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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鹊 《难经》对仲景学说 形成 的影响 
．  

尺≯ 
周 慎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皖 (41 0006) 指导 刘祖赔 。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扁鹊 《难经》在被 忡景 棰 用”过程 中，促进 了伸蒂学说 的开j成a其独取寸口、 

分 寸关尺三 部 的切脉 方 法 ，广 由应 用 ，指 导 了忡 帚 的临床 实 践 ： 书中 明确地 将 湿 温 、热痛 ，温病 等 

置于伤寒范围之 内，使 张停景也将温病学说依跗于侍皋体 尊之中，在待皋之中论述温病；谊 书提 出 

脏病洁疗要重视脏腑 相关，治疗耒痛的脏璃调 沾理诗 也对仲毒杂病学说的形成产生 了良好的艰进 

作 用 。 

主置词 堂 《幽  仲景学说 墨星趋势 

扁鹤是战国时的著名医家，早在两汉时期， 

大多数医生都 自称是他的传人 (杨雄： 《法言 · 

重黎》)。东汉名医张仲景也在著述 《伤寒杂病 

论》时撰用了扁鹊 《难经》的内容，目前两书的 

研究成果甚多，但对于二者之问的关系，尚少报 

道。笔者拟从脉诊、伤寒与杂病三方面入手，研 

究 《难经》与 《伤寒杂病论》之间的关系，探讨 

扁鹊学说对仲景学说的影响，作为 I玉之砖，以 

就正于高明。 

1 脉取寸口，兼分三部 

《难经》创造性地提出 “十二经皆有动脉， 

独敢寸口，以决五脏六腑l死生吉凶” (一难)的 

诊断方法，并提出 “尺寸者，脉之大要会也 从 

关至尺，是尺内．阴之所治也；从关至鱼际，是 

寸口内．阳之所治也。 (二难)从而将寸口的切 

脉部位分为寸关尺三部。此说一出，即为历代医 

家所采用。张仲景也遵循 《难经》的这一创见， 

在医疗实践中推广应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如 ”⋯⋯寸脉浮．关脉小细沉紧．名日藏结 (《袖 

珍中医四部经典》，第565页，天津科学技术出 

版衬，1986年版 下同) “下利．寸脉反浮数． 

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第61 2页) “人病有 

宿食，何以别之?师日；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 

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第669 

页)这是将寸关尺理论用于疾病诊断。 “诸积大 

法，脉来细而附骨者，乃积也。寸口，积在胸中， 

微出寸口，积在喉中；关上．积在脐旁：上关上． 

中 药学i献  ̂毒学现 
积在心下：微下关．积在少腹；尺中，积在气冲。 

脉出左．积在左：脉出右，积在右；脉两出，积 

在中央。各以其部处之 。(第673甄】 这 是 用 

于鉴别诊断。 “关上脉细数者，以医吐之过也”， 

(第562丽) “太阳病．寸缓关浮尺弱⋯⋯此以 

医下之也”。(第590页，此乃用于辩别治疗得失 

“以脉自徽涩，在寸口 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 

令脉和紧去则愈 ，(第6,18页) 心下瘩，按之 

孺，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t(第 

57l页) “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然? 

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第j47页j 此 乃 将 

寸关尺理论用于治疗方法的选择 因之可以说 ， 

《难经》脉学已被仲景掌握应用，指导了仲景的 

临床实践。 

2 伤寒有五，脉治不一 

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 

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相同”。t五十八难) 

这里首次确立了伤寒病名，并认为它包括有中风、 

伤寒、湿温、热病、温病等五种疾病，还提出了 

这五种疾病的临床表现是各不相同的 由于扁鹊 

《难经》明确地将湿温 热病、温病均置于伤寒 

范围之内，这一观点直接地影响 了仲景 《伤寒杂 

病论》的形成．导致张仲景也将温病学说依附于 

伤寒体系之中，在伤寒之中兼述温病。并且仲揖 

在中风等病的脉象论述时直接沿用了 《难经》的 

论述。如 《难经》说：“中风之脉，阳浮而滑，阴 

濡而弱； ⋯⋯伤寒之脉 ，阴阳俱盛而紧涩’ 五十 

的朱雀汤就是桂枝汤，而五苓散应为 “五整散 ， 

主中央土位，与天之 ”四露”同一军阵。“五霆” 

兼 四蓥 之性，“五”指阴阳和，“霞 指津液， 

通过 “土”之功能水津四布，以达 合于四时五 

藏明阳”之 目的，五 抻 方 的 整体观”及 “五 

耍散”的生津与利水的双相调节作用，不仅对今 

天临床有现实意义，而且还可对张仲最的哲学思 

想窥知一二。 

(收稿 日期 】9 93年 2月t5日)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9 93年第 13卷 第 4期 河 南 中医 HENAN TCM 

八准)仲 景 说 ：“太 阳 中 风 ．阳浮而阴弱” 第 

53 页)．“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 (第 533 

页)．可以粗略看出二者是一脉相承的c 

至 于伤寒病的治疗，《难经 ·五十八难》说： 

伤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 

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阳虚阴盛，汗出而愈， 

F之即死；阳盛 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提出了伤寒宜重视汗、下二法，并认为寒邪外袭 

为阴盛，可汗而不可下；热邪内炽为阳盛，可下 

而不可汗。这对仲景有关太阳病宜汗，阳明病宜 

清宜下观点的形成．也是有影响的。王叔和 《伤 

寒论 ·伤寒例》所说的 “桂枝下咽．阳盛即髂； 

承气八胃，阴盛以亡”就点明了这种影响。因之 

町以说， 《难经》伤寒理论直接被仲景所继承和 

发展，从而促进 了仲景伤寒学说的形成。 

3 脏病调治， 自成法度 

“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 

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 

其中；损其肾者， 益其精，此治损之法也” (十 

四难)，这是 《难经》五脏虚损的调治方法。仲 

景受此启发，将其应用于脏病证治之中，如他所 

治疗 “发汗过多，其人叉手 自冒心，心下悸，欲 

得按者”的桂枝甘草汤，治疗 “伤寒二三日，心 

中悸而烦者”的小建中汤，治疗 “伤寒脉结代， 

心动悸 的炙甘草汤，就是在治疗心损之时．寓 

意 了 “调其荣卫”的意思。 

对于脏腑病证的治疗． 《难经》认为还必须 

l蘑视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并以 “虚者补其母 

实者泻其子 (六十九难)、”东方实，西方虚，泻 

南方，补北方” (七十五难)为蒯，强调 了应用 

这种生克关系的重要性。这一理论，深深地影响 

了张仲景，使他在辨证组方之时，相当重视脏腑 

之 间的相互关系。如 《金匮要略 ·脏腑经络先后 

病脉证》篇所提出的肝虚之病，”补用酸，助用焦 

静，益用甘味之药调之 酸入肝，焦苦入心一 甘 

入脾 。就指出了从肝心脾兰耻入手调治肝病的组 

方方法。治疗肝虚虚烦不得眠的酸枣仁汤，并用 

枣仁之酸，知母之苦，甘草、茯苓之甘，就是这 
一 组方方法的具体应用。它如甘姜苓术汤治 

著，不以温肾以散寒．而在燠土 以胜水，通过 

脾燥湿 ，间接地祛除肾府之湿；治疗肺痿的甘草 

干姜汤，通过益气温中以达温肺复气的 目的； 百 

合地黄汤治疗百合病．却从心肺肾三脏同治入手． 

滋肾的 目的全在于促使心肺之阴的恢复。凡此种 

种，都是依据脏腑相关学说进行组方择药．是 《难 

经》 “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等理论的进一 

步发挥。 

《难经》 在调治脏病之 时遥谆谆告诫我们： 

要善于治未病， “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刚 

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 

邪也 颤臼：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见肝之病． 

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日洁已病也。'_r七十 

七难)仲景全部继承了这 一学术观点，将这段原 

文稍加修改，垒文引用于 《垒匿要略 ·脏腑经络 

先后病脉证》首篇首条，从中可见 《难径》对仲 

景学说的影响之深。因之可以说，·《难经》脏病 

调治理论受到仲景的高度重视，从而启发了他的 

l临证思路，促进 仲景杂病学说的形成。 

综上可知，扁鹊 《难羟》所l创造的独取寸口、 

分寸关尺兰部的脉诊方法，伤寒有五，表现各不 

相同，治疗重视汗下二法的伤寒理论．脏病治疗 

要重视脏腑相关： 浩疗未病的脏病调治理论．都 

启发了仲景的临证思路，指导了他的临床实践， 

对仲鬻伤寒学说和杂病学说酌形成，产生了良好 

的促进作用。 

(收稿 日期 l蚰2年 5月27日) 

维脑路通注射液过敏一例报道 

王运铨 河南中医学院一跗院 (~50000) 

主匿词 维脑路通注射 液／ 副作 用 心悸／ 浩 

疵 丧章}浩哀 巍岳 

王某．男，78岁，于lg 92年3月13日就诊。 

患者下肢静脉炎，膝下肿胀，两足肿甚色紫，行 

动缓慢。脉沉缓舌苔白润，舌质淡红。心率68次／分， 

律齐，血压 l8．7／12 kPa。 精神好，语言橱。 

用维脑路通注射液100m g 2支，分别注射足三里， 

阴陵泉．公孙穴双侧。约10分钟后．患者则感心 

悸，心烦，头晕 自汗．逐渐颜面周身潮红，大汗 

淋漓。血压 2d．3／]6kP a。心率130次／分，律齐， 

呼吸2O次／分，胸闷，气喘。针刺膻中．血海，曲 
池留针lO分钟上症不斌。即用利血平注射液ling， 

1支分别注射 曲池，行间 (双穴)；盐酸苯海拉明 

注射液20m g 1支分别注射血海、足三里 (双穴)。 

约20分钟后病人渐趋呼吸平稳，心悸，心烦，胸 
闷 好 转 ， 自汗 渐止。血压 20．0／12．7kPa， 心 

率104次／分．律齐，呼吸l6次／分。 

(收稿 日期 l9 92年 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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