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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为“思考经方”系列丛书之一，系近代著名医家邹趾痕 60 年临证精华。

邹氏认为“医圣之道，同治百病”，临证善用经方，攻邪为最要之务，善治人体气

化疾病。其辨证精详，对疑难杂证入险出险，屡起沉疴。“中医近代第一人”张锡

纯盛赞邹氏：“深得古圣心传，医林独具慧眼。”全书将“中医药精义尽蕴其中”，

医案皆为重症、急症，并详细记录了治验的理法方药、治疗经过及其心得体会，

示人以活法，可使学者得以触类旁通。医论以《素问》《灵枢》《伤寒论》诸说为

立论依据，但师古而不泥古，如战汗、气交病等学说皆为其创新，且大胆针砭时

弊、破除邪说，示人以医道蕴奥。本书内容丰富，实用性、指导性强。适于中医

药院校师生、中医临床工作者、民间中医、西医学习中医者及广大中医药爱好者

阅读参考。 



 

 

点校说明 
 

《圣方治验录》是我国近代著名医学家邹趾痕（名代权，字子衡，四川巴县人）

先生的毕生心血之作。先生研究《伤寒杂病论》六十年如一日，悟透岐黄仲景一

贯之学；刻苦钻研，领悟张仲景的医经精髓。他说：中医药精义尽蕴其中。在中

西汇通的年代写成经验与医案集，名之曰《圣方治验录》，书中对经方的深入研究

与思考，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临床效应堪称覆杯而愈。“中医近代第一人”张锡纯

先生盛赞邹氏之学“深得古圣心传，医林独具慧眼”。该书于 1936 年作者自刊，

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另外，邹氏还撰有《天年医社会谈日记》《素问微言详解》《灵枢微言详解》《伤

寒论微言详解》《金匮要略微言详解》《上古天真论详解》等。 

本次整理点校，以 1936 年原版整理而成。具体如下。 

1．原书为繁体竖排，今改为简体横排。 

2．为保持古籍原貌，对全书不改编、不删节、不注解。 

3．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原则上径改，特殊情况除外。 

4．书中的药物名称以及剂量，遵从原著。 

5．书中引用经文，在不影响大义的情况下，维持原貌。 

6．原书为繁体竖排，今为简体横排，文中的“左”“右”，在表示上下文的时候，

分别改为“下”“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总前言 
 

东汉末年，我国伟大的医学家张机（张仲景）在乱世中写下了流芳百世的《伤

寒杂病论》，此书铸造了我国中医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的历史丰碑，成为中医学临

床第一书、中医方书之祖。迄今，研究仲景学术的医家不下 2000 余家，出版以仲

景学术为主体的各类图书不计其数。 

《伤寒杂病论》将中医的理法方药与辨证论治结合起来，是继《黄帝内经》之

后的又一部巨著，为中医的发展和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伤寒杂病论》中

的方剂治病行之有效，并经过历代医家反复检验证实，故被后人誉为“经方”。 

“经方”经久不衰，迄今 1700 多年，仍是中医界的热门话题。纵观古今经方

著作中，最具发人深省的莫过于《本草思辨录》《经方实验录》《圣方治验录》三

部。 

因经方之药多本于《神农本草经》，故欲对经方有深入的了解，必须对《神农

本草经》有深刻的认识。而周岩（周伯度）所著的《本草思辨录》，就是在综合李

时珍、刘若金、邹澍、徐大椿、陈念祖等医药大家对本草的认识基础上，结合自

己的临床实践，经过深入思考编撰而成的。该书共四卷，对《伤寒杂病论》所用

之 128 味药进行深入讨论，为读者学用经方提供了极好的药学基础。   

近代中医大家曹颖甫先生，倾毕生精力对经方进行研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

积累了大量的用经方治病的医案，编撰出《经方实验录》，该书每则病案均以经方

为经、实验为纬，以理论为纲、临床为目。“经方”主要讨论配伍与医疗作用，“实

验”详细介绍治疗过程及其相关的病案；前者用经典的理论确立临证治疗原则，

后者则是临床对经方的实验和检验。该书对经方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代巴蜀医家邹趾痕研究《伤寒杂病论》六十年如一日，悟透岐黄仲景一贯



 

之学；刻苦钻研，领悟张仲景的医经精髓。他说：中医药精义尽蕴其中。在中西

汇通的年代写成经验与医案集《圣方治验录》，书中对经方的深入研究与思考，达

到相当高的水平，临床效应堪称覆杯而愈。 

综合而言，此三书可以称得上近现代中医对经方深入思考且有真材实料的经

典好书。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许多优秀的人、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很有可能

被信息的洪流所掩埋。鉴于此，编者特将经方领域“含金量”很高的古典著作进

行整理出版，希冀能够再度唤醒国医之魂！ 

 

         
甲午中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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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趾痕君《圣方治验录》引言 

李东璧著《本草纲目》，殿以方民，示人以五方之民，各有风土疾患，异法方

治也。清初伏气温病多于伤寒，治方憾于鑿枘不相投，遂治温病方治，彼黄元御

酷信温燥，犹有浮萍代麻黄之方，观于刘君蔚楚遇安齐证治从录，国医宜融汇各

家，勿偏一派论，暨海上医校，日本诸博士，西术既穷，汉医转愈，迻译海人善

本，良不少也。秀水陆昌年，著国朝《医法递变说》，谓叶派不善学者，动辄谓人

阴虚，又曰存津液，为治病之主，于是清滋之药，随手乱投，其治外感，既滋腻

留邪，而治杂证，亦寒滑伤脾，兢兢欲改良，亦已久矣。即虞心炎中国地理病学，

谓牛庄之北，严寒可畏，极北又似更多伤寒矣。乃辽医景仰山，医药从正论，有

热药误人最烈说，谓过清可投硫附，过热则脏腑糜烂，无从挽救，戒偏执偾事，

司命者，宜如何达权通变耶？ 

蜀渝邹君子衡，别署趾痕，前著《天年医社日记》，表彰经方之验，而黜时方

之庸，今又著《上古天真论详解》，述瞽目复明经过，积热满首，脑痛且痹，瘀血

入目，因之失明，肃清脑中瘀热浊液，加增脑中新血淖泽，左目已散大者缩小，

内眦已斜陷者得升，愈机由于酣睡，颠顶之火下降，致侵入目系之瘀血，由大便

畅下，二十年之左瞽复明，悬揣以前时方之失，或系升阳散火汤搏而跃之，可使

过颡乎？傎己，君又治愈蒯立诚背肋牵痛，骽软不行之三年瘫痪，服圣方六月而

綦效。治一肺痿十五年，全愈。其用药之久，加减法程，既有日记，必能追录，

自当诊断治疗法方备录，以著经方之神，用导后世之遵循，方为仁术。矧八大传

染，风火时疫，胥可不用时方乎？语曰：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余又望邹君详载

方药，如萧琢如《遯园医案》，治从兄念农之妹，寒痹，服乌附二十余斤，为循名

核实，昭示来兹也。企予望之。 

 
1933 年岁次癸酉孟秋无锡周镇小农识于惜分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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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引言》志感 

癸酉之冬，葭灰既飞，地面一百八十度之阴气，下降一度，地下一百八十度

之阳气，上升一度，正次葭灰飞起之第一日也，年年岁气之升降如此，吾人神气

之升降亦如此，此《素问·四气调神论》之所由传也，今日之趾痕景薄桑榆，暮

霭无多，聊乘化以归尽乎？将调神全形以长年乎？此皆无责任之高士所宜有，非

吾之所宜有也。趾痕学医圣之道，虽未得其万一，而所蒙之恩赐，则已大矣。以

所蒙之鸿恩，自私自利，而不以公之于世，是负医圣默牖之恩，是放弃自身之责

任，吾岂敢哉，吾岂敢哉！今欲从事乎？吾应尽之责任，当自作仲景《伤寒论详

解》始，搦管之初，适由邮递到《山西太原医学杂志》，七十四期载有周君小农《引

言》一篇，所以促成趾痕撰述《圣方治验录》之引导也，前者立秋后五日，曾奉

小农函以《引言》相勉，趾痕以为非我初志，置不为意。今则公布于众目共睹之

刊物，则非趾痕所敢濡滞也。抑又思之，曩者《上古天真论详解》出版，既有瞽

目复明，及蒯立诚废疾复起之说，神则神矣。究无详密之记录，安之人不加以无

征不信之谤，由是知小农之《引言》，其有意唤醒我以弥谤之方乎？于是暂置《伤

寒详解》之作，而从事于《圣方治验》，回溯从前治愈之大病有特异之处，一一纪

之，其细处不复记忆者，阙之其近年在北平治愈之大病，如王养泉、蒯立诚二君

之风湿瘫痪，因二君知趾痕有《圣方治验》之作，皆发起于热诚，各将所得于趾

痕之诊治单，择其要方及其病愈之经过，用其亲笔录以加入，不须趾痕赞一辞，

俾余治验录得收速成之工，朴实记录，不尚修饰，土俗不文，所不计也。 

 
1933 年岁次癸酉仲冬之冬至日蜀渝邹趾痕序于北平寄庐之回澜书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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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方治验录》序 

昔贤有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夫为医与为相，相提并论，则医学之足

重，从可知矣。我国医学，自岐黄而后，代有名家，迤乎挽近，欧风东渐，人惊

新奇，醉心西人解剖之技巧，竟遗《黄帝内经》之真传，国粹就淹，讵不甚可惜

哉。 

益州邹趾痕先生，医学湛深，久已蜚声遐迩，年登耄耋，犹孳孳研求弗少勌，

盖己悟医理之精微，而窥其蕴奥矣。襄者鄙人患痰症，喘嗽交作，医治历四十余

日，终未收效，几濒于殆。嗣得友人介绍，延先生诊视，服药十余剂，霍然而愈，

于此益信先生之精于医，为不虚也，今先生裒集数十年来，平素所治之各大证，

汇订成书，将以付梓，此固先生本悲天悯人之怀，作寿世济民之业，贤者之施为，

夐乎善矣。又奚止裨益后进医学界之光已哉！ 

 
八十有七衡三丁槐谨序 

1935 年乙亥春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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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老将军之光荣史 

1935 年五月二十日，《北平小实报》载：本报特讯，老将军丁槐，今年九十七

岁，六十七年前，曾在谅山大胜法军，为中国对外战争最光荣之一页，黎段政争

时，黄陂被迫离平，丁奉黎命，携总统印赴滬，路出天津，乘太古公司船南下，

总巡捕房加以拘捕，施行检察，索印，丁氏正言厉色，抗不交出，人咸服其胆识。

昨在平寓，患气管支炎，延施今墨大夫诊治，厥状渐见痊可。 

感言：本年春正月，丁老将军患痰咳喘促，老将军素知医，自主方无效，咳

益剧、喘益促，至于卧不能着枕，召趾痕赴诊，服圣方乃大瘳，将军喜甚，语人

曰：仙方也。尝与趾痕欢颜晤谈，互问年甲，知将军长于趾痕四岁，适值拙著《圣

方治验录》脱稿，将军阅竟，欣赏不置，叹曰：篇中所载，皆不治之大病，不谓

圣方，乃有此奇效，不可以不传。爰赐以序，题其年龄曰八十有七，由是知该报，

九十七岁之说欠确，此固细故，而谅山大胜法军，奋扬国威，携总统印赴滬，避

段，有胆有识，两件惊人历史。千载下闻风，尤当起敬，况趾痕曾经承颜接辞，

其为荣不既多乎？兹阅报，借悉老将军旧病复作，得良大夫施今墨治愈，则老将

军福寿之增，正未可量，书此以 景仰，并以鸣愉快，而祝遐龄云。时二十四年

国历五月二十日也。 

挽联：感言之后四日，闻老将军辞尘噩耗，无任怆恻，既而思之，老将军战

功卓著，名书史册，福寿全归，天书下召，乘白云而朝帝座，乃老将军之大荣。

余又何戚戚耶？爰挽以联云：为名将，为儒臣，锡我宏文扬国粹；有奇勋，有战

略，惊人事业传谅山。 

 
（录《北平小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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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圣之医术也，即道也。以起沉疴，愈废疾，言则谓之术；以济世寿民、保

种强国，言则谓之道。医圣之医兼而有之。今之言医者，莫不曰出奇方，解目前

之急者，便为良医。如是指谓，医非吾所谓之医，夫出奇方解目前之急，贻后日

之一蹶不起者，劫剂也。以劫剂为良医，乃吾所谓庸医，且即医圣之所不许者也。

吾今所言医圣之医，又非汉魏以后一切方书，各执一说，毫无可靠之医，乃是我

轩岐仲景之书，所传之宝贵大道。学其道者，用以愈病便愈病实现，用以保寿便

期颐实现，大之参天地赞化育，小之却病延年，逾百岁而动作不衰。 

惜乎！医圣之书尚存而道已无存，遂使医圣却病延年之小道不能实现于今日，

推原其故，皆由汉魏以后，一切方书各承家技，各树异说，引入歧途，加以后世

学人畏圣道之高远，利歧途之易趋，兢走入各逞私智之异说。于是尚补火者，尚

滋阴者，有益脾胃者，有温命门者，有血不宜凉者，入主出奴，各是其是。病家

无由辨别优劣，惟以一己之所可信者，而迷信之异说，充塞全国，医圣之道，遂

无人问津矣。此即却病延年之道不能实现于今日之故也。慨乎！今日之我国许多

大志伟人卧病呻吟，死于伪医之手而不知伪，锦绣奇才少年膺疾，夭于庸医之手

而不知庸。讵不大可惜哉！间尝旷观乎！全球之大，万国之众，而惊叹乎！天之

加恩于我国，独厚也。天笃生济世寿民，历代之医圣于我国，我国之民何修而蒙

此殊恩也。又尝惊叹乎！我国之民处于医圣慈宇之下，数千年矣。而数千年之民

不被其泽也。我国之民何因而蒙此大不幸耶？得母久迷于歧途而不知返乎？其或

者大梦方酣而不知醒乎？兹撰《圣方治验录》成，倘能唤醒酣梦耶？所欣望焉！ 

 
时 1935 年岁次乙亥国历一月一日蜀渝邹趾痕序于北平寄庐之回澜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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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题 

跻彼高峰，目送飞鸿， 

问天有信，鸿不我通， 

笔能达意，书付太空， 

天有回信，微处觅踪。 

 

八十三岁邹趾痕自题 

廿四年国历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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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轩圣道，但知轩圣理，身半上天赐，身半下地与，地畀我生脾，畀我脾藏意， 

意最重肉身，食珍衣罗绮，富极意未足，损人勿利己，聚金等邱山，贪得犹未已， 

尧曰人心危，贪曰未吸髓，尧曰道心微，腐话最不取，但知贪之乐，不知危之惧， 

再说身半上，内藏肺与心，天食肺以气，赐我心藏神，神得气而生，神通天而灵， 

天大无私覆，神爱己爱人，神体天行道，天许神与亲，民罪在朕躬，朕罪勿罪民， 

汤居民高位，能素位而行，颜子居陋巷，箪瓢以乐贫，克己以复礼，期天下归仁， 

颜子居下位，亦素位而行，汤颜敬天命，得天爵最尊，陟降帝左右，其乐莫与京， 

此乐是真乐，其乐不可名，强名之曰道，我名无价珍，世上君相位，视若草芥轻， 

得意竟忘言，微机何处寻，回头看贪辈，夺利正营营，谁得与谁失，非我敢武评， 

身半上天赐，赐我心藏神，勿负天赐恩，知医而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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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空词解 

身半上天赐，身半下地与，此二语，从《素问》得来。《素问》云，身半以上

属天，身半以下属地。此两句，俗人滑眼看过，不知其中便含有人身最贵、人身

难得的教训在内。今欲明得此理，须分三层解之，一曰人禀天地之气而生，二曰

人身最贵，三曰人身难得。 

一曰人禀天地之气而生。何以言之？人有肉身，有五脏六腑，一切有形之体，

皆禀地气而生。而心藏之神，肺藏之魄，脾藏之意，肝藏之魂，肾藏之志，此五

者无形之用，则皆禀天气而生。然心肺居隔膜之上，心藏天赐神，肺吸天之五气，

以通神明，本乎天者亲上，故心肺居隔膜之上，故曰身半以上属天。肾、肝、脾

居隔膜之下，脾藏地畀之意，主助胃消化水谷，口食五味，肾为大肠、膀胱之门

户，以出糟粕，以行水道，本乎地者亲下，故脾肾居隔膜之下，故曰身半以下属

地。上下之间，有一隔膜，是分别天地之帷幕，乃敦厚之肥脂造成，其形如帐幔，

前着于胸部之鸠尾，两旁与腋胁相着，后连于脊之上一椎，周迥联缀，遮蔽下焦

浊气，使不得上熏心肺，则心肺之尊贵可知矣，故《六节藏象论》曰：心者，生

之本，神之变也；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灵兰秘典》曰：心者，君主之官，神

明出焉。盖有形之心肺，皆禀地气而生，而心藏之神，肺吸之气，则由天赐得来。

何以既曰神，又曰神明？盖神藏则不明，神出则明，人卧则目闭，目闭则神藏于

心，并藏其明，故人睡至极酣时，神藏心中，百事不理，故曰神，不曰明，及其

昼醒则目开，目开则神从心出，上宅于脑，用其目之视、耳之听，遂能明万理应

万事，故曰神明。神在心中，不食地上有形之味，要食天空无形之气，故《六节

藏象论》曰：天食人以五气，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

由是知人有心藏之神，惟天能赐之，亦惟天能食之，又当知天能赐之能食之，则

天亦能夺之。有问者曰：尝见世上有穷凶极恶、残忍酷杀之人，天不夺其神，又

给空气食其神，此何以解之？曰：天既生人赐之以神，一息尚存，皆其人道心未

泯之时，故不夺之而又食之也，然则天夺其神，当在何时？曰：在濒死之时，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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