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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教学·

《伤寒论》书名含义与伤寒疾病概念诠释

关键词伤寒(中医)

王兴华8讲述王光耀+整理

(t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市汉中路282号，210029)

《伤寒论》的含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困扰不少中医

药初学者的常见问题。《伤寒论》其实是“论寒伤”，就

是“论述寒凉(对人体的)伤害”。但仅仅这样理解，就

未免失之于狭隘，比较合于书中具体内容的综合认识

应该是：“论述寒、凉、温、热等四时之气与时行疫疠之

气等诸多病邪对人体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伤害及其发

生、发展、变化的病理机制以及如何进行辨证论治、处

方用药、护理预防的一部中医药学专著”。

导致疾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伤寒论》为何

如此专注于“伤寒”呢?这要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气候

条件来认识。据著名气象物候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

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描述：东汉时

代，我国大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晚

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不少穷苦人。公元366

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冰冻，冰上可以

来往车马及三四千人的军队。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

现在低2℃～4℃。由此可见张仲景所处的时代气候是

相当寒冷的。再者，当时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最黑

暗、经济破坏最严重、动乱发生最频繁、卫生防疫条件

最糟糕的战争年代，人们生活在战火与饥荒之中，流离

失所，颠沛惊恐，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就更加易于遭受

寒凉病邪的伤害。以此推测，当时的外感病因尤以寒

凉病邪为甚，故以“伤寒”命名，是有一定根据的。

感受寒凉等病邪就容易产生疾病，这是人们对疾

病发生与发展的初浅认识。但“伤寒”二字，还有没有

其他更深层次的特定含义呢?这仍然要从当时的社会

文化背景和医药认识水平来探究。追溯秦汉时期及其

之前的“伤寒”概念，可以发现“伤寒”几乎是多种发热

性疾病的同义语，当时将各种各样的外感热病统称之

为“伤寒”，此即《素问·热论》所言：“今夫热病者，皆

伤寒之类也。”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也记载有“伤

寒”的病名及症状。当时大多从外感风寒立论，治疗多

行温法。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诊籍”就明

确提出“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

三饮病已。”可见当时中医临床确已使用汤药来治疗伤

寒热病了。由于伤寒热病的猖厥流行，这使当时医家

必须重视对该病的研究，其在医学中所占的地位逐渐

上升，所包含的实际内容逐渐扩大，其理论系统也逐步

趋向成熟。汉代著名医家淳于意、华佗等均有关于伤

寒热病治疗的论述。众多医家的探索与经验积累为张

仲景的研究奠定了临床治疗与理论著述的基础。

张仲景本人对“伤寒”的危害有切身感受，对“伤

寒”的研究更投入，观察更细致，认识更深刻。他在论

述自己编撰该书的背景、动机和依据时就明确指出：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

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由此可见伤寒疾病

危害的广泛性与严重性。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

夭之莫救，乃勤求百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

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

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并敢于作出自我评

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

集，思过半矣。”由此可知，张仲景对“伤寒”的认识已

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尤其是他所建立的以六经

辨证论治为主并与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相结

合的理论体系以及众多方药的灵活运用等，都表明他

已经将“伤寒”的辨证论治推向了中医临床治疗学的一

个阶段性高峰。《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学说较之

《内经》、《难经》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晋·皇甫谧

《甲乙经·序》中评论：“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

本草》，以为《汤液》”；而“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

十卷，用之多验”。

如果将当时诸多医家对“伤寒”的认识与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中对“伤寒”的认识结合起来，就不难发

现，“伤寒”二字在不同条件下还有其不同的特殊含义，

至少可以说有“广义伤寒”与“狭义伤寒”之分。

“广义伤寒”是一切外感所致疾病的总称，包括中

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疫疠等。《千金方》引《小

品方》云：“伤寒，雅士之词，云天行、瘟疫，是田舍问号

耳。”《肘后方》云：“伤寒、时行、温疫，名同一种耳，而

本源小异。”由此可见，“伤寒”是当时世人对各种外感

热病总合的雅称，社会上也流传着“天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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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言以开导之，庄言以振惊之，危言以悚惧之，必使之

心悦诚服，而后可以奏效如神。”可见，“祝由”也是一

种心理疗法，后人已渐渐剥去其迷信色彩。这种疗法，

王冰注解云：“无假毒药，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只

要对患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详告病之由来，便可达

到治疗目的，这相当于现代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很

有临床意义。

4心理疏导法

《灵枢·师传》云：“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

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

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正如张景岳在《类经》

中所言：“恶死乐生，人所同也，故以死生之情动之，则

好恶之性，未有不可移者。”就是正言开导，即心理疏导

法，用善言诱导病人来创造治疗的条件，也是历代医家

常用的一种心理疗法。《古今医案按》载：“昔者患贫

而病者，医令人诡以财帛与之，遂愈。毕一时权宜之

法，然一旦真情忽露，其病必发，不若以正言导之，使豁

然省悟，乃无反复。”就强调了正言开导的重要意义。

5静志法

《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并记述了“真人”、“至人”、“圣

人”、“贤人”四种养生家的养生长寿之道。《素问·四

气调神大论》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阐

述了顺从四时的养生方法，指出“逆之则灾害生，从之

则疴疾不起”，《灵枢·本神》云：“必顺四时而适寒暑，

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避邪不至，

长生久视。”强调调养精神意志，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

《灵枢·通天》还把人分“五态”，分析了“太阴之人”，

“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不正常的心理

状态，且日：“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

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

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指出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有益心身健康。这些即是能祛病延年的静志法。

另外，《内经》中提到无论是用药物针砭，还是用导

引按摩等方法治疗疾病时，都强调运用心理疗法来提

高疗效，如《灵枢·上膈》云：“伍以参禁，以除其内，恬

淡无为，乃能行气。”又《灵枢·师传》日：“王公大人，

血食之君，骄恣从欲，轻人而无能禁之，禁之则逆其志，

顺之则加其病”，要根据不同情况论“五过”，明“四

德”，“从容人事”，“不失人情”。

综上可见，《内经》中关于心理治疗的方法丰富，这

些方法在生活中和临床上很有益处。我们应该加以重

视，用现代化的方法汲取精华并加以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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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行”等不同称谓。

狭义伤寒是专指外感风寒、触而即发的疾病。

《伤寒论·伤寒例》云：“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

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又云：“中而

即病者，名日伤寒。”即是指狭义伤寒而言。

《难经·五十八难》中描述：“伤寒有五，有中风，

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前者“伤寒有五”是

广义伤寒的概念，泛指多种外感热病，意即“广义伤

寒”包括了“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等各种病

症。后者“有伤寒”是狭义伤寒的意思，意即：五种类

型之中的一个病证，也就是五种外感热病中有一个是

属于“外感风寒、感而即发”的狭义伤寒。

《伤寒论》以伤寒命名，书中论述了中风、伤寒、温

病等多种病因致病及其衍生的各种各样的疾病类型，

尤其是对于阳明病热证、实证、发黄、蓄血等热病的描

述，就不难作出判断，《伤寒论》全书讲述的是广义伤

寒。而书中《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中叙述的“太

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

俱紧者，名为伤寒”，则是属于概念最小的狭义伤寒，

书中用麻黄汤一类方药治疗的病证，均属于狭义伤寒。

此外，尚需说明的是，《伤寒论》中的伤寒病证与

西医学中的“伤寒杆菌”与“副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

寒”疾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西

医学中描述的“肠伤寒”，如果按照中医辨证，主要证

候应归属于“湿温”的范畴。

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

方药兼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医药学著作，也是中医

药学术发展史上具有辉煌成就与重要价值的一部中医

经典著作。它继《内经》、《难经》等中医经典理论之

后，进一步系统地揭示了外感热病与多种杂病的诊治

规律，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从

而奠定了中医临床治疗学的基础。《伤寒论》所确立

的六经辨证及其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理论体系与

治疗方法，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水平和实用价值，它既适

用于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也适用于多种杂病的辨证

论治，长期以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历代医家的临床实

践，并对中医药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医

药学家都十分重视对《伤寒论》的学习与研究，称其

“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因此，《伤寒论》成

为所有中医药工作者必读的经典医药学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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