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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姜建国，男，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１９７８年伤寒专业硕士研究生毕

业后，从事 《伤寒论》教学、临床、科研工

作３０余年。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仲景学

说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

学科中医全科医学学科带头人，山东省名中

医药专家。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３部，主编、参编著作及教材３２部。主编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伤寒论》 （七年制）、全国中医药高职高

专卫生部规划教材 《中医经典选读》、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

类精编教材 《伤寒论选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类别全科医

师规范组培训教材 《中医全科医学概论》４部。主持完成省部级

课题２项，校级课题３项。目前主持国家自然基金、省级课题

各１项。承担国家科技部９７３课题１项。２００２年获山东省高校

十佳优秀教师提名奖。２００４年有两项课题分别获得校教学成果

一、二等奖。２００７年４月被评为校级教学名师。编著的 《李克

绍医学文集》获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二等奖，主编的 《伤寒论》
全国新世纪七年制教材于２００８年获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

等奖。



内容提要

本书内容分两部分：一是 《伤寒论》原文，以明·赵开美

复刻宋本 《伤寒论》为蓝本。自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至 “辨
阴阳易差后劳复并脉证并治”，共选录２７９条。为能深透地阐述

条文的精奥旨义，有针对性的选取某一部分进行品读，或症状，
或脉象，或字词，或治法，或方药，或煎服，或写作手法等。
二是选取２９条后世医家解读 《伤寒论》具有独特意义或者独到

观点的论述，进行有针对性的解读、分析、评判。这部分内容

具有深邃的、富有创建性的感悟，颇具品读价值。
为了有助于提高临床辨证思维能力，书中特设 “名家医案

赏析”专栏，精选古今著名伤寒医家典型医案进行解读赏析，
冀其达到领悟经方妙用，借鉴医家经验，提高临床疗效的目的。

本书撷取伤寒精华，阐发经典旨奥，揭示辨治规律，品读

经典真谛，是深入学习和领会 《伤寒论》精髓的重要参考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１　　　　

目　录

原文品读 １………………………………………………………

　伤寒杂病论·自序 １…………………………………………

　　　伤寒十居其七 １………………………………………………

　一、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篇 ３………………………………

　　　１．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１条） ３………

　　　２．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２条） ４……………………………………………………

　　　３．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

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３条） ６………………

　　　４．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

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４条） ７…………………

　　　５．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６条） ８………

　　　６．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

也。（７条） １０……………………………………………

　　　７．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

（８条） １１…………………………………………………

　　　８．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８条） １１……

　　　９．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１０条） １２………

　　　１０．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

汗自出……桂枝汤主之。（１２条） １３……………………

　　　１１．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

（１３条） １５…………………………………………………



２　　　　

　　　１２．太阳病，项背强 ，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

汤主之。（１４条） １６………………………………………

　　　１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１６条） １７…………

　　　１４．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

不可与之也。（１６条） １７…………………………………

　　　１５．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

肢微急……桂枝加附子汤主之。（２０条） １８……………

　　　１６．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

之。（２１条） １９……………………………………………

　　　１７．若微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２２条） ２０………

　　　１８．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

虚……宜桂枝麻黄各半汤。（２３条） ２１…………………

　　　１９．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若形似疟，一日

再发者……宜桂枝二麻黄一汤。（２５条） ２１……………

　　　２０．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

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２７条） ２２…………

　　　２１．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

加茯苓白术汤主之。（２８条） ２３…………………………

　　　２２．反与桂枝，欲攻其表，此误也……若厥愈足温者，

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２９条） ２６………………………

　　　２３．太阳病，项背强 ，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

（３１条） ２７…………………………………………………

　　　２４．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

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３５条） ２８…………………

　　　２５．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３５条） ３１………………

　　　２６．太阳病，十日以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

（３７条） ３２…………………………………………………

　　　２７．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

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３８条） ３２……………………



　 ３　　　　

　　　２８．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

证者，大青龙汤发之。（３９条） ３３………………………

　　　２９．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

小青龙汤主之。（４０条） ３４………………………………

　　　３０．若微利，去麻黄……若噎者，去麻黄……

若小便不利、少腹满者，去麻黄……若喘，

去麻黄。（４０条） ３５………………………………………

　　　３１．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４１条） ３６………………

　　　３２．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５１条） ３７……

　　　３３．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５２条） ３８…………

　　　３４．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荣气和。（５３条） ３９………………

　　　３５．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５４条） ４１………………

　　　３６．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

（５５条） ４１…………………………………………………

　　　３７．伤寒……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

宜桂枝汤。（５６条） ４２……………………………………

　　　３８．伤寒，发汗已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

汗，宜桂枝汤。（５７条） ４３………………………………

　　　３９．凡病……阴阳自和者，必自愈。（５８条） ４３……………

　　　４０．下之后，复发汗，必振寒，脉微细。所以然者，以

内外俱虚故也。（６０条） ４４………………………………

　　　４１．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

（６１条） ４５…………………………………………………

　　　４２．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

两新加汤主之。（６２条） ４６………………………………

　　　４３．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

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６３条） ４７…………………

　　　４４．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

桂枝甘草汤主之。（６４条） ４９……………………………



４　　　　

　　　４５．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６５条） ５０…………………………………………………

　　　４６．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主之。

（６６条） ５０…………………………………………………

　　　４７．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主之。（６７条） ５２…………………………………………

　　　４８．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

汤主之。（６８条） ５２………………………………………

　　　４９．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６９条） ５３…………………

　　　５０．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７０条） ５４…………………

　　　５１．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７１条） ５５…………………………………………………

　　　５２．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

草汤主之。（７３条） ５８……………………………………

　　　５３．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７４条） ５９…………………………………………………

　　　５４．虚烦不得眠……栀子豉汤主之。（７６条） ６０……………

　　　５５．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

干姜汤主之。（８０条） ６１…………………………………

　　　５６．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

（８１条） ６１…………………………………………………

　　　５７．太阳病发汗……其人仍发热……振振欲擗地者，真

武汤主之。（８２条） ６２……………………………………

　　　５８．淋家，疮家，衄家，亡血家，汗家。（８４～８８条） ６３………

　　　５９．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本先下之，而反

汗之，为逆。（９０条） ６４…………………………………

　　　６０．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９１条） ６５……………

　　　６１．但阳脉微者，但阴脉微者。（９４条） ６６…………………

　　　６２．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９５条） ６７……



　 ５　　　　

　　　６３．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

小柴胡汤主之。（９６条） ６７………………………………

　　　６４．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

下。（９７条） ６９……………………………………………

　　　６５．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

（９７条） ７０…………………………………………………

　　　６６．伤寒四五日……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

（９９条） ７１…………………………………………………

　　　６７．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

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１００条） ７２……………………

　　　６８．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１０１条） ７４………

　　　６９．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

（１０２条） ７６………………………………………………

　　　７０．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

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１０３条） ７７……………………

　　　７１．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１０４条） ７９……………

　　　７２．伤寒十三日，过经。（１０５条） ８１………………………

　　　７３．脉调和者，知医以丸药下之……今反和者，此为内

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１０５条） ８２……………………

　　　７４．热结膀胱，其人如狂……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

宜桃核承气汤。（１０６条） ８３………………………………

　　　７５．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１１２条） ８６……………

　　　７６．关上脉细数者，以医吐之过也。（１２０条） ８７…………

　　　７７．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

（１２２条） ８９………………………………………………

　　　７８．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先此时自极吐下者。

（１２３条） ８９………………………………………………

　　　７９．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１２４条） ９０………………

　　　８０．脉微而沉，反不结胸。（１２４条） ９１……………………



６　　　　

　　　８１．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者……血证谛也。

（１２５条） ９２………………………………………………

　　　８２．小便利者，以饮水多，必心下悸。（１２７条） ９３………

　　　８３．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

而反下之，因作痞也。（１３１条） ９４………………………

　　　８４．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１３１条） ９５………

　　　８５．数则为虚……动数变迟。（１３４条） ９６…………………

　　　８６．若不结胸，但头汗出……小便不利，身必发黄。

（１３４条） ９７………………………………………………

　　　８７．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

（１３５条） ９９…………………………………………………

　　　８８．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１３７条） １００………

　　　８９．此作协热利也。（１３９条） １０１…………………………

　　　９０．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１４０条） １０２………

　　　９１．其热被劫不得去，弥更益烦。（１４１条） １０３……………

　　　９２．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

服。（１４１条） １０４…………………………………………

　　　９３．多饮暖水，汗出愈。（１４１条） １０４………………………

　　　９４．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１４１条） １０５……………

　　　９５．热除而脉迟身凉……此为热入血室也。（１４３条） １０７……

　　　９６．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

入血室。（１４４条） １０８……………………………………

　　　９７．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１４５条） １０８…

　　　９８．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

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１４８条） １１１……………

　　　９９．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１４８条） １１２……………………

　　　１００．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１４９条） １１３……………

　　　１０１．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１４９条） １１４………………

　　　１０２．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１４９条）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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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３．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硬，下利

不止。（１５０条） １１６………………………………………

　　　１０４．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

（１５１条） １１７………………………………………………

　　　１０５．太阳中风……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

十枣汤主之。（１５２条） １１８………………………………

　　　１０６．先煮大枣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

（１５２条） １１９………………………………………………

　　　１０７．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１５３条） １２０……………

　　　１０８．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１５４条） １２１………

　　　１０９．麻沸汤二升渍之。（１５４条） １２２………………………

　　　１１０．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１５５条） １２３………………………………………………

　　　１１１．上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

滓，内附子汁，分温再服。（１５５条） １２４………………

　　　１１２．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五

苓散主之。（１５６条） １２５…………………………………

　　　１１３．忍之一日乃愈。（１５６条） １２６…………………………

　　　１１４．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

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１５７条） １２８………………

　　　１１５．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

甘草泻心汤主之。（１５８条） １２９…………………………

　　　１１６．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利不止……

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１５９条） １３２……………………

　　　１１７．伤寒吐下后，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

痞硬。（１６０条） １３３………………………………………

　　　１１８．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汤主之。

（１６１条） １３３………………………………………………

　　　１１９．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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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１６２条） １３４…………………

　　　１２０．太阳病……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

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１６３条） １３５…………

　　　１２１．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解表宜桂枝汤，

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１６４条） １３５…………………

　　　１２２．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中痞硬，呕吐而下利者，

大柴胡汤主之。（１６５条） １３７……………………………

　　　１２３．病如桂枝证……寸脉微浮，胸中痞硬……当吐之，

宜瓜蒂散。（１６６条） １３８…………………………………

　　　１２４．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白虎加人参

汤主之。（１６８条） １４０……………………………………

　　　１２５．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

加人参汤主之。（１６９条） １４０……………………………

　　　１２６．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１７２条） １４２…………………

　　　１２７．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

黄连汤主之。（１７３条） １４３………………………………

　　　１２８．风湿相搏……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

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１７４条） １４５…………

　　　１２９．以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硬，小便

不利，当加桂。（１７４条） １４８……………………………

　　　１３０．风 湿 相 搏，骨 节 疼 烦，掣 痛 不 得 屈 伸，近 之 则 痛

剧……甘草附子汤主之。（１７５条） １５０…………………

　　　１３１．伤寒脉浮滑，此以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

（１７６条） １５０………………………………………………

　　　１３２．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

（１７７条） １５２………………………………………………

　二、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篇 １５３……………………………

　　　１．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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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阳阳明者……大便难是也。（１７９条） １５３……………

　　　２．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１８０条） １５５………………

　　　３．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

中干燥，因转属阳明。（１８１条） １５６……………………

　　　４．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

恶寒，反恶热也。（１８２条） １５７…………………………

　　　５．问曰：病有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者，何也？答

曰：虽得之一日，恶寒将自罢。（１８３条） １５８…………

　　　６．问曰：恶寒何故自罢？答曰：阳明居中，主土也，万

物所归，无所复传。（１８４条） １５８………………………

　　　７．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转

属阳明也。（１８５条） １５９…………………………………

　　　８．伤寒三日，阳明脉大。（１８６条） １５９……………………

　　　９．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至七

八日大便硬者，为阳明病也。（１８７条） １５９……………

　　　１０．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

而紧，若下之，则腹满小便难也。（１８９条） １６０………

　　　１１．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

（１９０条） １６１………………………………………………

　　　１２．若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

欲作固瘕，必大便初硬后溏。（１９１条） １６１……………

　　　１３．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１９３条） １６２……………

　　　１４．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

冷故也。（１９４条） １６３……………………………………

　　　１５．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必小便

难，此欲作谷疸。（１９５条） １６４…………………………

　　　１６．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

此以久虚故也。（１９６条） １６４……………………………

　　　１７．阳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者，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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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２００条） １６５…………………………………………

　　　１８．阳明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

必盗汗出。（２０１条） １６５…………………………………

　　　１９．阳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衄。

（２０２条） １６６………………………………………………

　　　２０．今为小便数少，以津液当还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

便也。（２０３条） １６７………………………………………

　　　２１．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２０４条） １６８……

　　　２２．阳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２０５条） １６９………

　　　２３．阳明病，面合色赤，不可攻之。（２０６条） １６９…………

　　　２４．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与调胃承气汤。

（２０７条） １７０………………………………………………

　　　２５．阳明病，脉迟……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

大承气汤主之。（２０８条） １７１……………………………

　　　２６．转矢气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２０９条） １７２……

　　　２７．夫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者，重语也。直视谵

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２１０条） １７３……………

　　　２８．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

脉自和者不死。（２１１条） １７３……………………………

　　　２９．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２１２条） １７４…………

　　　３０．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

硬，硬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２１３条） １７５…………

　　　３１．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

（２１４条） １７５………………………………………………

　　　３２．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

但硬耳，宜大承气汤下之。（２１５条） １７６………………

　　　３３．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２１６条） １７７…

　　　３４．汗出，谵语者……下之若早，语言必乱，以表虚里

实故也。（２１７条）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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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三阳合病，腹满身重……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

（２１９条） １７９………………………………………………

　　　３６．但发潮热，手足 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

则愈，宜大承气汤。（２２０条） １８０………………………

　　　３７．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 ，舌上

胎者，栀子豉汤主之。（２２１条） １８１……………………

　　　３８．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２２２条） １８２………………………………………………

　　　３９．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

之。（２２３条） １８３…………………………………………

　　　４０．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

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也。（２２４条） １８４……………

　　　４１．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

者，与小柴胡汤。（２２９条） １８５…………………………

　　　４２．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

与小柴胡汤。（２３０条） １８５………………………………

　　　４３．阳明中风……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

柴胡汤。（２３１条） １８７……………………………………

　　　４４．阳明病……虽硬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

导而通之。（２３３条） １８８…………………………………

　　　４５．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

发汗，宜桂枝汤。（２３４条） １８９…………………………

　　　４６．阳明证，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屎虽硬，大便

反易。（２３７条） １８９………………………………………

　　　４７．阳明病，下之心中懊 而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

（２３８条） １９０………………………………………………

　　　４８．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者，

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２３９条） １９１………………

　　　４９．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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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阳明也。（２４０条） １９１…………………………………

　　　５０．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

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２４２条） １９２………

　　　５１．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

属上焦也。（２４３条） １９３…………………………………

　　　５２．病人不恶寒而渴者，此转属阳明也。小便数者，大

便必硬……渴者，宜五苓散。（２４４条） １９４……………

　　　５３．汗出多者为太过……太过者，为阳绝于里，亡津液，

大便因硬也。（２４５条） １９５………………………………

　　　５４．趺阳脉浮而涩……浮涩相搏，大便则硬，其脾为约，

麻子仁丸主之。（２４７条） １９６……………………………

　　　５５．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

胃承气汤主之。（２４８条） １９８……………………………

　　　５６．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后，微烦，小便数，大便

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２５０条） １９９……………

　　　５７．伤寒瘀热在里，身必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主之。

（２６２条） ２００………………………………………………

　三、辨少阳病脉证并治篇 ２０１……………………………

　　　１．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２６３条） ２０１……

　　　２．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

（２６４条） ２０２………………………………………………

　　　３．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２６５条） ２０２…

　　　４．脉沉紧者，与小柴胡汤。（２６６条） ２０５…………………

　　　５．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２７０条） ２０５……

　　　６．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２７２条） ２０６……………

　四、辨太阴病脉证并治篇 ２０７……………………………

　　　１．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

自痛。（２７３条）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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