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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济方辑校 (九)

郭洪耀 张海凌

〔四〕

〔原文 ) 疗肺气不足
夕

寒从 背起
, 口如

含霜雪
,
语无声音

, 剧者吐血苦寒
, 五味子

汤方
。

五味子三两 大枣五十枚掌 桑根 白皮

一升 荣本二 两 钟乳三两 ¹ 款冬花二两

鸡苏二两

右 七味
, 切

。

以 水九升
, 煮取三升

,

分

温三服
,
每服如人行七八里

, 进一服º
。

忌

猪鱼
、

炙肉
、

热 面
、

陈尧等物
。

此方甚良
。

《外台 》卷十

〔校勘〕

¹ 两
:

东洋刊本 《外 台》此 后 有
“
绵

裹
”
二字

。

º服 :
东洋刊本 《外 台》此 后有

“
不

禾少
” 二字

。

〔原文) 又疗肺气不足
夕

逆 气胸满
夕

上

迫喉咽
, 闭塞短气

,

连唾相属
,

寒从 背起
,

甘如含霜雪
,
语无音声

, 剧者唾血腥 炙
,

或

歌或哭
, 干呕心 烦 ¹

,
耳º闻风雨声 , 皮毛

悴» , 面 ¼ 白
夕

紫芫汤 ¾ 方
。

紫莞¾ 五味子 生姜合皮切¿ 白石

英研绵裹À 款冬花 桂心 人参Á 各二

 两 钟乳研绵裹@ 麦门冬去心  桑根

白皮各三两 大枣二十 ¾ 枚掌À 粳米¾ 合

右十 二 味
,
切 @

。

水一斗五¾ 升
, 先

煮桑根白皮  
、

粳米
,
取九升

, 去滓 
,

内

诸À 药 , 煎取三  升 , 去滓  
。

分温@ 三服

¾
,
每服 相去如人行 七八里久À

。 ,

忌生葱
、

热 面
、

炙肉À
。

《外台》卷十

( 本方又见于 《深师方 》
、

《千金 》卷

十七
。

)

〔校勘〕

¹ 自
“又 疗

”
至

“心 烦 ” 四 十 九字
:

《千金 》无
。

º耳
:

《千金 》作
“
中

” 。

» 皮毛悴 :
《千金 》无

。

¼ 面
:
《千金 》作

“
面色

” 。

½ 紫苑汤
:
《千金 》无

。

¾ 紫苑
:
《千金 》无

。

¿ 合皮切
:

《千金 》无
。

À 白石英研绵裹
:
《千金 》作

“
·

方用

自石英二两
” 。

Á 人参
:

《千金 》无
。

 二
:

《千金 》作
“
三

” 。

@ 研绵裹
:
《千金 》无

。

@ 去心
:
《千金 》作

“四两
” 。

¾ 二十
:
《千金 》作

“
十

” 。

@ 擎
:

《千金 》无
。

¾ 一
:
《千金 》作

“
五

” 。

 十二
:

(( 千金 》作 “
九

” ,
无紫苑

、

白石英
、

人参
。

 切
: (( 千金 》作 “

吸咀
” 。

 五 : 《千金 》作
“
二

” 。

 桑根白皮
:

《千金 》无
。

 取九升
,

去滓
:
《千金 》作

“
令熟去

之
’, 。

À 诸
:
《千金 》无

。

@ 三
:
《千金 》作

“二 ” 。

 去滓 :
《千金 》无

。

@ 温 :
《千金 》无

。

 服 :
《千金 》此 后 有

“
温 服之

” 三
J

勺j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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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久
:
东洋刊本 《外 台 》此 后有

“
吃

之
( 、

不利
” 四字

。

@ 自 “
每服

” 至 “
炙肉

”
十八字

:
《千

金 》无
。

〔五〕

〔原文 ) 疗传尸 骨蒸
,

掩殊肺疾
, 崔许

鬼气 ,
卒心痛

,
霍乱吐痢

, 时气鬼魅瘁疟
,

赤白基痢
, 挤血月闭

, 孩癖
, 丁肿 , 惊痛 ,

鬼许中人 ¹
, 吐乳 ,

孤魅º , 吃力迎丸方
。

吃力巡即 白术是 光明砂研 璐香当 门

予 诃黎勒皮 香附子中白» 沈香重者¼

青木香口 @ 丁子香 安悉香 白植香 毕

拨 曰 上者¾ 牟角¿ 各一两 薰陆香 苏合

香 龙脑香À 各半两

右十五味
,

捣 筛极细 Á , 白蜜煎
,

去 沫

 , 和为丸
。

每朝取井 华 水 , 服 如 梧子四

丸 , 于净器中研破服
。

老 小每碎@ 一丸服之

 
。

仍取  一丸如弹 丸 ,
蜡 纸 裹外袋盛

,

当心带之
, 一切邓鬼不敢近 ,

千金不传
。

冷

水
、

暖水临时升量
。 。

忌生@ 血 肉¾
。

腊 月合

之有神  
。

藏于密器中
、

, 勿令泄气出@
,

秘

之À
。

忌生血 物
、

桃 李
、

雀 肉
、

青 鱼
、

昨

等
。

《外台》卷十三

( 本方又见于 《外台》卷三十一
。

)

〔校勘〕

O人 :
《外台》卷三十一作

“
小儿

” 。

º狐魅 :
东洋刊本 《外台 》

、

《外台》

卷三十一俱作
“
狐狸

” , 《外台》卷三十一

此前有
“
大人

”
二字

,
此后有

“

等病
”

二字
。

» 中白
:

(( 外台》卷三十一无

¼ 重者
: 《外台 》卷三十一无

½ 口 :
东洋刊本 《外台》作

“
舶

” ,
似

是
。

¾ 口上者
:
《外台 》卷三十一无

。

¿ 犀 角 : 《外 台》卷三 十 一此后有
“ ]舀

”
字

。

À 香 : 《外台 》卷三十一无
。

Á 极细 :
《外台》卷三

一

卜一无
。

 煎 ,
去沫

:

《外台》卷三十一无
。

@ 每碎 :
《外台 》卷三十一无

。

@ 服之
:

《外台》卷三十一无
。

¾ 仍取
:
《外台》卷三十一作

“以 ” 。

À 生 :
《外台》卷三十 一 此 前 有

“五

辛
”
二字

。

¾ 肉
:
《外台》卷三十一作

“
物

” 。

 有神 :
《外台》卷三十一作

“

神前
” 。

@ 气出 :
《外台》卷三十一作

“

药气
” 。

 秘之 :
《外台 》卷三十一作

“

神验
” 。

 自 “忌 生血
” 至

“

醉 等
”
十 二字

:

(( 外台 》卷三十一无
。

〔原文 ) 疗骨蒸肺气
,

子至 日晚
,

即恶

寒壮热
, 顿 色微赤

, 不 能 下 食
,
日 渐赢瘦

方
。

生地黄三两细 切 葱白细 切 香豉 甘

草炙各三¹ 两 童子 小便二升
。

右五味
夕
切

。

以地黄等
, 于 小便中浸一

宿
,

平晨煎两沸
,

纹去滓
, 澄取一升二合

。

分温二服
,
服别相去如 人 行 七 八里

,
服一

剂
。

差止不服º
。

忌海藻
、

荻菜
、

芜芙
、

热

面
、

猪 肉
、

油腻
、

拈食等
。

(( 外台 》卷十三

〔校勘〕

¹ 三
:
东洋刊本 《外台》作

“
二

” 。

º服 :
东洋刊本 《外台》作

“
利

” 。

〔原文〕鬼疚劳气
。

芥子三升
, 研木

, 绢袋盛
, 入三十酒中

七 日
。

温服
, 一 日三次

。

《纲 目》第二十六卷

〔原文 ) 疗虚热 ,
逸 年 不 下

,

食 即烦

闷
,

地黄饮方
。

生地黄汁六 合 芦根一握 生 麦冬一升

人参八分 桔皮六分 生姜八分 白蜜三合

以 水六升
, 煮取 三 升

,
去 渣

。

下地黄

汁
、

亥
。

分温三服
。

和服人行四五里
, 进一

服
。

不痢
。

慎生茉
、

热 面
、

炙肉
、

荞麦
、

猪

蒜
、

寺占食
。

《医心方 》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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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疗瘦病伏连 传尸鬼气痊许恶气 字
。

方
。

 生血物
:

《医心方 》作
“

杂肉及菜
” 。

班猫去 ¹ 头足熬 射干根各四分 石胆 〔原文 ) 疗瘦病 ,
每 日西即赤¹ 色º ,

七分别研 桂心 牛黄各二分别研 犀角三 脚手酸疼
, 口 干壮热

, 獭肝 丸方
。

分生者屑 人参二分 石晰场一枚炙 紫石 獭杆六 分» 炙 天灵盖烧四分¼ 生犀

七分别研 埃给四十º炙 璐香少许别研 角四 分屑¾ 前胡四 分¾ 升麻四 分¿ 松

右十 一味
,

捣 筛为散
, 研 相和

。

每 日空 脂 Á 五分 积实炙四分Á 甘草五分炙  

腹服一寸 匕
夕
日三服 , 用井华水二合

, 温即 右八味
, 捣 筛À , 蜜和  丸如梧子

。

空

顿服
,

勿临嗅
,

与白 术 粥吃 好 , 觉小便涩 腹以 小便  浸致汁  , 下二十丸 , 日再
。

不

好
。

如合 药
, 勿使扫人

、

小 儿
、

鸡狗 见
。

忌 利
。

忌海 藻
、

筷 茉
、

生 葱
、

热 面
、

炙肉
、

热面
、

果子
、

五辛
、

酒 肉
、

生血
、

生葱
。

鱼
、

蒜
、

拈食
、

陈臭等物 
。

《外台》卷十三 《外台》卷十三

〔佼勘〕 ( 本方又见于 《总录 》卷第九十三
。

)
O 去

:

东洋刊本 《外台》作
“
赤

” 。

〔校勘〕

º十 :
东洋刊本 《外台》作

“
寸

” 。

¹ 赤
:
东洋刊本 《外台 》作

“
弄

” 。

〔原文〕 又疗瘦病伏连
,
碎 ¹ 诸鬼气恶 º瘦病

,

每日西 即 赤 色
:
《总录 》作

在 ,
朱砂 丸º方

。 “
骨黄赢瘦

, 日晚颜色不定
” 。

光明朱砂一 大两 桃人十 » 枚去皮尖双 »六分
:
《总录 》作

“一两半
” 。

人者然¼ 屏香三分研 ¼ 烧
:
《总录 》作

“

酥炙黄一两三分
” 。

右三 味 ½
,

研
。

朱 砂
、

房 香
, 令细 ½ 四分 屑

: 《总 录 》作
“ 一 两

” ,

末¾
, 别捣¿ 桃人如脂 , 合 和À 为 丸 如梧

“
镑

” 。

子
。

其和Á 不合  
,
以 蜜少许合成讫清饮服 ¾ 四分

:
《总录 》作

“
去芦头

” , “一

一七 丸
,
日二@ 服

。

不利
。 ,

急生血物  
。

两
” 。

《外台 》卷十三 ¿ 四分 《总录 》作
“一两

” 。

( 本方又见于 《医心方 》卷十二
。

) À 松脂
:

《总录 》作
“
柏树上脂研

” 。

〔校勘〕 Á 积实炙四分
:

《总录 》作
“
积壳去抓

¹ 辟
:

《医心方 》作
“
练

” 。

数炒
” , “一两

” 。

º朱砂丸
:

《医心方 》无
。

 炙
:

公总录 》此后有 哑J” 字
。

» 十
:

《医心方 》作
“七十

” 。

@ 筛 :
《总录 》作

“
罗为末

” 。

¼ 尖双人者熬
:
《医心方 》无

。

 蜜和
:

(( 总录 》作 “
炼蜜

” 。

½ 三味
:

《医心方 》无
。

¾ 小便
:
《总录 》此 前 有

“
童 子 ” 二

¾ 末
: (( 医心方 》此后有 “后 ”

字
。

字
。

¿别捣
:
《医心方 》作

“
用

” 。

@ 浸豉汁 : 《总录 》无
。

À 如脂合和
:

《医心方 》作
“
香砂

” 。

¾ 自
“
不利

” 至 “
等物

” 二十二字 《总

Á 如梧子
,

其和
:

《医 心 方 》作
“
如 录 》无

。

其
” 。

〔原文〕 又疗瘦病方
。

 合 :
东洋刊水 《外台》

、

《医心方 》 天灵盖一大两 炙 瞬香半脐 桃人一大

俱作
“乡丸”

。

抄去皮 朱砂一两半光明者 好豉一大升干

O 日二
:
《医心方 》此后有

“
夜一

”

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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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邪热伤津致渴初探

韩 国 栋

[1 渴属临床常见定状
,

在外感热病中尤著
。

尽

牌在《伤寒论 》中并未将之作为一个独立证侯加以

辨冶
,

然而却将之纳入若干疾病的外侯分别予以论

述
,

‘

可见口渴的 a 地位” 并非一般
,

因为它从一定

侧面反映了体内阴液不足或津不上承的病理状态
。

口渴的表现虽多
,

但大致可归纳为阳明邪热伤津致

渴
、

饮停阻津致渴及阳虚不化致渴等三大类 《 : 》 。

兰者中
,
以邪热伤津致渴最多见

,

而阳明病的病理

特点又决定了其在后者中的主导地位
,

所以对阳明

邪热伤津致渴的讨论具有一定代表性
。

一
、

阳明邢热伤津致渴的撰析及治则

旧明病证是正邪相争的极期阶段
。

病邪侵袭阳

明
,

多从燥化
,

无论经证
、

腑证其症侯 性质均 属

里
、

热
、

实
。

因此
,

极易因热邪伤津而出现口渴之

外证
。

其特点是口大渴
,

喜冷饮
,

饮水量 一 般 较

多
,

口燥鼻干
,

且伴发热
、

小便黄
,

舌苔黄燥
,

脉

数等
。

{
,

表里俱热致渴

《伤寒论 》 ( 17 3条 ) 云
: “

伤寒⋯ ⋯热结 在

里
,

袭里俱热
,

时时恶风
,

大渴
,

舌上干燥而烦
,

欲饮水数升者
,

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 ” 说明伤寒久

不解
,

致表邪入里化热
,

并充斥于外
,

形成表里俱

热
,

热炽必然伤津
,

故而出现口渴等 证
。

此 外
,

( 17 4 条 )
、

( 1 75 条 ) 等也都属阳明经热炽盛
,

津

伤气耗而以烦渴见证的
。

这类症候的治疗
,

应以清热
、

益 气
、

生 津 为

法
,

白虎汤主之
。

但应特别注意 “有无表证
” ,

有

者
,

为白虎汤之禁例
。

在这一辨证中
,

口渴又是极

为重要的症侯
。

只要仔细比较一下 (26条)和 (25 条 )

便一目了然了
。

( 26 条 ) 云
: “服桂枝汤

,

大汗出

后
,

大烦渴不解
,

脉洪大者
,

白虎如人参汤主之
。 ”

( 25 条 ) 云
: “

服桂枝汤
,

大汗出
,

脉洪大者
,

与

桂枝汤
,

如前法⋯ ⋯
”
两条均系太阳中风服桂枝汤

不得法而出现的症候
,

且仅有有无 “大烦渴不解
”

几字之别
,

而这恰恰是问题 的 关 键
。

( 2 6条 )出

现
“

大烦渴不解
”

说明为里热证
,

标志病已转归阳

明
,

故为 白虎汤之适应症
。

而 ( 25 条 ) 虽有脉洪

大
,

但不足以说明病转阳明
,

故为白虎汤之禁例
。

尽管还需参照发热
、

恶寒等表证提纲以及服药与否

等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

但这已足见口渴的重要了
。

2
,

湿热兼里致渴

( 2 3 8条 )是这类口渴的代 表
。

文 云
: “

阳明

病
,

发热汗出者
,
此为热越

,

不能发黄也 , 但头汗

出
,

身无汗
,

封颐而还
,

小便不利
,

渴饮水浆者
,

此为寮热在里
,

身必发黄
,

菌陈篙汤主之
。 ” 明确

告诉我们身热无汗
,

热邪不能外散
,

癖热在里
,

灼
、广、 产

、

一 产、z 、户‘
‘、
州气电尸、洲, ‘尹、~ 、八 乃

.

八 ~ 户、护、声、

~
Z、产

~
产、产

、

~ ~ ~
、入 入

z 、产、厂、广甲、沪、八
J

、
产 ~ ~ 毕 、~

r

、~ 一、
乃

. 、 、一、 ~护 、例声 、 , . 产、 响、 户、、 / 、 产、产
、

产、尸、 产、产

~
、八叫自

、

产、 尸、产、广 、乃 、 、 八卜、 , 、 厂、 、

八
J 一沁尸、 尸 、, ‘、 r、、户叼气

‘
~、 入

右五味
, 各别捣筛讫

, 然后 总和令调 ,

每晨空腹
, 以 小便半升和散方寸 匕

。

一服差

止
。

不利
。

忌生血物
。

((外台 》卷十三

〔耳文) 又疗腹胀瘦病
,

不下食方
。

柴胡 筏答各十二分 积实 炙 白术

人本 麦门冬去心 生姜合皮切各六 分

右 七味
,
切

。

以 水六 升
,
煮 取 一升v

合 , 纹去滓
。

分温三服
,

服别相去七八里
,

吃一服
。

不利
。

忌 生 冷
、

油 腻
、

小 豆
、

拈

食
、

桃李
、

醋物
、

雀肉等
。

《外台》卷十三

〔佩文〕知母丸
。

主瘦病
,

及久 阴黄 等

方
。

知母 常山各三两 甘草炙 大黄 麻

黄去节 黄岑 杏人各二两去尖皮熬 蜀漆

洗 牡虫听各一两熬

右九味
,

捣 筛
, 蜜 和 丸 如 梧子

。

空心

服
,

饮下 七 丸
。 ,

急猪 肉及葱
、

酒
、

面
。

服后

心 闷即吐
,

是此病出候
。

不唾 , 更渐加 两九

¹
,
日 与诸人服

, 神 验 非一
。

忌 海藻
、

格

菜
、

生葱
、

生 菜等
。

〔校勘〕

¹ 九
:

为
“
丸

” 之形误
,
东洋刊本 《外

台》作
“
丸

” ,

当据改
。

( 末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