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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说明

《伤寒论直解》初刻于清康熙五十一年 (1712),题 “汉张

仲景著,钱塘后学张令韶注解”,是一部以气化学说来注释 《伤

寒论》的重要著作。其中关于 《伤寒论》原文的注解六卷,六

卷之后,增 《伤寒附余》作为补充,是张氏对临床中一些疑难

或疑似问题的剖析。

一、 作者及成书年代

张锡驹,字令韶,钱塘 (今属杭州)人,生于明崇祯十七

年 (1644),卒年不详,为清初著名医家。

张氏早年即继承父志研习医学,后又师从清初名医张卿子

(著有 《张卿子伤寒论》)学习岐黄之术。在习医的过程中逐渐

认识到成无己对 《伤寒论》注解的诸多不足,于是对 《伤寒论》

进行重新注解,名曰 《伤寒论直解》。

《伤寒论直解》完成于康熙二十年左右,然而因张氏唯恐自

己学术不精而贻误后学,故当时并未刊印,直至康熙五十一年

春乃召集弟子门人重新予以参订,方敢刊刻。《伤寒论直解》以

《素问·天元纪大论》之气化理论为依据阐释 《伤寒论》全书,

对后世研究和应用 《伤寒论》提供了重要参考,是气化学派的

代表作。

二、 版本源流及底、 校本的选择

《伤寒论直解》主要版本有清康熙刻本本衙藏板和清光绪乙

酉福州醉经阁刻本两种。其中 “本衙藏板”较早,而 “醉经阁

刻本”较晚,后者显系依据前者所刻,且后者扉页所印 “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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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乙酉春仲重刊于福州醉经阁”更能证明这一点。

本次校注,以康熙刻本本衙藏板作为底本,该本初刻于清

康熙五十一年,且该版本版式较为清晰,文字清楚,内容完整,

品相较好,属于祖本、足本,故选为底本,简称 “康熙本”。以

清光绪福州醉经阁刻本为主校本,简称 “光绪本”。同时以宋本

《伤寒论》为他校本。

三、 校注的原则与体例

此次校注以尊重原著、尽量保持原貌为原则,主要对底本

进行了标点、校勘和注释。具体问题的处理原则如下:

1.底本为繁体字竖排本,本次校注整理为简体字横排本,

并加以规范的现代标点符号。

2.底本中文字前后方位词 “右” “左”,统一改为 “上”

“下”,不出校记。

3.指出并校正了底本中的字、词、句、篇、章等方面的差

异和错误:错误的予以纠正,并出是非性校记;不同者视情况

而定 (底本义胜者保留,不出校记;校本义胜者,出倾向性校

记;底、校本一致,但按文义疑有误又缺乏依据未能遽定者,

保留原文,出存疑校记)。

4.对原本中的冷僻费解及具有特定含义的字词、术语等进

行了解释:包括注字音 (采用汉语拼音加同音字注音的方法,

加括号于被注音词后)、释通假 (用 “某通某”表示)、解词义

(用现代汉语或浅显的文言注释)、详出处 (对成语、典故等指

明出处)及明句义 (解释难以理解的句义)等。

5.底本中的异体字、俗体字,统一以规范字律齐,不出校

注;底本与校本中出现的古今字则出校注,用 “某同某”表示。

6.本书中存在脱文的情况,对于底本、校本皆有脱文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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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虚阙号 “□”按所脱字数一一补入,不出校。

7.底本凡例中每段首有标识符 “—”,今删,不出校记。

四、 具体问题的处理说明

1.底本中 “玄”字缺笔避讳,本次校定过程中径改,不出

校注。

2.底本中 “己”“巳”不分,据文意径改,不出校注。

3.底本中 “症”与 “证”保持原貌。

4.底本中 “藏府”统一径改为 “脏腑”,不出校注。

5.底本中 “痓”意为 “痉”,首见出注。

6.对原本中出现的不常见的中药简称、别称等,出简注注

出药物的正名,正文中未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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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直解序

汉张仲景先师上承先圣之道以开来学,手著 《伤寒论》一

书,是本轩岐之精义,而发其未发者也,但轩岐言其常,先

师言其变。孔子云:可与立未可与权①。权者,变也。自汉至

今,千五百余载,历代名贤多有发明,而宋成氏②之注,世皆

宗之。先师之书,至今存者,成氏之功也。然而是书义理邃

微③,章句奥折④,往往意在语言文字外,成氏顺文加释,漫

无统纪⑤,徒得其迹而不能会其神,以致后学不究其旨归,疑

为断简残编,且以为宜于冬时之伤寒而不宜于三时之温暑,

宜于外感而不宜于内伤,又以汤方难会其意,遂谓宜于古而

不宜于今,先师之书遂置而不读矣。噫! 有成氏之注而论至

今存,乃有成氏之注而论至今晦矣。夫此书之旨非特论伤寒

也,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无不悉具,岂特六淫之邪而已。

内而脏腑,外而形身,以及气血之生始,经俞之会通,神机

之出入,阴阳之变易,六气之循环,五运之生制,上下之交

合,水火之相济,实者泻之,虚者补之,寒者温之,热者清

①

②

③

④

⑤

可与立未可与权:能够坚守 “道”的人未必能够随机应变。权,秤

锤,这里引申为权衡轻重。
成氏:指成无己。金代医家。撰 《注解伤寒论》 《伤寒明理论》等

书。
义理邃微:道理深邃精妙。
奥折:古奥曲折,即意深难懂。
统纪:纲纪,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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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详悉明备,至矣! 尽矣! 且其章节井井,前后照应,血

脉贯通,无有遗漏,是医中诸书之语孟①也。第②后人不思经

旨触类旁通,徒泥章句,仅以伤寒视之,抑成氏注之未及欤!

先君子③大章公常慨然有济世之意,集岐黄诸书伏而读之,朱

墨陆离,悉留手泽,昔尝命锡驹曰: “汝当善继吾志。”余遵

先志,朝夕于斯已非一日,复就张卿子师而请业焉,思欲以

一得之 见 问 世,恒 恐 学 术 浅 陋,无 当 于 先 师 之 意 而 贻 误 来

兹④,斯其为戾,岂渺小哉? 甲子秋,及门诸子造余而请曰:

“轩岐仲景 《灵》《素》《伤寒》,溯源道统,一脉相传,自非才高识

妙,岂能探其理致,先生何不本 《灵》 《素》之微言而阐 《伤寒》

之精义,俾⑤后之学者读注而论无不显之义,读论而世无不显之

证,不徒讬⑥之空言,期有济于实用,不亦善乎?”余谢⑦曰:“余

亦安能发明此书,但期无忝⑧先子之志,于仲景先师之旨稍具管

窥,斯足矣。”爰⑨撰此编,名曰 《直解》,藏之笥췍췍췍中,于今三十

年矣,究未敢自信持以问世。今壬辰췍췍췍仲春,复与宿学同人并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췍췍췍

췍췍췍

语孟:《论语》和 《孟子》,儒家经典,此处用以说明 《伤寒论》乃

医家之经典,就如同儒家的 《论语》《孟子》一样。
第:但是。
先君子:旧时称自己或他人已去世的祖父。
来兹:泛指今后。
俾 (bǐ比):使。
讬 (tuō托):同 “托”。依托。
谢:推辞。
忝 (tiǎn舔):谦辞,表示有愧于某事某人。
爰:于是。
笥 (sì四):盛食之器,此处借指藏书之所。
壬辰:此处指康熙壬辰,即康熙五十一年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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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诸子汇集群书,悉心参订,已无疑义,始敢付之梨枣①,质

诸天下。后世医道得此,或亦有小补焉。是为序。

时康熙壬辰孟夏钱塘张锡驹令韶父②题于青士居中

①

②

付之梨枣:指刻版刊印书籍。梨枣,旧时刻书多用梨木、枣木,古

代称书版。清·蒲松龄 《聊斋志异·段序》: “然欲付梨枣而啬于资,素愿

莫偿,恒深歉怅。”
父 (fǔ甫):亦作 “甫”,古代在男子名字下加的美称,后指人的表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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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序

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

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

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①,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

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②,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

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卒然遭邪风

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③

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④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

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 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

异物,幽潜重泉⑤,徒为啼泣。痛夫! 举世昏迷,莫能觉悟,

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 而进不能爱人知人,

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⑥,蒙蒙昧昧⑦,蠢若游

魂。哀乎! 趋世之士,驰竞浮华⑧,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

若冰谷,至于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⑨,其死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厄:灾难,引申为疾病。
孜孜汲汲:不停地追求。孜,勤勉,引申为不停。汲,汲取,取水,

引水,引申为争夺,追求。
钦望:恭敬仰慕。钦,恭敬。望,景仰。
赍 (jī积):持,拿。
幽潜重泉:人已死亡并埋藏于地下。幽,深暗,地下,引申为埋藏。

重泉,九泉,黄泉。
厄地:危险的境地。
蒙蒙昧昧:昏昧,愚昧。
驰竞浮华:追求竞争虚荣名利。驰,快跑,引申为追求。
稔 (rěn忍):谷物成熟,引申为年,古代谷一熟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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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 《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

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 《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

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

阴阳会通,玄冥幽微①,变化难极②,自非③才高识妙,岂能探

其理致哉? 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

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

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

家技,终始顺旧④。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

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

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

不见察,所谓窥管⑤而已。夫欲视死别生⑥,实为难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

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仲景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玄冥幽微:此处指医道深奥精微。玄冥,深远幽寂,道家用以形容

“道”。
极:深探,穷究。汉·王充 《论衡·问孔》: “圣人之言……不能尽

解,宜难以极之。”
自非:假如不是。自,假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自非圣人,外

宁必有内忧。”
终始顺旧:自始至终因循守旧,不知发展变通。
窥管:管中窥物,比喻见识狭小。《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夫子之

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郄视文。”
视死别生:判断病人会死亡还是会痊愈,对病人的预后恶劣与良好

进行区分。视,比较。《吕氏春秋》:“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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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旧本,以辨脉平脉为首,先脉而后证,宜矣。至

以痓湿暍列于六经之前,似非作论之本意。今先脉后证,列六

经于辨脉平脉之后,而 “霍乱痓湿暍并汗吐下”,又附于六经之

后,以见因伤寒而并及之意也。若夫叔和序例,引 《素问·热

论》而立言,于仲景 《伤寒》漫无发明,且泥定日期,曰:未

入腑者,可汗而已;已入于腑,可下而已。呜呼! 汗与下,何

足以尽伤寒哉,况传经不明适足以滋后人之惑,故去之。

传经乃伤寒之大关键,传经不明,虽熟读是书,无益也,

故予于太阳之首,反覆①辨论,章明较著②,庶③可以破千载之

疑案。

仲景序云,撰用 《素问》《九卷》《阴阳大论》,是以本文之

中无非阐发五运六气、阴阳交会之理,故解内亦以经解经,罔

敢杜撰,以贻天下后世之讥。

仲景生于东汉之末,去古未远,故其文义高古,往往意在

文字之外,若不绌绎④思维,无由得其意趣。但本文深矣奥矣,

而解复晦之,则深而益深,奥而益奥,亦何异涉海问津⑤耶!

且其中自有层次转折,故予于层次转折之中每用一二虚字以疏

①

②

③

④

⑤

反覆:亦作 “反复”,重复再三,翻来覆去。
章明较著:使……显著明晰。章明,昭著,显扬。较著,明显,显

著。
庶:表示希望发生或出现某事,但愿,或许。
绌绎:抽绎,理其端绪,演绎。绌,缝。
涉海问津:要渡过大海反而去打听小渡口,比喻解决问题不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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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不敢妄为穿凿①,务使经义了然。

是书自有章节段落,起止照应,非若他书散叙平铺而已。

今依隐庵② 《集注》之分章节,每于章首加一圈以别之,庶学

者便览焉。

书虽论伤寒,而脏腑经络、荣卫血气、阴阳水火、寒热虚

实之理,靡不毕备。神而明之,千般疢难③如指诸掌。故古人

云:能医伤寒即能医杂证。信非诬也。

医有正宗,有旁门。旁门者,诸家之方书也;正宗者,神

农、黄帝、仲景之书也。亦犹儒书之有六经语孟,而复有诸子

百家,读六经语孟自可以该④诸子百家,读诸子百家终不能窥

圣人之门墙。夫诸家之书,非不遵仲景,非不引 《灵》 《素》,

然所遵所引者,不过得其糟粕而已,岂能得其神理哉。得其糟

粕,亦可以愈诸病,及问其所以然,则不知也。得其神理,愈

则知其所以愈之之故,不愈亦知其所以不愈之由,此致知格

物⑤之极功,先知先觉之妙用也。盖缘世人急于售世,舍本求

末,此天下之所以无真医,良可慨也。

读是书者,必须屏去嗜欲,洗涤尘嚣,从身心性命上打点,

毋专攻捷径,锐志攀援,苟务外而不务内,循名而不循实,不

顾根本,忘身循物,抑⑥知明则可欺,幽则难逭⑦耶。若涉猎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穿凿:牵强附会。
隐庵:张志聪之字。清代医家。撰有 《素问集注》 《灵枢集注》 《伤

寒论集注》《本草崇原》等书。
疢 (chèn趁)难:疾病。疢,热病,亦泛指疾病。
该:赅,包括。
致知格物:亦作 “格物致知”,谓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为中国

古代认识论的重要命题之一。
抑:表示转折,但是,可是。
逭 (huàn换):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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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剽窃一二方,而曰吾读仲景书也,其谁欺乎。

经旨浑融①,解虽显著,然辞达即止,不敢于本文之外别

有支离②,恐蹈蛇足也。但开卷了然,临证茫然,故于紧要疑

似之证,如呃、如狂、如谵语、如舌胎、如颐毒③、如斑疹,

皆有寒热虚实之殊,胃气又为人身之本,不可妄伤,俱引经证

论,略加愚意,及身亲试验,确然不易者,附于其后,庶可以

见病知源,亦足为初学之一助也。

①

②

③

浑融:浑然一体,不可割裂。
支离:分散,分裂。
颐毒:病名,又称发颐。因感受温邪所致。症见恶寒发热,颐颔肿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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