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世纶教授伤寒临床纲要前言（一） 

冯世纶教授伤寒临床纲要冯世纶简介冯世纶，1965 年毕业于北京中医

药大学中医系，当年被分配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工作，最初受

教于董建华、赵绍琴、张志纯老师，半年后师承于胡希恕老师，业余时

间听取讲授《伤寒论》，对胡希恕老师以八纲释六经，不以脏腑经络讲

《伤寒》有所了解。1966 至 1967 年到延庆巡回医疗，用经方得心应

手，体悟到经方的优越性。70 年代担负中医内科教学、实习、编写教

材中、及担负防治气管炎、痹症科研中，亦常试用经方。70 代末期至 8

0 年代初期再次听取胡希恕老师讲授《伤寒论》，并录音、整理资料力

争出版，但只是争得了部分临床经验刊出。1983 年调任至卫生部中日

友好医院工作，更重视经方考证，撰写了《伤寒论》溯源、《伤寒论》

与《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内经》等论文。1991 年在香港出席中日学

术会议讲“五苓散的临床应用”，受到国内外好评。1994 年几经努力主

编的《经方传真》终于有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并于 1997 年主编出

版了《古今养生法 500 种》。1998~2000 年曾赴瑞士巴登中医治疗中

心工作，其间再次整理胡希恕先生对《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全文的

研究，为《中国汤液经方》一书的出版做好了充沛准备工作。2001 年

应中医管理局之约，主编出版了《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胡希恕》；200

4 年出版了《张仲景用方解析》；2005 年倡导学经方要学《伤寒论》

原文，并在北京中道堂讲授《伤寒论》原文。该年终于出版了《中国汤

液经方》；2006 年出版了《解读张仲景医学》；2006 年 6 月应宁波

中医学会邀请、2006 年 12 月应南京中医药大学邀请讲授经方研究经



验，受到中医界关注，爱好经方者开辟网站，传承、探讨胡希恕先生学

术观点。2007 年出版了《胡希恕讲伤寒杂病论__________》，胡希恕

先生学术思想得到较全面传承。 

道解惑话经方——访冯世纶教授黄 波 南京中医药大学冯世伦教授是

我国著名的伤寒学者和经方临床家，先后师承董建华、赵绍琴、胡希恕

等著名老中医。冯先生教学、临床近半个世纪，专注于经方研究，整理

总结了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对经方的研究成果，并考证了经方的理论体

系，著作颇丰，为中医界所敬仰。 

2006 年 12 月，应南京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中医药文献在我心中”

活动的邀请，冯世伦教授来作了两场精彩的报告。晚上报告结束后，我

们有幸到冯教授下榻的宾馆拜访，冯教授娓娓而谈，启迪后学，对众多

学生一个又一个的问题阐发观点，或分析、或引据、或举例，生动形象

地解开了我们在读张仲景医学时遇到的诸多疑问。 

有是证，用是方冯世伦教授认为《伤寒论》是症状反应学。方证就是用

某方的症状综合群，如桂枝汤的方证是“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

等，如果患者于某时某地反应出此方证，为用方提供了上述合适的依据

时均可使用桂枝汤治疗。这种以方名证的形成，是古人长期医疗经验的

总结，是经方发展的特点，也是构成《伤寒杂病论》的主要内容和理论

体系的特点。经方方证即为人体患病后常见症状的规律反应。 

辨方证是一种朴素的、对应性很强的、凝聚了古人几千年临床经验的辨

证方法，有规律可寻，具有可操作性。凡是疾病表现与原文相符，即可



用原文所提之方治疗，这种通过选择、辨别然后确认，以期找到适于病

情之方的过程，称为辨方证。此谓“有是证，用是方”。 

少阴病为表阴证“先辨六经，继辨方证”，冯教授将伤寒六经病以阴阳和

表里分为表阳证（太阳病）、表阴证（少阴病）、里阳证（阳明病）、

里阴证（太阴病）、半表半里阳证（少阳病）和半表半里阴证（厥阴病）。

“少阴病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为少阴病提纲证。少阴病以八纲解

当为表阴证，与太阳病之表阳证相对应，此为邪在表而呈虚寒一类的证

候。并将《伤寒论》第 7 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阳也；无热恶寒者，

发于阴也”视为少阴病的辅助提纲证，将“无热恶寒”作为少阴病“脉微

细，但欲寐”的补充。 

单纯少阴病之“脉微细”是相对于太阳病脉浮或紧或缓而言，纯少阴病之

“脉微细”时亦当为浮，然而少阴病因气血俱衰，故而脉虽浮但微细，治

疗时以发汗然不能太过，同时必须配以附子甘草等温性亢奋、强壮之品。

而麻黄附子细辛汤之“脉沉”者，当为少阴合并痰饮之证，或素有痰饮者

出现表邪为水饮所郁而化热的少阴证，故在微发汗的同时加强壮之附

子，温化痰饮之细辛。以此亦可理解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

汤、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等为少阴病范畴。 

“专病专方”不可取对于专病用专方治疗方法，冯教授的态度是否定的。

他说，疾病本身并非一成不变，每种疾病都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

不同阶段证是需要辨别的，即便是疾病各个阶段的症状相对稳定，人亦

有不同，则用方不可能完全相同。以专方治疗专病违背中医学规律，将

贻害无穷。冯教授曾亲眼见过曾有医生治疗咳喘病患者，病人已出现心



功能不全，汗多脉促，无麻黄证而仍用麻黄剂治疗后惨死的悲剧，也曾

见过陈慎吾老母肺炎出现可下之证时胡希恕先生用泻下剂而愈的事实。

冯教授认为医者当根据不同的症状来辨六经、辨方证，及时调整处方，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对于某些学术会议只知道介绍某张

秘方治疗什么病，而对于《伤寒论》则知之甚少，对伤寒论学说的临床

地位和作用不能认识的现象，冯教授感到遗憾。 

腹诊虽客观，辨证___________需全面腹诊并非日本人独创。冯教授说

腹诊属于中医切诊的一部分，其重要作用历代大家均有认识。《伤寒论》

中就有“心下急”、“心下痞”等，张仲景用词十分讲究，此何以知“急”

知“痞”？通过腹诊。腹诊能直接、迅速、客观地反映人的生理病理变化，

具有独特的临床价值。日本人特别重视和强调腹诊，这确是事实。腹诊

对于某些方证的把握的确有效，但并非每方必有腹诊，更非单凭腹诊而

处方。冯教授举例说，日本医家将八味丸的“少腹不仁”的腹诊描述为耻

骨上至脐有铅笔芯样感觉，此形象而容易把握。但将沿肋弓往下按出现

的不适感称为胸胁苦满征，并且将其分为３级，据此用不同的柴胡类方，

就有不妥。殊不知，沿肋弓往下按的不适感并非柴胡剂存在，其中亦有

用大小陷胸汤的可能，另外胸胁苦满很多情况下还包括患者的主观感受

在内，并非完全是客观指征。冯教授认经方辨证重要的是讲求综合的症

状反应，要靠整体的判断，对于腹诊的价值不能夸大。 

六经辨证的扩展运用冯教授认为张仲景六经辨证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

系，后世的一些良方，总的来说没有离开仲景六经辨证的范畴，所以对

于一些后世良方也可纳入伤寒六经辨证的范畴中。如补中益气汤属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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