性质；持部分不赞

成态度的如清代的陆渊雷氏等，其观点是，赞成太阳、太阴两

篇作为提纲，其他四经不具有提纲的性质；持折中态度的如

现代的谈运良氏等，其观点是，关键不在是否要立“纲”之名，

而在于正确理解六经的意义。!关于伤寒与温病关系的争

论。争论的主题大体为，伤寒能不能包括温病、二者是源流

关系还是并列关系、二者是对立的还是一致的等。基本被大

多数人接受的结论是，正确区分词义的范畴（广义还是狭

义），承认二者间的辩证关系，实事求是地辨治各类复杂的疾

病。"关于《伤寒论》中部分条文和方药的争论。如对第!"!
条柴胡汤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的认识，!#!条“病发

于阳”、“发于阴”的认识，$%&条桂枝加芍药汤证属表、属里的

认识，以及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中所“去”内容之争等。

!&’%#!&’&年间，《上海中医药杂志》和《福建中医药杂志》都

分别组织过相关讨论。$关于经方与时方关系的争论。主

要是针对经方、时方源流和流传的不同看法，经方与时方特

点和相互关系的不同看法等进行的，!&(!#!&($年间，《天津

医药杂志》组织过长时间的讨论。以上所说这些，仅是举例，

在研究过程中实际争论的内容还很多很多，本文难以尽述。

! 连续不断的人文学研究增加了仲景学说的活力

张仲景在医学领域里的伟大创造和他所取得的非凡成

就是世人瞩目和公认的，他因此被后人称为“医圣”、“一代宗

师”、“医家周孔”、“经方之祖”等。为张仲景建祠、勒石、设

堂、列馆、雕像、写传者，历代有之。各种祭拜活动也颇具影

响，在老百姓心目中甚至被“神化”，还夹杂有经久不衰的香

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出现的各级纪念和研究机构

更多，开展的各种纪念活动规模更大。这些机构和活动，有

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地方性的，也有国家乃至国际性的。

以造像为例，迄今为止，为张仲景的造像就有#"余种，形式

包括画像、木刻像、泥塑像、石雕像、烙画像、铜铸像等多种，

中文版外，还有英文、日文等多种外文形式。他们之中，既有

大量的名家名品，也有出自民间艺人之手的乡土之作。如今

可以看到的张仲景造像，除部分属明代塑像和木刻像外，大

都是近代人的作为，著名的如王吉民、伍连德、蒋兆和、宋大

仁、程十发、李苦禅、李燕、杨云清等创作的画像，刘去病、张

一平、谢翔、刘天印、孙家彬、武金勇、李经纬等创作的塑像。

宛西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的张仲景商标像、国家邮政

总局发行的张仲景邮票像，影响尤为广泛。日本、新加坡等

国家的艺术家和医学家们为张仲景造像也非常之多，仅日本

就有近!"种。悬挂而外，目前在国内可见的立体雕塑就有

广东省药王庙、上海科技馆、河南中医学院、北京药王庙、北

京先医庙、北京同仁堂、北京市中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中

国中医研究院等，就连国家最高的收藏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

里，也展示着张仲景的巨幅画像。当然，数量最多的还要数

仲景故里南阳市，除医圣祠内的六尊雕塑外，张仲景药都街、

张仲景国医学院、张仲景医院、张仲景制药厂等，到处都可以

见到医圣的形象。他们作为仲景学说深入人心的一种表象，

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示了人们对医圣的尊重、敬仰和缅

怀之情。

南阳医圣祠，是张仲景的墓地，始建年代无考，明清时期

屡有修葺。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医圣祠

的修复和保护工作，从中央到地方，曾多次组织过对医圣祠

的大规模修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这座古建筑呈现出殿

堂巍峨、亭榭隽美、花木葱郁、鸟歌禽鸣的花园式园林景象，

为国内外人民凭吊、祭祀、纪念医圣提供了一个肃穆、壮观、

优致、雅静的处所。!&(#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将医圣祠确定

为省级文物遗迹保护单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把张仲景墓及祠确定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

了加强对医圣祠的保护和对医圣文物的研究，南阳市人民政

府还专门建立了张仲景博物馆、张仲景医史文献馆等专门的

机构，负责着医圣祠的管理、保护、研究、开发等全面工作。

涅阳学社，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有文字记载的我国最早的

纪念和研究张仲景的学术组织。据张胜忠先生的考证（见

《中华医史杂志》$""#年第*期），该社约成立于!&#"年%
月。成立于!&)!年!$月的南阳张仲景研究会，是新中国成

立后国内建立较早的专门以研究仲景学术为宗旨的社团之

一，成立之初实际上具有全国性专业学会的性质。!&&$年正

式在北京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是目前我国规

格最高的研究群体。自成立以来，会员们出版了专著!%&
部，承担国家级课题!!项、省部级课题(#项，获得国家、省

部级成果#$项。还先后组织过!!次大型学术会议，其中*
次为国际性质的。在这些会议上，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篇。它如以弘扬仲景学说为宗旨的南阳张仲景国医学院、张

仲景医院、张仲景中医中药研究所、张仲景大药房、张仲景医

药书店等，都为仲景学说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张仲景医药节，是仲景故里河南省南阳市人民继承和弘

扬仲景精神、打造人文南阳的重要举措和纪念活动之一。首

届盛会于$""$年*月)日在南阳市成功举办，来自海内外

的)"""多名来宾和客商参加了这次盛会，世界卫生组织驻

华代表安努士博士向大会发了贺电。新华社、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等国内和港澳地区的*"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采访了

大会，并发表了消息，充分向世人展现了张仲景医药文化的

无穷魅力。南阳市还决定继续围绕张仲景学说的开发和研

究把文章做大、做足，筹建和完善张仲景药用植物园、张仲景

中药材科技示范园、张仲景医药博物馆、张仲景研究院、张仲

景国医大学、张仲景中医药康复保健中心、张仲景中医药研

究开发中心、张仲景中药材配送中心、张仲景医药工业园、张

仲景中药企业集团等!"项重点工程，让仲景学说不断光大、

代有传人。

综上所述，仲景学说的构建，除了张仲景本人精辟的医

学理论、精湛的专业技术、精诚的医疗道德、精要的诊疗经验

外，是我国数代医人创造的博大精深的医学文化思想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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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如下十个方面：即善于博采众长的

继承法古思想、敢于继往开来的创新发展思想、勇于实践探

索的敬业献身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的贵人贱物思想、乐于救

死扶伤的仁术厚德思想、提倡“天人合一”的宗法自然思想、

创立辨证论治的哲学思维思想、施行标本兼顾的整体合一思

想、推行未病先防的防微杜渐思想和注重心、身、食疗的综合

养生思想等。

（编辑：杨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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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阴阳概念运用浅谈

徐亚民

（许昌市中医院，河南 许昌 8L:;;;）

关键词：《伤寒论》；阴阳；概念；运用

中图分类号：JMMMIM 文献标识码：N 文章编号：:;;<OP;MQ（M;;8）;9O;;;PO;M

阴阳概念属于我国古代哲学范畴，是古代朴素的唯物

观，作为祖国医学理论奠基之作的《黄帝内经》不仅详细阐述

了阴阳及其学说的基本概念和内容，还科学地运用它来阐释

人体的生理、病理及诊治的规律，从而形成祖国医学认识自

我、诊治疾病的一大特色。东汉张仲景继承了《内经》的阴阳

理论，并结合临床实践，在其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中作出了

进一步的阐发和应用，用于不同的地方，赋予阴阳概念不同

的含义，从而丰富了其内涵，使阴阳理论成为临证说理的重

要工具，拓宽了阴阳概念的临床实用面。笔者通过对其中

《伤寒论》<RQ条条文的学习，现粗浅地将书中阴阳概念的运

用特点总结如下，望同道指正。

; 以阴阳指代阴经和阳经

《伤寒论》用阴阳来表示六经时，常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直接书写六经名称。如条文中出现“太阳病”、“阳明

收稿日期：M;;8O;LO;8
作者简介：徐亚民（:RLRO），男，河南许昌人，学士学位，主治

医师。

病”、“少阳病”、“太阴病”等时，我们就知道其意是指太阳经

病、阳明经病、少阳经病、太阴经病等。"在阴或阳前面加上

数词“二”、“三”来表示多经并病的情况。其中的“三阴”即是

指手、足三阴经；“三阳”即是指手、足三阳经。如M:R条、MLQ
条提到的“三阳合病”，M9;条“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

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等，以上的阴、阳含

义皆是如此。但对于出现“二阳”的情况，就需要结合所属条

文内容才能作出进一步判断了，如MM;条“二阳并病，太阳证

罢，但发潮热，⋯⋯ 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

汤”。结合条文中潮热、汗出、谵语、便难之表现，不难推测此

二阳是指太阳、阳明两经。#个别条文单独以阴或阳来指代

六经，这时需要凭借分析条文来弄清作者具体指向。如:8Q
条“⋯⋯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

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这里的阴即为“少阴经”的省略语；

又如<Q8条“⋯⋯今为伤寒，却四五日，至阴经上，转入阴必

利，本呕下利者，不可治也”，而这里的阴就可以认为笼统地

指三阴经，因为邪传三阴经均可见下利症状。

< 以阴阳指代津血和阳气

外感误治，多汗伤气，数下伤津，仲景多以“无阳”、“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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