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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伤寒论》１４８条的认识
● 王　付

　　关键词　《伤寒论》　１４８条

　　历代研究者对《伤寒论》第
１４８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
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

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

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

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

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

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

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

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

了了者，得屎而解。”持有不同见解

与诠释，因其认识思路与方法不

同，所以得出的结论则各有不同。

于此试将学习、研究及临床应用体

会略述于次，以抛砖引玉。

１　权衡“阳微结”与“必
有表，复有里也”的临床

旨意

　　①张仲景论“伤寒五六日”的
目的既强调辨太阳病已进入五六

日，又强调辨太阳病证与少阳病

证相兼亦五六日，对此必须采取

积极有效治疗措施，防止表里兼

证因日数变化而发生变化。②

“头汗出”的病变证机是少阳郁热

蒸于上。③“微恶寒”的病变证机
是太阳营卫受邪而抗邪，不能及

时固护肌肤。④“手足冷”的病变
证机是少阳胆热内郁而不能外

达，应与少阴阳虚不能温煦者相

鉴别。⑤“心下满”的病变证机是
少阳胆热而不能疏达阳明胃气，

浊气壅滞心下。⑥“口不欲食”的
病变证机是阳明胃气不得少阳胆

气疏泄而壅滞。⑦“大便硬”的病
变证机是少阳胆热，气机不利，浊

热内结。⑧“脉细者”的病变证机
是少阳胆气郁滞，经气被遏。⑨
张仲景论“此为阳微结”的目的既

强调“阳（即太阳）微（即少阳）

结”是邪结太阳与少阳，又重点突

出表里兼证可演变为以少阳病证

为主。⑩张仲景所论“必有表，复
有里也”是对“此为阳微结”的病

变证机与病证表现作进一步补充

说明与解释，亦即权衡表里兼证，

以少阳胆热气郁证为主，太阳病

为次。

２　审度“脉沉，亦在里
也”的临床意义

　　①张仲景论“脉沉”的目的是
强调病变部位在里，即少阳胆热病

变部位在里。②理解“亦在里也”
的临床意义有二，一是辨“脉沉”而

突出病变部位在里；二是以“亦在

里也”而突出“亦”字，重点强调病

证表现与病变证机既不是单一的

表证，也不是单一的里证，而是以

“亦”突出辨病是表里兼证，引导辨

证不能顾此失彼。

３　研究“汗出为阳微，假
令纯阴结”的临床特征

　　①“汗出为阳微”的病变证机
或是少胆胆热迫津外泄，或是少

阴阳虚不能固摄阴津；病证表现

在少阳者舌红苔黄，在少阴者舌

淡苔白。②张仲景辨“假令纯阴
结”的目的是强调辨“汗出”、“恶

寒”、“手足冷”的病证表现有类

似少阴阳虚证。而辨少阳胆热阳

郁证之汗出仅限于头部，病变证

机是郁热上蒸；辨少阴阳虚证之

汗出不仅见于头部且可遍及全

身。进而提示辨手足冷的病变证

机在少阳，其冷仅为手足冷；手足

冷的病变证机是少阴阳虚，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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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遍及全身。③张仲景论“不
得复有外证”的目的是强调辨太

阳病证与少阳病证相兼的致病原

因常常有明显外邪侵袭，而少阴

阳虚证的病因则是寒从内生。④
“悉入在里”，即辨少阴阳虚证虽

有外在寒冷病证，但病变证机且

尽在里。⑤张仲景反复强调“此
为半在里，半在外也”的目的是突

出辨病是表里兼证，即在里是少

阳病，在表是太阳病。

４　鉴别“不得为少阴病”
“可与小柴胡汤”的临床

特点

　　①张仲景论“脉虽沉紧”的目

的是强调辨太阳病与少阳病相兼，

病以少阳为主，脉沉主里为少阳病

证，脉紧主邪气内结。②“不得为
少阴病”，即太阳病证与少阳病证

相兼虽有类似少阴病证，但不能误

为少阴病。③“阴不得有汗，今头
汗出”的临床诊断鉴别意义有四，

一辨少阴阳虚阴寒证，以寒为主则

无汗；二辨少阳胆热证仅有头汗

出；三辨阳虚汗出为冷汗；四辨少

阳胆热证汗出未必是冷汗出。④
辨识“故知非少阴也”的核心是突

出病证表现虽有类似，但有本质区

别，辨治不能被类似现象所迷惑。

⑤审明病是少阳病证与太阳病证

相兼，且以少阳病证为主，其治可

考虑选用小柴胡汤。

５　判断“得屎而解”的临
床转归

　　①张仲景论“设不了了者”的
目的是强调辨治病证，即使病已向

愈，但未必体力与精力就因之而恢

复正常，还必须全面观察与了解，

才能辨清疾病是否已完全恢复正

常。②张仲景论“得屎而解”的目
的是强调辨治少阳胆热证本有大

便硬，若大便得通，标志气机畅通，

病为向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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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尚需改进之处
尽管采取了以上措施，使研究

生培养质量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导

师对教材建设存在分歧，赞成使用

统一教材者认为，教材将教与学规

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规范教学内

容和保证教学质量有益。反对者

认为统一的教材抹杀了学术的个

性发展，即使有了教材也可以超越

教材授课与学习，如此则教材没有

实际意义。二是学位论文选题，研

究生教育一般以导师的研究方向

进行招生和培养，学生选择导师以

及在导师研究方向范围内确立研

究课题。但是经常出现学生选题

偏离导师研究方向的情况，而管理

制度对此又没有刚性约束。三是

学位论文的评价，由于答辩委员会

成员都是“熟人”组成，彼此拉不开

情面，往往造成对论文评价偏高的

情况。如能进行盲审，则能较为客

观地评价论文。这些需要改进之

处，只有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

进，在探索中逐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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