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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金匮要略》的作者

——《金匮要略》的沿革

——《金匮要略》的基本内容

——《金匮要略》的编写体例

——《金匮要略》的学术特点



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
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
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
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名医录》

一、《金匮要略》的作者——张仲景

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
南阳地区邓县张寨村）人，于公元205年完成了

《伤寒杂病论》一书，《金匮要略》是其杂病部分。

“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

——《太平御览·何顒别传》



《金匮要略》原名《金匮要略方论》，被后世简称为

《金匮要略》。

（1）金匮: “金”，金属；“匮”通“柜”。

（2）要略：“简要，节略。” “重要的韬略”

（3）方论：有方有论，以方言治，以论言理

《金匮要略》书名



1.战乱：三国纷争——“大兵之后有大疫”

2.天灾：天灾不断——“大灾之后有大疫”

《伤寒杂病论》成书的社会背景——战乱与天灾致大疫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
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伤寒杂病论·序》



《黄帝针经》
（先秦）三世医学 《素女脉诀》

《神农本草经》

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断定，当时已形成四大医学
流派，即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其中，有医经七家、
经方十一家。医经家，如《黄帝内经》；经方家如《汤液
经》。

房中、神仙二家后世多归入道家。

（汉）医经学派

（汉）经方学派

《伤寒杂病论》成书的学术背景——从三世医学到医经经方学派



《伤 寒 论》：外感病——六经辨证
《金匮要略》：内伤杂病——脏腑经络辨证

《金匮要略》对东汉以前医学家治疗杂病的理论和
临床经验进行了总结，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诊治杂病的
专书。

《伤寒杂病论》的成书

……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了《素问》、
《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
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沿革（成书—散佚—整理校定）

——公元三世纪初（约205年）成书张仲景完成
《伤寒杂病论》（10卷伤寒，6卷杂病。）

——西晋·王叔和（太医令）搜集编次《伤寒论》（10卷）

——《小品方》：“张仲景辨伤寒方”“张仲景杂方”
——《诸病源候论》收入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部分内容。
—— 《千金要方》收入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部分内容。
《千金翼方》收入《伤寒论》全部内容。
《外台秘要》收入《伤寒论》及《金匮要略》许多内容。

——北宋初期（翰林医官院、太医署、校正医书局）

先校订《伤寒论》（10卷）接着校订《金匮玉函经》（8卷）
王洙（翰林学士）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3卷，伤寒杂病论节略本）
林亿校订，提书名为《金匮要略方论》（3卷）。



林亿：先校订《伤寒论》10卷，后校订《金匮玉函经》8卷
王洙：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林亿校成《金匮要略方论》

（东汉）《伤寒杂病论》
上卷：伤寒病

（宋）《金匮玉函要略方》 中卷：杂病 《金匮要略方论》

下卷：方剂及妇科病

各家方书中转载仲景治疗杂病医方、后世医家良方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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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对《伤寒杂病论》的校订：



版本

宋·宋本：（林亿）中国国内未见原刻本；

元·邓珍本：（邓珍）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明·赵刻本：（赵开美）《仲景全书》

翻刻宋本《伤寒论》（十卷）

成无几《注解伤寒论》（十卷）

宋云公《伤寒类证》（三卷）

翻刻宋本《金匮要略方论》（三卷）

人卫本：《伤寒论校注》《金匮要略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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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匮要略的基本内容及编写体例

基本内容：25篇

第一篇：脏腑经络先后病篇 ——总论

第二篇“痉湿暍篇”到第十七篇“呕吐哕下利篇” ——内科

第十八篇：疮痈肠痈浸淫病篇 ——外科

第十九篇：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 ——不便归类

第二十到第二十二篇：“妇人三篇” ——妇产科

第二十三到第二十五篇：杂疗方、验方与饮食禁忌 ——附篇



前205方中，有附方22首，还有5方（杏子汤、黄连
粉、藜芦甘草汤、附子汤、胶姜汤）有方无药；还有
44首和伤寒论重复。

205方中共用药155味，其中入方少于3次的占104味，
故常用药只有51味，其中入方10次以上的只有22味。

具体内容

前22篇，包含原文398条，包括了40多种疾病，共
载方剂205首,用药约155味。



编写体例

分篇论病：

1.合篇（数病合篇）

——病机相仿、病位相近、证侯相似

——不便归类

——分科论病

2.专篇（独立成篇）

分条叙证：

分证出方：



三、金匮要略的主要学术成就与学术特点

（一）建立以病为纲,病证结合,辨证论治的杂病诊疗体系；

（二）创制配伍严谨、疗效卓著的治疗杂病的经方；

（三）《金匮》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学术成就



1.疾病的命名

2.辨证的方法

3.金匮要略脉学上的特点

4.金匮要略病因学特点

5.金匮要略对杂病的治疗原则

6.金匮要略对方药的运用

学术特点



——病因： 水气、痰饮、瘀血

——症状： 腹满、痉病、呕、哕、下利

——病机： 虚劳

——病机加病位： 血痹、胸痹、肝着、肾着

——疾病特征： 中风、历节

——疾病发生的特殊时期命名： 妊娠病、产后病

《金匮要略》对疾病的命名



（1）水气病：风水、皮水、石水、正水

（2）黄疸： 谷疸、酒疸、女劳疸

（3）痰饮： 痰饮、悬饮、溢饮、支饮

（4）历节： 风湿历节、寒湿历节

（5）中风：

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
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

《金匮要略》的辨证方法——病证结合、以辨证为主



《金匮要略》脉学上的作用

（1）诊断疾病：虚劳“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

（2）推测病因：黄疸“浮则为风，缓则为痹”

（3）确定病位：表里“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
浮者在后，其病在里。

（4）阐述病机：胸痹，“阳微阴弦”

（5）鉴别疾病、指导治疗：“脉数虚者为肺痿，
脉数实者为肺痈”

（6）判断预后：水气病，“水病脉出者死。”



百合病：脉微数

疟疾：脉弦

虚劳：脉大、极虚

寒疝：脉弦紧或沉紧

肺痈：脉数实

肺痿：脉数虚

肠痈：脉数

《金匮要略》各种病常有其主要脉象



（1）五邪：风、寒、湿、雾、榖饪之邪

（2）三条：

（3）“五劳”、“六极、“七伤”

（4）“痰饮”、“水气”、“瘀血”

（5）虚、积冷、结气

《金匮要略》的病因学特点

“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
肢九窍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
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



（1）有病早治，防止病势的传变——治未病的预防观

——“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治未病脏腑

——“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 ……治未病
——“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已病防传

（2）重视人体正气，通过扶正，辅助祛邪

——对于慢性衰弱疾病，注重观察脾肾两脏功能是否衰退。
——在注重扶正的同时，也并未忽视祛邪
——攻邪不忘顾护正气

（3）祛邪要因势利导

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金匮要略》对杂病的治疗原则



重视单味药物的主治功能。

重视配伍，即药物经过配伍以后所发生的协同作用。

注重药物在方剂中的加减变化

注重药物的炮制、煎煮方法

《金匮要略》对方药运用特点



1. 重视单味药物的主治功能：

苦参：杀虫除湿，治狐惑之阴部蚀烂。

蜀漆：疗疟疾。

百合：百合病。

茵陈：利胆退黄。



2.  重视配伍，即药物经过配伍以后所发生的协同作用。

附子、干姜：可增强回阳救逆之力。

附子、乌头：可峻逐阴邪。

麻黄、白术：并行表里之湿。

麻黄、石膏：发越水气，用治风水或哮喘。

麦冬、半夏：滋燥同用以养肺阴。

半夏、甘草：降逆止呕之组方。



3. 注重药物在方剂中的加减变化

（1）随证加减：

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者，栝蒌薤白半夏汤主之。（四）

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关上
小紧数，栝蒌薤白白酒汤主之。（三）



（2）分量加减：

方名 药物组成
厚朴枳实大黄

配伍特点 功用

厚朴三物汤 八两 五枚 四两 枳朴为君，行气力强，
泻下力弱

行气除满
泄热通腑

小承气汤 二两 三枚 四两 大黄为君，泻下荡积
为主，理气为辅

泄热通便
消积除满

厚朴大黄汤 一尺 四枚 六两
(30g)

厚朴为君，理气为主，
佐以荡邪

理气逐饮荡涤实邪
通腑



3. 注重药物的炮制、煎煮方法

附子：回阳救逆生用，且需配以干姜；

止痛，炮用，不需伍以干姜；

发作性疝痛或疼痛不可屈伸，用乌头，配白蜜。

茵陈蒿汤：茵陈先煎，缓出其热中之湿。

后入栀子、大黄，峻攻其热。



——金匮要略的学习方法

《金匮要略》的价值

（1）辨证论治的经典之作

（2）历代名家的必读之书

（3）当代名医的看家之书

（4）培养中医辨证思维的最佳教材

（5）提高临床水平的实用之书



（1）有助于拓展临床思维，提高综合分析能力；

（2）有助于重视影响疗效的各个环节；

（3）有助于提高阅读古医籍的能力；

（4）有助于了解中医对杂病治疗的源流。

——金匮要略的学习目的

《金匮要略》的学习目的



（1）理解原文为主，熟记重要条文，背诵经典条文；

（2）注意原文在文法上的特点；

（3）结合《伤寒论》，上溯《内》、《难》，下涉诸家；
运用前后联系、对比、归纳的思维方法学习；

（4）强调临床实践，提高动手能力。

——金匮要略的学习方法

《金匮要略》的学习方法



《金匮要略》后世注家

明·赵以德：注释原著的第一人，著有《金匮方论衍义》。

清·周扬俊：对《金匮方论衍义》补注而成《金匮玉函经二注》。

两大：徐彬《金匮要略论注》、沈明宗《金匮要略编注》

两小：尤怡（在泾）《金匮要略心典》、魏荔彤《金匮要略本义》

吴考槃《金匮要略五十家注》

丹波元简《金匮要略辑义》丹波元坚《金匮要略述义》

陆渊雷《金匮要略今释》



《金匮要略》研读参考书

“金匮要略方论讲稿”系列（当代名家）

《金匮要略心典》（清·尤怡）

《医宗金鉴·金匮要略注》（吴谦）

《金匮发微》（曹颖甫）

《金匮要略今释》（陆渊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