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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历代名医医案选讲》

内容概要

《中医历代名医医案选讲》主要内容简介：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其生命力在于临床，而临床之际在于
疗效。如何成为临床大家，如何提高疗效？概而要之，一是熟读经典，二是勤于实践，三是名师指点
。广涉众家名师，博采众家之长，无疑是中医成材之路。医案是中医临床实践的记录，体现了诊疗过
程中理、法、方、药的具体运用，是医家诊治疾病思维过程的表现，是临床辨证论治的真实记录。医
案在中医学术的继承和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医疗科技档案，也是图书资料，不仅具有
历史价值，也有实用价值，故在中医临床、教学、科研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指出
：“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清代名医方耕霞指出：“医之有方案，犹名法家之例案，文章家之有
试读。”故历代业医者十分重视对医案的总结记录；习医者无不究习之，以启迪思维，获取经验。正
如近代著名医家恽铁樵在《清代名医医案大全》序中说：“我国汗牛充栋之医书，其真实价值不在议
论而在方药，议论多空谈，药效乃事实，故选刻医案乃现在切要之图。”可见，医案是使历代医家的
丰富经验得以传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为后世医家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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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医案选录]范天骤之内，素有脾胃之证，时显烦躁，胸中不利，大便不通。初冬出外而晚归
，为寒气怫郁，闷乱大作，火不得升故也。医疑有热，治以疏风丸，大便行而病不减。又疑药力小，
复加七八十丸，下两行，前证仍不减，复添吐逆，食不能停，痰唾稠黏，涌出不止，眼黑头旋，恶心
烦闷，气短促上喘无力，不欲言。心神颠倒，兀兀不止，目不敢开，如在风云中。头苦痛如裂，身重
如山，四肢厥冷，不得安卧。余谓前证乃胃气已损，复下两次，则重虚其胃，而痰厥头痛作矣。制半
夏白术天麻汤主之而愈。半夏白术天麻汤：黄柏二分，干姜二分；天麻、苍术、白茯苓、黄芪、泽泻
、人参，以上各五分；白术、炒曲，以上各一钱；半夏、大麦蘖面、橘皮，以上各一钱五分。叹咀，
每服半两，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渣带热服，食前。此头痛苦甚，谓之足太阴痰厥头痛，非半夏不能疗
；眼黑头旋，风虚内作，非天麻不能除，其苗为定风草，独不为风所动也。黄芪甘温泻火补元气；人
参甘温泻火补中益气；二术俱甘苦温，甘除湿，补中益气；泽泻利小便导湿；橘皮苦温益气，调中升
阳；曲消食，荡胃中滞气；大麦蘖面宽中助胃气；干姜辛热以涤中寒；黄柏苦大寒，酒洗以主冬天少
火在泉发躁也。（《脾胃论·卷下》）[辨证思路]金元以前，医家论治头痛多遵从《伤寒论》分经论
治法，但《伤寒论》关于头痛证治仅见于太阳、阳明、少阳、厥阴四经，独缺太阴、少阴头痛的证治
内容。李氏在《兰室秘藏.头痛门》中补充出太阴、少阴头痛的证治，并进一步指出六经头痛之异，“
太阳头痛，恶风，脉浮紧”。“少阳经头痛，脉弦细，往来寒热”。“阳明头痛，自汗，发热，恶寒
，脉浮缓长实”。“太阴头痛必有痰，体重或腹痛为痰癖，其脉沉缓”。“少阴经头痛，三阴三阳经
不流行，面足寒气逆为寒厥，其脉沉细”。“厥阴头顶痛，或吐痰沫，厥冷，其脉浮缓”。不难看出
，三阳经头痛多系邪气盛，属外感；三阴经头痛则属内伤者多。太阴头痛实由脾运失健，痰浊阻滞，
清窍不利，从而提出“痰厥头痛”之名，开从痰论治头痛之法门。患者脾胃素虚，运化乏力，酿生痰
湿，升降失常，故时显烦躁、胸中不利、大便不通。入冬之际，外感寒邪，阳气怫郁，上下不得交通
，故闷乱大作、更兼吐逆、痰唾稠黏、涌出不止，诸症蜂起。土虚木乘，肝风内动，夹痰上扰，则眼
黑头旋。丹溪有云，阳气怫郁，百病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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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历代名医医案选讲》

编辑推荐

《中医历代名医医案选讲》为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供中医药类专业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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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介绍的都是个案，方子也是一个，没有特别详细的分析。自学有点单一
2、喜欢，觉得很经典，看了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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