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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第 "# 条救误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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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伤寒论"第 "# 条实为仲景明示救治坏病治则之典型范例# 读仲景之书$重要的是要学会辨证思维的方法$临床失误

时$要善于分析不同的致误原因$总结教训$明确救误的原则%步骤$积极应对$果断处理$以提高临床疗效$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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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是汉代张仲景著述的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理论

联系实际的中医典籍( 本文主要就书中第 "# 条!明代赵开

美复刻宋本&伤寒论'为蓝本"中的救误特点谈谈个人的学

习体会(

&伤寒论'原文第 "# 条云$)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

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欲攻其表#此误也( 得之便

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

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

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

之(*本条主要叙述了误用桂枝汤及误用后的救治方法#其后

的第 $% 条也作了相关论述$)问曰$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

剧#厥逆#咽中干#两胫拘急而谵语( 师曰$言夜半手足当温#

两脚当伸#后如师言( 何以如此+ 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则

为风#大则为虚#风则生微热#虚则两胫挛( 病证象桂枝#因

加附子参其间#增桂令汗出#附子温经#亡阳故也( 厥逆咽中

干#烦躁#阳明内结#谵语#烦乱#更饮甘草干姜汤( 夜半阳气

还#两足当热#胫尚微拘急#重与芍药甘草汤#尔乃胫伸#以承

气汤微溏#则止其谵语#故知病可愈(* 本条在此应与第 "#

条互参(

从第 "# 条原文来看#实属一首三尾的行文格式#即自

)伤寒#脉浮#自汗出*至)此误也*是叙初起见证及治误#其

后)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

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与

)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以及)若重发汗#复

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三段皆是服药后的不同结果及救治(

对于桂枝汤在&伤寒论'中的地位#清代柯韵伯谓$)仲景群

方之魁#乃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汗之总方也(* 多数

人认为这一评价较为中肯( 其作为&伤寒论'的第一个方#且

在&伤寒论'中本汤证不仅用于外感#而且可用于杂病#是论

中适应范围较广的方剂( 那为何仲景说)反与桂枝欲攻其

表#此误也+*对这一论断#笔者认为$一则是以客观的实事求

是的认识态度正视出现的问题%再则告诫后学者#即使是桂

枝汤这样的方剂也不是随便去用的%应掌握方药的运用指

征#%三则提示临床上由于医生的诊治水平以及病者的复杂

病情等因素很容易导致失治或误治%四则果断指出用误#以

免一误再误(

接着原文列举误用桂枝汤后的三种救治方法#即$一是

服后厥逆#咽中干#烦躁#吐逆者#用两组药对救误#即先与甘

草干姜汤辛甘化阳以复阳气#待厥愈足温#继与芍药甘草汤

酸甘化阴以复阴液#其脚即伸%二是假使胃气不和#谵语者#

少与调胃承气汤微和胃气%三是假使因重发汗#复加烧针#一

误再误见到亡阳症状者#用四逆汤急救回阳(

通过对&伤寒论'第 "# 条中救误的学习#给我们的启迪

很多#一是仲景告诫我们失治或误治是临证中难以避免的#

本条举&伤寒论'中极为重要的方剂桂枝汤之用误是一种警

示#希望后学者能举一反三#也应注意其他的方剂或者治法

也有可能在临证中出现用误#如论中不仅对桂枝汤,麻黄汤,

大青龙汤,白虎及白虎加人参汤,承气类方,栀子豉汤类方,

小柴胡汤,理中汤,四逆汤,黄连阿胶汤,乌梅丸等等#都提及

了其适应症和禁忌症#而且有诸多条文叙述了由于失治或误

治#如在&伤寒论'太阳病篇中除了伤寒,中风,温病证治与一

些兼证以外#其中大多是讨论因失治或误治而致变逆的证

治( 这些变证或坏病的产生#虽然有病者因素的关系或受邪

较重而疾病自趋变化的#但绝大部分是由于治疗失当所引

起#既可能是误汗所引起#也可能因误下或误吐所引起#还有

误水!用水向身上喷浇",误火!如熏,熨,灸,烧针等"所致(

仲景对于失治或误治是非常重视的#对于这些变证#不能认

为是误汗误下或误吐误火的必然结果#其治法多端#无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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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要回顾了历代医家对中风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唐以前以外风立论$宋以后多持内风说# 该文作者提出了自己的

观点'临床上不必强为分外风%内风$而应根据(证)的情况$灵活掌握$以提高疗效#

关键词!中风病&外风&内风&病因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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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拟( 因此必细察其脉为何脉#证为何证#从前所误#今犯何

逆#然后随其证而治之#始为当耳( 故仲景在第 J& 条云$)太

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

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桂枝本为

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

勿令误也(*

原文中三种转归的救治告诉我们#仲景对误后不是消极

的#切不可一误再误#应运用)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

之*原则#采取积极的态度的对出现变证迅速地作出准确的

判断并尽力地进行救治( 只有辨证准确#并掌握方药的运用

要点#而才能减少!或阻止"失治或误治的发生( 可以认为

本条实为仲景明示救治坏病治则之典型范例( 论中还提出

了许多至今依然行之有效的救误内容#如第 & 条)风温为病

..若被下者..若被火者..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第 PJ 条)太阳病#发汗后..少少与饮之..若脉浮#小便

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第 J%Q 条)伤寒十三日不

解..下之以不得利..此非其治也( 潮热者#实也#先宜

服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第 JJ% 条至

JJ# 条列举误用火法之变证及救治%第 JQ# 条)伤寒五六日

..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

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第 JM# 条)伤寒服汤药#下

利不止#心下痞硬( 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知

以理中与之#利益甚( 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

禹余粮汤主之( 复不止者#当利其小便*等等#不胜枚举( 故

前贤有谓书中多)拟病防变之辞*#或言)设法御病*( 徐灵

胎指出$)读&伤寒论'者#知此书皆设想悬拟之书#则无往不

得其义矣(*因此#读仲景之书#重要的是要能从中学会更多

的辨证思维方法#我们若能据这些不同的治误以及救误加以

举一反三#定能提高临床疗效#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正如仲

景原序中所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思源#若能循

余所集#思过半矣(*

医者仁术#既要热爱自已的事业#更要爱惜病者( 孙思

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 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为此#

医者不仅要有高尚的医德#还要有精湛的医术#潜心钻研#济

世救人#而无愧于这一神圣的职业( 以上管窥之见#愿与同

道共勉#不妥之处#祈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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