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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1 毕生献身于中医事止，也应采昧地

热爱中医事止。 愿中医学友扬元大，再创

辉埠，元耀世界。

一一李士捧 回队霄



凤容键要

本书为李士憋教授阴阳脉诊论述和应用的总结 阴

阳脉诊的内涵丰富，本书所论阴阳脉诊是指脉位与脉象

相结合的阴阳脉诊 。 脉位指尺寸，脉象指阴阳诸脉 a 是

把脉之三部九候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分析诸脏腑之间

的相互影响、传变 这种理论对脉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本书不仅有阴阳脉诊的理论探索，更附有大量临床

案例 ， 方便读者学习领悟 本书适合中医临床医生、中

医教育者、中医院校学生及中医爱好者阅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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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前言

我们从医 50 余年来，曾东一祀子西一扫帚地写了十

几本专著，皆有感而发。 今应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之邀，

经修改、增删、重新编排，合为《李士憨田淑霄医学全

集》。 抚思所著，始终有一主线贯穿其间，即"溯本求

源，平脉辨证"。

当前，由于国家的重视、支持，中医呈现空前大好

机遇，然亦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此非耸人听闻，而是

现实的危险。 其原因固多，而中医队伍学术思想混乱乃

一死穴 学术思想的混乱，集中表现于辨证论治这一核

心特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令人迷茫。 难怪一些

中医老前辈振臂高呼"中医要姓中"，几千年的中医学

生口今连姓什么都不知道了，岂不哀哉!

怎么办?我们在半个多世纪领悟经典、临床磨唏、

苦苦求索的基础上，提出"溯本求源，平脉辨证" 辨

证论治是中医的核心特色，我们更提出"平脉辨证"是

辨证论治体系的精髓、灵魂。 贯穿全部拙著的主线为

"溯本求源，平脉辨证";指导我们临床诊治的亦此主线;



自古以来，中医著作汗牛充栋，衡量其是非优劣的标准

亦此主线;判断当今诸多学说、著作、论文、科研成果

是非高下的标准仍为此主线。 吾等已垂垂老矣，尚奋力

鼓呼，缘于对中医学的难解情缘。

全集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溯本求源，包括《平脉辨证仲景脉学》

(含此前已经发表过的《溯本求源，平脉辨证》理论部

分及新撰写的《仲景脉学求索})、《伤寒论冠名法求

索》、《平脉辨证经方时方案解}，主要谈仲景是如何创

立并应用辨证论治体系的 。

第二部分为脉学研究，主要为《平脉辨证脉学心得》

(含以前已经发表过的《脉学心悟}~濒湖脉学解索》及

《溯本求源，平脉辨证》脉案部分)。 主要谈我们在脉学

方面的一些见解。

第三部分为平脉辨证这一体系的实例印证，包括

《平脉辨证治专病} (含此前已经发表过的《冠心病中医

辨治求真}~中医临证一得集》的专病部分)、《田淑霄

中医妇科五十六年求索录》、《平脉辨证传承实录百例》。

第四部分为平脉辨证温病研究，主要为《平脉辨证

温病求索} (包括以前发表过的《温病求索》和新撰写

的《叶天士温热论求索}~薛生白湿热论求索})。

第五部分为平脉辨证治疗大法求索，包括《论汗法》

(含此前已经发表过的《‘汗法临证发微})、《火郁发之》。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六部分为医案选编，主要为《平脉辨证相濡医案》

(含此前已经发表过的《相濡医集》的医案部分)。

第七部分为论文选编，主要为《平脉辨证相濡医论》

(含此前已经发表过的《相濡医集》的医论部分)。

编篡《李士憋田淑霄医学全集》之际，对已刊出拙

著全部进行修改、删增、重新编排，又增部分新撰写的

论述，目的在于竖起"平脉辨证"这一旗帜，引领中医

走上振兴之康庄大道。

李士捧回淑霄

2014 年 9 月

书于相濡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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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 11古诊是李士;母老师平脉辩证思辨体系的组成部

分 找们在随师应诊的过程 中， 屡见老师用阴阳脉诊的

思钟方法来指导|在床 ， 故萌生了总结李老师阴阳脉诊见

解的念头 l

阴阳脉诊内容甚是宽泛 ， 所有的脉诊内容 ， 都可以

阴阳脉诊来概括之ι 本书并非阴阳脉诊之全书 ， 其范

围小fR多 ， 只限于李士陈老师对于阴阳脉诊的论述和

应用 . 并附医案以证之 ， 故冠以"李士恐教授论阴阳

~J< ì台 "

中医的整体又r~有两点内容 ， 一是天人相应 ， 一是人

是一整体 ， 脏腑、组织、器官在生理上相生相克 ， 病理

上相互影响传变 这些影响和传变 ， 在历代医论中 ， 与

协象的关系 ， 仅限于某脏某腑的孤立病变 ， 如 "寸数咽

喉口舌疮 ， 吐红咳嗽肺生痛 "， 而脏腑之间阴阳相互影

响传变在脉诊上的体现 ， 如尺数对于关脉有何影响 ， 对

于寸月'K 有何影响 ， 言之甚少 而阴阳脉诊是把脉之三部

九候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 分辨诸脏腑之间的相互影



响、传变 。 如脉阴弱阳弦，则主阳虚水泛，水饮上凌而

脉弦 ; 阴弱而阳浮大，是阴盛格阳而虚阳浮越;阳脉数

而尺细数，乃热盛伤阴;阳浮大而虚尺细数，乃阴虚阳

浮等，把脉的变动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某脏某腑的孤

立病变 c 此乃整体观念在脉上的体现，这对于脉学的发

展有重要意义 v

此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李老师的悉心指导 初

稿完成后交给李老师审阅，李老师提出了许多宝贵意

见，并肯定了此书能真实反映其阴阳脉诊的见解，谨此

表示感谢。

2 

本书编写组

于河北中医学院

2015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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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李士捺教授论阴阳脉诊的范围

i仑脉之阴阳，可分两33 : A IE以脉象论阴阳. 一足以 111川江

论|川í[1

、以脉象论阴阳 l

脉象纷纭繁杂.对I~ 丁·把握， I大|而从经典到历代名家，者IS 以

阴阳 I :1v总纲，列出两种、 VLI种 、 八和1 ' 、卡利1纲脉，如l 以阴阳|只l

总例，以浮沉迟数为纲，以浮沉]g数虚实 j骨涩为纲，或以大浮

数动肝、沉?在弱弦做为纲 E 多寡不同，门的在于以纲脉统的脉，

以他纲Pit 门怅，把握全部脉象

、以脉位分阴阳

以脉1-v.分阴阳者，又分为专利1.

一是以左右手分阴阳 左血主阴，打气主阳 。

二是以浮沉分阴阳 ， i字为阳， ìJL为 r~J

二:是以、tJ~.ír阴阳，、tJvlíll , )\_为阴

寸j过 i金，占已有之，但、J' }( 诊 ，)l_有两种:

一种寸}~诊，"阴得}(I材- '.1，阳件寸内儿分"。 关只蛙 I~J

líllJH哮的天隘，没有长度和宽度

一种是寸关尺芝部珍法 《 对I~经 》 创立了这种三部诊法，关

!比是占一定的长度和宽度的，就不仅仅是一条线了 。 那么，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