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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理法与经方临床》

作者简介

张英栋，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主任医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经典临床研究所客座教授。著有《银屑
病经方治疗心法：我对“给邪出路”的临证探索》(中国中药医药出版社出版)等学术专著。临证喜用
经方，主张应用经方应该尊重《伤寒论》构建的理论框架，以理识方，以理识症，厘清标本的层次，
见症察机，辨机用药。强调可驱邪时首驱邪，给邪以出路，同时关注气机的调达和正气的恢复，以“
汗”为指归，获得了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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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伤寒论》理法
第一章时代呼唤《伤寒论》理法
《伤寒论》理法盛行的背景1—治法选择是时势使然
《伤寒论》理法盛行的背景2—话说时空背景
《伤寒论》理法盛行的背景3—当今天时为下元
《伤寒论》理法盛行的背景4—为“天”把脉，人定应天
《伤寒论》理法盛行的背景5—读《天道与人文》有感
第二章三阴三阳推敲
《伤寒论》三阴三阳本质——从“欲解时”谈“六病”
《伤寒论》之“三阳易治三阴难”
三阴三阳在先，八纲在后，不可混同
“六经钤百病”解
“发热⋯⋯发于阳”易愈
辨“三阴三阳”论治疑难病举例
第三章与汗相关的理法
《伤寒论》汗法的双重标准
《伤寒论》之得汗与“正汗指征诊疗体系”
谨防“衣里冷湿久久得之”
《伤寒论》“火劫发汗”之现代版
“疮家不可发汗”如何解
思考“急汗之”
“汗出⋯⋯不能发黄”的启示
“秋宜下”时如何用汗法？
“阳气内蒸而不骤泄”
发汗不彻转阳明
《伤寒论》“辨不可发汗”启示
止汗与“阳气内蒸”
“微汗”不可执
“给邪出路，以汗为凭”治难症
广汗法·广下法·广通法
《伤寒论》从汗论治瘙痒
痒与“阳气怫郁”
张仲景、刘河间与“阳气怫郁”
冷水治疗“阳气怫郁”
第四章咬文嚼字与理法
《伤寒论》桂枝汤方后“一时许”正确位置的铁证
《伤寒论》273条“自利益甚”析义
《伤寒论》“心中懊侬”是胃病
“调和荣卫”有待商榷
《伤寒论》中“搏”应直接改为“抟”
“开、阖、枢”是不存在的
《伤寒论》之“寒”“热”假说
“欲解”非“必”解，可加重也可减轻
“絷絷”有深意
第五章伤寒理法杂谈
不可独尊某诊
自愈与瞑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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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愈靠阳明
柯韵伯论阳明
《伤寒论》条文直解（节选）
下篇经方之应用
第六章用方需知进退——“刹车”与“踩油门”
欲学麻黄方，先通苓桂剂
经方应用，讲理为前提
用药需知利弊
桂枝类方应用思考
麻黄不当用不可强用
“发物”和“发药”
麻黄剂“一剂知二剂已”
麻黄汤当用之时需坚决
第七章一团和气与推陈致新
甘草泻心，温脾泻胃
柴胡120g应用实例
以甘草用量解《伤寒论》解表三方
“炙甘草”当为炒甘草
炒甘草大量用为仲景原意
“久久”用甘草辨
“甘草令人中满”误
柴胡桂枝干姜汤，可以不争论
大黄牡丹汤讨论
第八章经方应用杂谈
理中类方歌括类变心解
张锡纯用经方，重在察机
“方证对应”的实质
“方证对应”不可夸大
“随证治之”不是中医主流
附篇宜放斋随思集
从“盛者夺之”谈大剂量用药
医生可以不谈邪
更上一层楼，各家无不偏
不可尽凭虚实补泻
“天—人—病—症”辨治框架
中医理法为重，可以不用方药
学中医需“早临床”
中医的本质是自然医学1—顺应自然，给邪出路
中医的本质是自然医学2—“享受”发热，无为而治
“经方相对论”讲座实录（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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