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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付，男，医学硕士，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仲景学说及经方配伍
与临床应用，在《中医杂志》等５０余家期刊发表学术论文１６０余篇，代表著作有《伤寒
内科论》、《伤寒杂病论字词句大辞典》等，在研课题及成果１２项，获河南省科技进步２
等奖１项，临床善于多种疑难杂病诊治。

应重视 《伤寒杂病论》
“字”“词”“句”研究

□ 王　付
　 （河南中医学院　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８）

关键词　伤寒杂病论　字　词　句

　　 《伤寒杂病论》是经典临床

医学著作，既是提高临床治病登堂

入室的必备阶梯，又是指导临床辨

治疑难杂病的入门向导，如何学好

用好 《伤寒杂病论》？如何用较少

的时间而获得较多的知识？如何提

高学习效率与应用能力？如何使认

识思维与理解能力都有全新的跨

越？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就是

对 《伤寒杂病论》字、词、句有

系统、全面、客观的认识，对此必

须既要懂得医理来源于文理，文理

充实于医理；又要懂得 “句”是

由字、词的有机整体结合， “词”

是由 “字”的巧妙构思组成，

“字”是词、句的基本单位与要

素。

应正确解读 “句”的基本含

义与特殊应用，客观领会 “句”

离不开 “字”、 “词”的基本性能

及其特殊性，准确把握 “词”在

“句”中一般含义及其特殊用途。

提高认识理论水平只有从字、词、

句的本义及其引申义深入研究与探

讨，才能揭示 《伤寒杂病论》辨

证论治的精华与精髓。

宜认识与理解 “字”的含义，

因每一个“字”往往有诸多不同含

义，甚至还有截然相反的意义，如

“上”字，结合到“词”、“句”，其

含义有１９方面：（１）高处，上部。
与 “下”相对。如２９４条：“少阳
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

其血，……是名下厥上竭。” （２）
部位。如 ２００条： “阳明病，被

火，额上微汗出。”（３）范围。如
第９条：“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
未上。” （４）左右。如第 ８条：
“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

者，以行其经尽故也。” （５）进，
去。如３３８条：“蛔上入其膈，故
烦。” （６）上等，上品。如仲景
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

（７）对上，首先，第一。如仲景
序：“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

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

生。” （８）突出，明显。如 ２６８
条： “三阳合病，脉浮大，上关

上，但欲眠睡。”（９）表面。如６５
条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用法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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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有珠五六千颗相逐。” （１０）
加，入。如 ３１２条苦酒汤用法中
言：“去黄，内上苦酒，著鸡子壳

中。” （１１）往，达，上行。如６７
条：“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

头眩。”（１２）漂，浮。如３５条麻
黄汤用法中言：“先煮麻黄，减二

升，去上沫。” （１３）寸部脉即寸
关尺之寸。如第二９条：“夫痉脉，
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１４）高
明，著名。如第一１条：“上工治
未病，何也？”（１５）喘息。如第七
６： “咳而上气，喉中有水鸡声，

射干麻黄汤主之。”（１６）置，放。
如 １０６条桃核承气汤用法中言：
“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沸。”

（１７）前，前面。如 ２３条桂枝麻
黄各半汤用法中言：“顿服，将息

如上法。” （１８）中，包裹。如第
二２２条防己黄芪汤用法中言：“服
后当如虫行皮中，从腰下如冰，后

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以下，温令

微汗，差。”（１９）处。如第五１４条
头风摩散用法中言： “为散，沐

了，以方寸匕，已摩疾上，令药力

行。”可见，只有从 “上”字深入

研究，才能认清 “上”字在句中

的准确含义。

研究 “词”既要客观剖析

“字”的多义性，又要认清 “词”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特殊性，如辨

头痛，只有懂得 “句”是 “词”、

“字”有机结合的整体， “句”在

辨证论治中具有 “字”、 “词”无

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才能进一步辨

清头痛病变证机所在，也就是说辨

头痛离开句子则是无法辨证，只有

深入研究句子才能进一步辨清头痛

的病变证机，才能循序渐进地抓住

辨证论治的核心。如 《伤寒杂病

论》辨头痛有：

其一，太阳中风证，如１３条：
“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

风。”又如 ５６条：“若头痛者，必
衄，宜桂枝汤。”其证机是太阳受

邪，卫强营弱，经气不利而郁滞不

通；其治当解肌散邪，调和营卫，

以桂枝汤。

其二，太阳伤寒证，如３５条：
“太阳病，头痛，发热。”其证机

是太阳受邪，卫闭营郁，经气不

通；其治当发汗解表，宣肺平喘，

以麻黄汤。

其三，太阳病证与肾阳虚证相

兼，如９０条：“病发热，头痛，脉
反沉。”其证机既有太阳经气为邪

气所郁而不通，又有肾阳虚弱而不

能温煦于上，其治当以病变主要矛

盾方面而决定或先解表，或先温

里，或表里同治，以冀方药与证机

切切相应。

其四，太阳温病证，如 １３４
条：“太阳病，脉浮而动数，浮则

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

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

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其证机是

太阳营卫受邪，卫为热所搏，营为

热所灼，经气不利，其治当疏散邪

热，以桂枝二越婢一汤或银翘散加

减。

其五，悬饮证，如 １５２条：
“其人

##

汗出，发作有时，头

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

《伤寒寻源·十枣汤》：“头痛亦属

饮邪上逆，主里而不主表，里未和

则宜攻下。”其证机是饮邪结于胸

胁，壅滞气机而逆乱，浊气上攻，

饮邪肆虐，其治以十枣汤，攻逐水

饮，饮邪得去，则头痛自止。

其六，阳明寒证，如 １９７条：
“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不利，二

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头

痛。” 《伤寒论后条辨·阳明篇》：

“胃中独治之寒，厥逆上攻，……

必苦头痛者，阴盛自干乎阳，其实

与阳邪无涉，头痛者为标。” 《伤

寒内科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

“寒邪阻遏阳气外达则手足厥冷，

上犯清阳则头痛。诸证反映阳明受

寒，阳气受抑而不伸展的病理特

征。”其证机是寒邪侵袭阳明，胃

中浊气不得通降而上逆于头，清阳

失展，其治当温阳散寒，通达经

气，以理中汤或桂枝人参汤或吴茱

萸汤加葛根，白芷。

其七，少阳胆热气郁证，如

２６５条：“伤寒，脉弦细，头痛，发
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

其证机是少阳胆热，浊气上逆于

头，其治当清少阳胆热，调理气

机，以小柴胡汤。并指出少阳胆热

气郁证头痛有类似于太阳病头痛，

临证时应注意鉴别诊断。

其八，厥阴肝寒气逆证，如

３７８条，又如第十七 ９条：“干呕，
吐涎沫，头痛者。” 《伤寒论辨证

广注·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法》：

“厥阴大寒之气上攻，故头额与巅

顶作痛。”其证机是厥阴夙体正气

虚弱，寒气内生或外客并与虚气相

搏，浊气上逆上冲，其治以吴茱萸

汤，温肝散寒降逆。辨厥阴肝寒气

逆证，其头痛未必都是在巅顶，而

有整个头部都有痛的，何以辨为厥

阴肝寒气逆证头痛，其辨证要点

是，头痛或伴有口吐涎水，或伴有

恶心呕吐，以此而全面审证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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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论治。

其九，霍乱证与太阳病证相

兼，如３８３条： “病发热，头痛，

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

病？”辨头痛证机若是在霍乱仍浊

气不降而上攻，若是在太阳仍经

气为邪气所遏而不通，其治当因

病变证机主要方面而确立治疗方

法与措施。

其十，湿热霍乱轻证及寒湿霍

乱证，如 ３８６条：“霍乱，头痛，
发热，身疼痛。”其证机是邪气侵

入，扰乱气机，浊气不降，清气不

升，清浊之气逆乱上下。湿热霍乱

证头痛以渴欲饮水为审证要点，其

治当清热利湿，以五苓散；而寒

湿霍乱证头痛以不欲饮水为辨证

要点，其治当温中散寒祛湿，以

理中丸。

其十一，经络郁滞证，如第一

３条：“头痛、项、腰、脊、臂、脚
掣痛。”其证机是经气不利，经脉

不和，血脉运行不畅而不通，其治

当疏通经络，和畅经气，以桂枝加

葛根汤，或葛根汤，或当归四逆汤

加羌活，川芎。

其十二，寒湿郁表发黄证，如

第二１９条：“病身疼，发热，面黄
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

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其证机

是寒湿之邪侵犯太阳，太阳经气为

寒湿所遏而不通，其治当解表散

寒，祛湿开窍，以麻黄加术汤，或

麻黄汤加苍耳子，辛夷。

其十三，心肺阴虚内热证，如

第三 １条：“每溺时头痛者，六十
日乃愈；若溺时头不痛者，淅然

者，四十日愈。”指出心肺阴虚

证，病者如果在小便时伴有头痛，

暗示病者阴津损伤比较明显，尤

其是阴津被耗而不能上承于头，

则头痛。

其十四，胃热津伤重证与太阳

伤寒证相兼，如第十七１９条：“吐
后，渴欲饮水而贪饮者，文蛤汤主

之；兼主微风，脉紧，头痛。”其

证机既有太阳营卫之气失和，又有

胃热上攻，清阳被邪气阻遏而不

通，其治当解表清里，以文蛤汤。

其十五，太阳中风证与阳虚夹

热证相兼，如第二十一 ９条：“喘
而头痛。”其证机是阳虚不得摄

纳，邪热扰乱肺气而上逆，太阳营

卫不和，经气不利，其治当宣肺降

逆，解表散邪。

研究 “字”是词的基本要素，

以揭示研究 “字”的基本含义对

深入研究 《伤寒杂病论》辨证论

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临床意义。探

讨 “词”的含义要紧密结合 “词

不离句”与 “字”的基本要素，

以句、字的有机结合而揭示 “词”

在 “句”中的特定含义与相关连

接，如此分析、判断 “句”在原

文中的整体联系、辨证思维、作用

地位以及治疗特色等，才能揭示

字、词、句之间的整体性、客观性

及其特殊性，进而把学用 《伤寒

杂病论》真正落实到理论进步与

临床提高中去。笔者出版 《伤寒

杂病论字词句大辞典》正是为此

而撰写。

重视 《伤寒杂病论》“字”

“词”“句”研究，以引导学用 《伤

寒杂病论》。只有从字、词、句中

深入研究与探讨，才能将 《伤寒

杂病论》的辨证精神与论治方法

引向深入，才能将 《伤寒杂病论》

理论真正起到指导临床实践的作

用。为了达到预期学用 《伤寒杂

病论》指导实践，就必须以 《伤

寒杂病论》字、词、句为阶梯而

将辨证论治升堂入室。

研究 《伤寒杂病论》既要重

视医理，又要重视文理，更要重视

医理文理相结合，并能字字推敲、

词词琢磨、句句斟酌，始可将

《伤寒杂病论》理论研究与临床应

用推向进步。

《伤寒杂病论》是书既具有辨

证思维的特殊性，又具有理论联系

实际的普遍性；既具有理法方药有

机结合的共性，又具有随证用方用

药的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共性

与个性的有机连接，使 《伤寒杂

病论》的理论精华成为当今理论

联系实际的最佳用书，那么其辨证

论治的优点在哪里？其论述的核心

是什么？用什么的方法才能使学习

与应用达到收效最快、效率最高、

用时最少、学以致用？学用 《伤

寒杂病论》理论联系实际必须从

两大基本要素入手，一是从辨证论

治角度深入研究与探讨字、词、句

的准确含义，一是从字、词、句角

度深入研究与探讨辨证论治的精髓

与奥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味

到 《伤寒杂病论》在临床中的重

要性、指导性及实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