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 谈 《伤 寒 论》 第 1 20 条 的 认 识
z 、四级

·

《仿寒论》第 12 0条原文日
: “

太阳病
,

当恶

寒
、

发热
,

今自汗出
,

反不恶寒
、

发热
,

关上脉

细数者
,

以医吐之过也
。

一二 日吐之者
,

腹中

饥
,
口不能食 ,三 四 日吐之者

,

不喜糜粥
,

欲食

冷食
,

朝食称吐
,

以医吐之所致也
,

此为小逆
。

对上一段原文的理解
,

诸家各舒己见
,

众说纷云
,

学者不能随意拘从
,

而应有自己

的明确观点
,

下面我仅就以下几种认识给予

异意
,

并谈谈我 自己的认识
。

五板教材对原文 1 20 条解释到
, “

太阳

表证
,

当见恶寒发热
。

今因不施汗解而误用

吐法
,

病人出现 汗自出
、

不恶寒
、

发热
、

关

脉细数
,

此为表邪虽除
,

脾胃受损
,

致里不

和
,

发生变证
。

在发病一二 日病 证轻浅时误

吐
,

病人虽知饥俄
,

但不能多食
,

可知胃气

已伤 , 发病三四 日误吐
,

致病人不喜糜粥
,

想进冷食
,

朝食答吐
,

·

为误吐损伤胃阳
,

胃

阳虚燥
,

属于假热
。

二种变化
,

虽皆属太阳

病误治引起的变证
,

但不十分严重
,

故仲景

称为
‘小逆

, ” 。

在上面这段解 释中
,

有些
心 地方是自相矛盾的

,

而且是十 分牵强的
。

如
:

把
“不喜糜粥

,

欲食冷食
,

朝食暮吐
”

解释为误吐损伤胃阳
,

胃 阳虚燥
,

属于 “
假

热
” 。

试想
,

如果在此解释为假热证
,

前

面原文中又有
“
自汗出

” 之证
,

那 么 根据

《伤寒论》第28 3条
. “病人脉阴阳俱紧

,

反汗出者
,

亡阳也⋯ ⋯
” ,

则此证不就为亡

阳之侯了吗 ? 亡阳者
,

乃阳气 欲脱之危证

也
,

怎 么还能说是
“
小逆

” 呢 ? 再者
, “

假

热
”
本身就是一种危重证候

。

《景岳全书
·

卷一
·

寒热真假篇》 中云
: “

假热者
,

水极

似火也
” ,

它是病程发展到寒极的严重阶段
.

时出现的寒极似热证
。

可见
, “

假热
” 与

“
小逆

”
是自相矛盾的

,

这种解释违背了仲

朱颖

景 之原意
。

又如
,

其对
“
胃阳

”
的解释是牵

强的
, “

伤阳
”
与

“
功能受损

” 两者不尽雷

同
,

笔者认为
“
胃阳

”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

广义之
“
胃阳

”
是指胃腑受纳腐熟水谷之功

能
,

狭义之
“
胃阳

”
是指单纯之胃中阳气

,

五板教材为了完美解释
“
朝食葬吐

”
把

“
胃

阳”
视为狭义之

“
胃阳

” ,

我认为
,

当脾胃

功能受损
,

不能 正常受纳腐熟水谷时
,

出现
“朝食暮吐

”
亦不是不可 以的

。

下 面谈谈我对这条原文的理解
:

太阳表证
,

当见恶寒
、

发热
,

今出现
“
自汗出

、

反不恶 寒
、

发热
,

关上 脉细

数
” ,

说明已发生了变证
。

按照疾病发展的

正常规律
,

表邪入 里化热
,

当出现阳明四

证
,

今出现
“
汗出

、

不 恶寒
、

发热
”
均可按

阳明热证解释
,

而 “脉细数
”
则不能解释

。

关上
,

指脾胃之部位
,

细为虚
,

数为热
,

细

数为脾胃阴液受 损
、

胃气 (胃之功能 ) 受

伤
,

故日
“ 以医吐之过也

。 ”

误吐后的变证
,

有偏阴
、

偏 阳
、

伤深
、

伤浅之异
。

病程
一

长者
,

其伤重
,

病程短者
,

其伤 浅
。

如初病一二 日吐之者
,

正气消耗不

甚重
,

且邪热浅在肤表
,

故误吐后 正气所伤

不 重
,

胃气虽伤但未致大变
,

故知饥饿而 口

不能食
。

三四 日误吐时
,

病证较前者深重
,

因为疾病发展到 三四 日时
,

正气消耗已较

重
,

表邪乘误吐内陷
,

化热入里
,

故不喜糜

粥
,

欲食冷食
,

由于误吐损伤了胃气 (胃之

受纳腐熟水谷之功能 )
,

故朝食暮吐
。

以上

这些症状的出现
,

皆为误吐所致
,

这两种变

化均属太阳病误治引起的变 证
,

都不十分严

重
,

故仲景 称之为
“
小逆

” 。

通过对本条文的分析
,

我们还可学到一

种学 习 《伤寒论》 的方法
,

就是必须注意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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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刺灸规律初探

研 究生

仲景用方之精当
,

世人熟知
,

奉为
“
经

岌
” ,

而仲景替用针灸
,

常不为人 重视
。

《伤寒论》既立针灸治疗原则
,

又示禁忌规

律
,
通观 《伤寒论》之条文

,

与针灸有关者

计35 条
,

虽只占总条数的 8
。

5 %
,

但却能充

分反映仲景对针灸的重视及其高深的灸刺理

诊‘ 本文拟就 皿伤寒论》中刺灸规律作一初

步探讨
,

不正之处
,

望指正
。

一
、

三 阳病宜针不宜灸
,

三阴病宜灸不

宜针

三阳经
,

指太阳经 (膀胧 经
、

小肠

经 ) 、
少阳经 (胆经

、

三焦 经 )
、

阳 明

, (胃经
、

大肠经 )
,

其位在表
,

统摄六
绳

“ 门 ~
、

八脚 ~
‘ ’

六声‘ , ” ‘
“

一
‘ 、

腑 , 三 阴经
,

指太阴经 (肺经
、

脾经 )
、

厥

阴经 (肝经
、

心包络 )
、

少阴经 (心经
、

肾

经 )
,

其位在里
,

统摄五脏
。

故三 阳病多系

阳证
、

表证
、

热证
、

实证
,

三阴病多系阴

证
、

里证
、

寒证
、

虚证
。

仲景根据针偏于泻

而灸偏于温补的特性
,

提示了
“三 阳病宜针

不宜灸
,

三阴病宜灸不宜针
” 的刺灸规律

。

1
、

三 阳病宜针不宜灸

((伤寒论》三阳病中有关刺灸的27 条原

文中
,

有 9 条用刺法
,

1 条用灸法
,

17 条为

灸热法所误治
。

原文25 条 (按成注编号
,

下 同) “
太阳

病
,

初服桂枝汤
,

反烦不解者
,

先刺风池
、

风府 ⋯⋯
” ,

及原文2 29 条 ,’ll 日明病
,

下血

谁语者
,

.

此为热入血室 ; 但头汗出者
,

刺期

门
,

随其实而泻之
,

⋯⋯ ” 。

前条指太阳中

李力

风
,

病重药轻而汗不出
,

风邪更加塑盛
,

此

时当先刺风池与风府穴
,

以疏通经脉
,

发散

风邪
,

刺之以开阳经之闭塞
,

以泄太阳经中

之风邪
,

后条指出热入血室
,

迫血妄行
,

血

室不藏
,

血中之热不能透于外而熏蒸于上
,

血室隶属于肝脉
,

故刺肝经募穴的期门
,

以

疏利肝胆之气
,

而泻血室之邪
,

使营卫调

和
,

阴阳均衡
,

正胜邪祛
。

《内经》日
:

“
满则泄之

” 、 “ 邪胜则虚之
”
即是此愈

。

仲景通过正面阐述阳证宜针的原则
,

亦

即提示阳证不宜灸的规律
,

不仅如此
,

仲景

还直接提出阳证用灸的危害性
。

原文 1 20 条
“
太阳病

,

以火熏之
,

不得

汗
,

其人必躁
,

到经不解
,

必清血
,

名为火

邪 ” ,

及原文 2 80 条
“
若巳吐

、

下
、

发汗
、

温

针
,

澹语
,

柴胡汤证罢
,

此为坏病 ⋯⋯ ” 。

前条论述太阳病误用火法
,

阳热郁遏不宣
,

火
.

牙卜不能外越
,

下伤阴络
,

迫血妄行
。

所谓
“
火熏

” ,

包括现时之灸法
。

后条论述少阳

病误用吐
、

下
、

发汗
、

温针等法后
,

使邪离

少阳而
“
柴胡汤证 罢

” ,

变为坏病
。

所 谓
“
温针

” ,

指针刺得气后
,

将艾绒捏在针柄

上点燃
,

直到艾绒燃完为止
,

即现今之
“
沮

针
·

灸
” 。

值得一提的是
,

仲景 在大且列举阳证误

用灸法致逆的同时
,

又举 出了 l例阳证用灸

法的情况
。

原文 12 5条
“浇针令其汗

,

针处

被寒
,

核起而赤者
,

必发奔豚
。

气从少腹上

冲心者
,

灸其核上各一壮
,

⋯ ⋯” .

本条指

出
“
灸其核上各一 壮

‘
, ,

阳 证何以得用灸

辑思维 及其周密性
。

如本条文之末
“⋯ ⋯ 有重大的指 导意义

,

如果我们注意到
“
小

此为小逆
” ,

我们 在分析条文之前就应注意

到
“
小逆

”
二字

,

这对我们分析前面 的症状

逆
” 二 字

,

就不会象教材中解释的那种 自相

矛盾
,

违背仲景之原意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