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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 走 方 郎 中 ” 的 醫 藥 筆 墨

――劉鶚醫藥著作之一《温病條辨歌括》概述

劉 徳 隆

劉鶚是中國晩清時期一個憂國憂民的普通人，其身份無法用現代語言概括。他曾

經懸壷行醫，故可稱之爲“走方郎中 。劉鶚的醫學見解可見其醫藥著作。”

老殘是劉鶚所著小説《老殘遊記》中的主人公，其身份爲“走方郎中 。老殘的”

醫學見解可見諸《老殘遊記 。》

劉鶚是現實中的人物，有據可査；老殘是文藝作品的虚構人物，有所影射。

研究者以爲 《老殘遊記》中的“老殘”即影射劉鶚，言之鑿鑿，且此説爲研究，

者共識。

筆者以爲劉鶚與老殘或可因均爲“走方郎中”而“合二而一 。因此本文根據所”

見資料，簡述劉鶚與老殘這一位“走方郎中”的醫藥著作簡況。

一、総 述

劉鶚的研究者和劉鶚的后人們將各種資料綜合后得出結論，劉鶚有四部醫藥著作

：1 《温病條辨歌括 ，2 《要藥分劑補正 ，3 《人壽安和集 ，4 《老殘醫記 。、 》 、 》 、 》 、 》

筆者近三十年來與多位研究者探討這些著作存世的眞實性，又南來北往，處處留

心，並多次與一些媒體聯系，冀有所得，惜均無結果。

2004年，因應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之約編輯《劉鶚集 ，筆者兩赴新彊、北上京》

都，終於2005年見到上述所述醫藥著作的三部《温病條辨歌括 《要藥分劑補正 、》、 》

《老殘醫記 。經認眞拜讀，筆者以爲《温病條辨歌訣 《要藥分劑補正》確系劉鶚》 》、

所著 《老殘醫記》系著名中醫、醫學史家耿鑑庭先生將《老殘遊記》一書中有關醫。

學案例整理並重新組合后所成，其反映了劉鶚的某些醫藥認識，但並非成於劉鶚之手，

故只能稱之爲老殘的醫藥思想的綜合 《人壽安和集》一書劉鶚本人有明文記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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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至今是否仍存天壤間，需繼續探討。

兩年之間，四見其三，使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並將其編入《劉鶚

集》實爲幸事。現將三種著作及所見所聞述於后，以公同好。

二 《温病條辨歌括》、

（一 《温病條辨歌訣》簡介）

《温病條辨歌括》是劉鶚的第一部醫學著作。其以《温病條辨》一書爲基礎，將

《温病條辨》中的二分之一的藥方以歌訣概括之。

。《温病條辨》的作者呉塘 ，字鞠通。江蘇淮陰人。清代著名醫學家（1758 1863- ）

19歳時因父親病逝，心中悲憤，因“父病不知醫，尚復何顔立天地間”而立志學醫。

參古博今，結合臨證經驗，創立“三焦辨證”學説，遂成醫學大家。其代表作爲《温

病條辨 。現江蘇淮陰有“呉鞠通學術研究會 。》 ”

呉塘在《温病條辨・凡例》中自稱“是書凡五巻 。但現存各種版本、文章記述”

不一，有五巻、六巻、七巻等多説。

《温病條辨歌訣》一書，系根據呉塘《温病條辨》一書的“上焦篇 “中焦”、

（其中：上焦篇58方，另加沈目南8方，中焦篇102篇 “下焦篇”三巻中温病藥方246副”、

。選擇120味湯方，作歌括121附於要方之后。方，下焦篇78方）

（劉百劉鶚著《温病條辨歌括》三巻，署名爲“淮陰呉鞠通先生著 丹徒劉云摶

歌括 。與此書同名者尚有清代顔之馨著《温病條辨歌括》和劉維之著壱、劉百一） ”

《温病條辨歌括 。》

劉鶚著《温病條辨歌括》現僅存手稿，無刊行本，亦未署寫作年月。根據劉鶚中

年之后的著作均使用自制專用稿箋推斷，此書應爲劉鶚青年時期學醫所著，屬劉鶚早

期著作。現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纂的《劉鶚集 。全書標點后約6萬字。本文首》

次披露全書目録、歌訣全文。

《温病條辨歌括》的目録如下：

温病條辨巻一

淮陰 呉鞠通 先生著 丹徒劉云摶 歌括

上焦篇 風濕 温熱 温疫 温毒 冬温

温病條辨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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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陰 呉鞠通 先生著 丹徒劉百壱 歌括

中焦篇 風濕 温熱 温疫 温毒 冬温

温病條辨巻三

淮陰 呉鞠通 先生著 丹徒劉百壱 歌括

中焦篇 風濕 温熱 温疫 温毒 冬温

《温病條辨歌括》其基本體式爲：一述病人症状，二述藥方名，三爲歌訣、四爲

藥方、五述服用方法。擧例於后：

上焦篇第四十三方：

四三 頭痛惡寒，身重疼痛。舌白不渇，脈弦細而濡，面色淡黄，胸悶不飢。午

后身熱，状若陰虚，病難速巳，名曰濕温。汗之則神昏耳聾，甚則目瞑不欲

言，下之則洞泄，潤之則病深不解。長夏、深秋、冬日同法，三仁湯主之。

【三仁湯方】

三仁湯方杏白宼，生薏半夏竹叶就。厚朴飛滑石白通草，世瀾煎之濕温透。

杏仁五錢 飛滑石八錢 白通草二錢 半夏五錢 白蔲仁二錢 竹叶二錢

厚朴二錢 生薏仁八錢

甘瀾水煮，八碗蒸取三碗，毎服一碗，日三服。

（二 《温病條辨歌訣》中的歌訣原文）

劉鶚爲《温病條辨》撰寫“歌訣”並將其直接編入其書，命名爲《温病條辨歌

訣 。將劉鶚所撰歌訣按原書次序，全文録於后。文中（）中數字爲原書標號，阿拉》

伯數碼系筆者整理時記録歌訣數量的標號：

上焦篇

（四）

001 【辛涼平劑銀翹散方】、

辛涼平劑銀翹散，竹叶薄荷荊芥豉，甘草牛旁苦桔梗，葦根湯煮太陰宜。

（五）

002 【辛涼輕劑桑菊飮方】、

辛涼輕劑桑菊飮，甘桔翹荷杏葦根，身不甚熱微渇者，太陰但咳號風温。

（十）
003 【玉女煎去牛膝熟地加細生地元參方 （辛涼合甘寒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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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女煎加元去膝，地黄去熟可加生，麥冬知母石膏著，氣血雙燔在太陰。

（十二）

004 【雪梨漿方 （甘冷法 【五汁飮方 （甘寒法）、 】 ） 】

太陰温病口渇甚，新汲寒漿和雪梨。五汁飮須麥冬藕，葦根梨汁共勃齊。

吐白沫粘滯不快，甘寒甘冷法神奇。

（二十）

005 【三黄二香散方 （苦辛芳香法）、 】

三黄二香苦辛芳，乳沒柏連生大黄。后用香油始茶汁，水仙膏后腫敷方。

（二四）

006 【新加香薷飮方 （辛温復辛涼法）、 】

三物香薷豆朴先，若云熱甚加黄連，近時呉氏新加法，益入銀翹三二錢。

（二七）

007 【清絡飮方 （辛涼芳香法）、 】

清絡飮用荷叶邊，西瓜翠衣銀花煎，絲瓜皮與扁豆蕊，竹叶心□錢六樣鮮。

（三十）

008 【清營湯方 （醎寒苦甘法）、 】

醎寒甘苦湯清營，犀角元參竹叶心，丹參麥冬細生地，黄連銀翹翹連心。

（四一）

009 【加減生脈散方】、

加減生脈散，人參換以沙，丹皮細生地，伏暑此方加。

（四三）

010 【三仁湯方】、

三仁湯方杏白蔲，生薏半夏竹叶就。厚朴飛滑白通草，世瀾煎之濕温透。

（四五）

011 【銀翹馬勃散方 （辛涼微苦法）、 】

銀翹馬勃散牛蒡，射干加入苦辛涼。設若喉阻咽不痛，須加滑杜葦根良。

（四六）

012 【宣痺湯方 （苦辛通法）、 】

宣痺苦辛通，通草枇杷叶，射干香豆豉，欝金療噦呃。

（四七）

013 【千金葦莖湯加杏仁滑石湯 （辛淡法）、 】

千金葦莖湯，加滑杏仁方，桃薏冬瓜仁，辛淡治喘將。

（四九）

014 【桂枝姜附湯 （若辛熱法）、 】

桂枝姜附湯，熟附生白術。脈緩舌淡白，治以苦辛熱。

（五二）

015 【杏仁湯方 （苦辛寒法）、 】

杏仁湯方苦辛寒，連翹滑石梨皮甘，白蔲皮與茯苓塊，黄芩桑叶連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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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016、○【桑杏湯方 （辛涼法）】

桑杏湯方辛涼法，沙參象貝梨皮着，梔皮香豉秋燥方，太陰右脈大而數。

（五六）

017 【沙參麥冬湯 （甘寒法）、 】

甘寒沙參麥冬湯，玉竹花粉兼冬桑，甘草扁豆兩生用，肺胃陰分燥來傷。

（五七）

018 【翹荷湯 （辛涼法）、 】

辛涼翹荷湯，緑豆皮桔梗，生草黒梔皮，燥火傷清診。

（五八）

019 【清燥救肺湯方 （辛涼甘潤法）、 】

清燥救肺湯方，麥杏人參甘草，阿膠石膏霜桑，麻仁枇杷叶好。

沈目南

（二）

020、○【杏蘇散方】

杏蘇散方陳夏茯，甘草去核棗生姜，前胡枳殼苦桔梗，燥傷本藏無汗方

（四）

021 【柴胡桂枝各半湯加呉萸楝子茴香木香湯方 （治以若温佐以甘辛法）、 】

桂枝柴胡各半湯，加呉萸楝木茴香。寒熱胸肋疝瘕痛，燥金司令頭疼方。

中焦篇

（二）

022 【減味竹叶石膏湯方 （辛涼合甘寒法）、 】

減味竹叶，石膏湯方。麥冬甘草，甘寒辛涼。

（十一）

023 【増液湯方 （醎寒苦甘法）、 】

増液湯方，元參一兩。生地麥冬，八錢爲榜。

（十二）

024 【益胃湯】主之（涼法）、

甘涼益胃湯，沙參同冰糖，麥冬細生地，玉竹炒令者。

（十三）

025 【銀翹湯方 （辛涼合甘寒法）、 】

銀翹湯方者，辛涼甘寒法。竹叶生甘草，生地麥冬著。

（十五）

026 【護胃承氣湯方 （苦甘法）、 】

護胃承氣湯，元參生大黄，丹皮細生地，知麥苦甘方。

（十七）

027 【新加黄龍湯方 （苦甘咸法）、 】

新加黄龍苦甘咸，硝黄生地生甘草，元海參歸與麥冬，人參姜汁煎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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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宣白承氣湯方】、

宣白承氣湯，蔞皮杏仁粉，石膏生大黄，苦辛淡法審。

029 【導赤承氣湯方】、

導赤承氣，硝黄生地，赤芍相連，小腹通劑。

（十九）

030 【黄連黄苓湯方 （苦寒微辛法）、 】

黄連黄苓湯，苦寒微辛法。欝金香豆豉，干嘔口苦渇。

（廿九）

031 【三黄湯方 （甘苦合化陰氣法）、 】

冬地三黄湯甘苦，芩相連與元參侶。銀露葦汁沖服之，生草生地麥冬煮。

（三八）

032 【小陷胸加枳實湯方 （苦辛寒法）、 】

小陷胸湯，連夏瓜蔞，再加枳實，水結病瘳。

（四二）

033 【三石湯方】、

①、何爲三石湯方，寒水石膏滑石，杏仁竹茹銀花，白通草沖金汁，

②、三石湯方寒水石，石膏滑石杏仁泥，通草銀花兼竹茹，更沖金汁法神奇。

034 【加味清宮湯方】、

清宮湯，再加味，知母銀，竹瀝兌。

（四二）

035 【杏仁滑石湯方苦 （辛寒法）、 】

杏仁滑石湯半夏，黄芩黄連黄欝金，通草橘紅川厚朴，舌灰煩渇病暑温。

（四四）

036 【半苓湯方 （此苦辛淡滲法也）、 】

半苓湯證，寒濕痞悶。連朴通草，苦辛淡滲。

（四七）

037 【草果茵陳湯方 （苦辛温法）、 】

草果因陳湯最奇，茯苓大腹廣三皮。苦辛温法猪朴瀉，舌灰滯痞方能治。

（四八）

038 【樹附白通湯方】、

大便窒塞陰凝之，陽傷腹痛逆四肢。椒附白通湯主之，干姜葱白膽汁滋。

（五三）

039 【救中湯方 （苦辛通法）、 】

救中湯，蜀椒姜，廣陳皮，朴梹榔，轉筋加，桂薏附，若厥者，附子良。

040 【九痛丸方 （治九種心痛，苦辛甘熱法）、 】

九種心痛九痛丸，苦辛甘熱狼牙攅。姜附呉萸巴豆肉，卒中寒濕此方觀。

（五四）

041 【人參瀉心湯方 （苦辛寒黄甘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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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瀉心湯，芩連與干姜，枳實生白芍，濕熱内陷方。

（五五）

042 【三香湯方 （微苦微辛微寒兼芳香法）、 】

三香湯方栝蔞皮，枳殼欝金香豆豉，桔梗山梔降香末，机竅不霛服此宜。

（五六）

043、○【茯苓皮湯 （淡滲兼微辛微涼法）】

茯苓皮湯生薏仁，大腹淡竹叶猪苓，白通草是淡滲法，分消濁濕微涼辛。

（五七）

044 【新制橘皮竹茹湯 （苦辛通降法）、 】

新制橘皮竹茹湯，苦辛通降柿蒂姜，加法瘀血桃仁稱，痰火竹瀝瓜蔞霜。

（五八）

045 【一加減正氣散方 （苦辛微寒法）、 】

加減正氣散方一，藿苓廣朴茵陳集，麥芽大腹麹杏仁，大便不爽三焦欝。

（五九）

046 【二加減正氣散方 （苦辛淡法）、 】

加減正氣散方二，藿苓廣朴防已薏，苦辛淡法豆巻通，舌白便溏身痛劑。

（六十）

047 【三加減正氣散方 （苦辛寒法）、 】

加減正氣散方三，藿苓廣朴杏滑添，舌黄腕悶氣机欝，急須宣熱苦辛寒。

（六一）

048 【四加減正氣散方 （苦辛温法）、 】

加減正氣散方四，藿苓廣朴草果是，神曲査肉苦辛温，脈緩舌白邪氣滯。

（六二）

049 【五加減正氣散 （苦辛温法）、 】

加減正氣散方五，藿苓廣朴穀芽補，蒼術大腹苦辛温，腕悶便泄此方主。

（六三）

○050 【黄芩滑石湯方 （苦辛寒法）、 】

黄芩滑石湯猪苓，大腹苓皮通草輕，白蔲苦辛寒法審，脈緩不渇熱時蒸。

（六五）

051 【宣痺湯方 （苦辛通法）、 】

中焦宣痺苦辛通，防已連翹半夏烹，赤小豆皮同薏滑，蠶沙梔杏見奇功。

（六六）

052 【意苡竹叶散方 （辛涼淡法，亦輕以去實法）、 】

意以竹叶散茯苓，辛涼淡法亦兼輕，滑蔲連翹白通草，表里雙解法詳明。

（六七）

053 【杏仁薏苡湯 （苦辛温法）、 】

杏仁薏苡湯，桂枝厚朴姜，白蒺夏防已，苦辛温法詳。

（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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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 【加減木防已湯 （辛温辛涼復法）、 】

加減木防已湯，辛温又復辛涼。通草石膏滑石，桂枝杏薏煎嘗。

（七十）

055 【二金湯方 （苦辛淡法）、 】

二金海金鷄内金，厚朴大腹皮猪苓，苦辛淡法白通草，黄疸腫脹濕熱蒸。

（七二）

056 【杏仁石膏湯方 （苦辛寒法）、 】

杏仁石膏黄疸施，半夏黄柏兼山梔，枳實姜汁各三匙，病□二焦統治之。

（七三）

057 【連翹赤豆飮方 （苦辛微寒法）、 】

連翹赤豆飮，通草豉花粉。煎送保和丸，身黄溺赤拯。

（七六）

058 【草果知母湯方 （苦辛寒兼酸法）、 】

草果知母湯，夏朴烏梅姜，黄芩天花粉，辛寒兼酸章。

（七七）

059 【加減人參瀉心湯 （苦辛温復咸寒法）、 】

加減人參，瀉心湯劑，黄連二姜，枳實牡蛎。

（七八）

060 【麥冬麻仁湯方 （酸甘化陰法）、 】

麥冬麻仁湯，烏梅生白芍，知母何首烏，酸甘化陰法。

（七九）

061 【黄連白芍湯方 （苦辛寒法）、 】

黄連白芍湯，黄芩同枳實，半夏生姜汁。

（八十）

062 【露姜飮方 （甘温復甘涼法）、 】

露姜飮，人參姜。甘温法，復甘涼。

（八一）

063 【加味露姜飮方 （苦辛温法）、 】

加味露姜飮，半夏青陳皮，草果祛寒戰，腹嗚溏泄宜。

（八四）

064 【青蒿鱉甲湯方 （苦辛咸寒法）、 】

青蒿鱉甲湯，知凡花粉桑。左弦少陽瘧，熱重此方涼。

（八五）

065 【厚朴草果湯方 （苦辛温法）、 】

厚朴草果湯苦辛，熱飮濕瘧開以温，腕悶寒從四末起，杏仁陳夏塊云苓。

（八七）

066 【四苓合芩芍湯方 （苦辛寒法）、 】

四苓合芩芍，廣皮木香朴，白術易以蒼，欲作滯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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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067 【滑石藿香湯方 （辛淡合芳香法）、 】

滑石藿香湯，二苓廣朴匡，白寇白通草，辛淡合芳香。

（九三）

068 【人參石脂湯 （辛甘温合濇法，即桃花湯之變法也）、 】

人參石脂湯，砲姜白粳米。久痢陽明開，堵截法良矣。

（九四）

069 【加減附子理中湯方 （苦辛温法）、 】

加減附子，理中湯方。茯苓白術，厚朴干姜。

（九五）

070 【附子粳米湯方 （苦辛熱法）、 】

附子粳米湯，人參炙草姜，噦沖氣逆者，急救臟中陽。

（九六）

071 【加減小柴胡湯 （苦辛温法）、 】

加減小柴胡湯方，丹皮黄芩白芍當，谷芽人參査肉炒，瘧邪變痢急於肛。

（九七）

072 【加減黄連阿膠湯 （甘寒苦寒合化陰氣法）、 】

加減黄連阿膠湯，甘寒苦寒化陰氣，春温下痢救陰方，甘草芍芩大生地。

（九八）

073 【加減補中益氣湯 （甘温法）、 】

加減補中，除却術柴，増入芍防，甘温法諧。

（九九）

074 【加味白頭翁湯 （苦寒法）、 】

加味白頭翁，秦皮白芍功，芩連黄柏苦，熱痢澁兼通。

（一百）

075 【玉竹麥門冬湯 （甘寒法）、 】

玉竹麥門冬，沙參生甘草，土虚扁豆加，氣乏人參好。

下焦篇

（一）

076 【加減復脈湯方 （甘潤存津法）、 】

加減復脈湯，炙草干地黄，麥冬生白芍，阿膠麻仁襄。

（二）

077 【救逆湯方 （鎭攝法）、 】

救逆湯方者，復脈加減成，早加龍骨牡，急急□麻仁。

（九）

078 【一甲煎 （咸寒兼澁法）、 】

咸寒一甲煎，牡蛎用生研。一甲復脈法，去麻兩並兼。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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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 【黄連阿膠湯方 （苦甘咸寒法）、 】

黄連阿膠湯，芩芍鷄子黄。少陰眞欲絶，壯火熾煩傷。

（十二）

080 【青蒿鱉甲湯方 （辛涼合甘寒法）、 】

青蒿鱉甲湯生地，丹皮知母辛涼劑。夜熱早涼無汗滋，邪藏陰分須斯濟。

（十三）

081 【二甲復脈湯方 （咸寒甘潤法）、 】

二甲復脈，牡蛎鱉甲。三甲復脈，亀板再納。

（十五）

082 【小定風珠方 （甘寒咸法）、 】

小定風珠甘寒咸，先以亀板淡菜煎，火烊阿膠鷄黄攬，再沖童便厥噦安。

（十六）

083 【大定風珠方 （酸甘咸法 按，即三甲復脈加五味、鷄子黄、麻仁）、 】

大定風珠酸甘咸，麻仁麥味地黄干，白芍阿膠炙甘草，鱉甲牡蛎亀板煎，去滓再入鷄黄攬，

舌絳時時欲脱安。

（廿一）

084 【桃仁承氣湯方 （苦辛醎寒法）、 】

桃仁承氣畢長沙，歸芍丹皮劑内加，留着硝黄除桂草，書涼夜熱此方嘉。

085 【抵當湯方 （飛走政絡苦醎法）、 】

抵當湯原仲景方，桃仁蟲蛭大黄襄，苦醎攻絡須飛走，畜血無何用此良。

（廿二）

086 【桃花湯方 （甘温兼澁法）、 】

桃花湯，赤石脂，砲姜粳米兩般施，下利膿血能治之。

（二三）

087 【桃花粥方 （甘温兼澁法）、 】

桃花粥，參草起，赤石脂，白粳米。

（廿七）

088 【竹叶玉女煎方 （辛涼合甘寒微苦法）、 】

竹叶玉女煎微苦，麥冬牛膝同知母，生石膏兮干地黄，婦人温病經行主。

（廿八）

089 【護陽和陰湯方 （甘涼甘温復法偏於甘涼即復脈湯法也）、 】

護陽和陰湯白芍，甘涼甘温相復法，地黄炙草麥人參，余邪不解而脈數。

（三十）

090 【加減桃仁承氣湯 （苦辛光絡法）、 】

桃仁承氣重加減，生地丹皮與澤蘭，獨有大黄人白冷，瘀執在里病心煩。

（卅二）

091 【半夏桂湯方 （辛温甘淡法）、 】

半夏湯方有秫米，八錢二兩同煎只。更有半夏桂枝湯，芍桂相加四六比。炙昌棗姜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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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衛調和陽氣起。

（卅七）

092 【椒梅湯方 （酸苦復辛甘法，即仲景“烏梅圓法”也，方義巳見中焦篇）、 】

椒梅湯方梅川椒，芩連白芍苦酸饒，姜參枳夏辛甘法，舌白嘔蚘病渇消。

（卅八）

093 【來復丹方 （酸温法）、 】

來復丹方酸温則，硝硫太陰元精石，青皮廣橘五霛脂，躁亂口渇邪内結。

（卅九）

094 【三才湯方 （甘涼法）、 】

甘涼炒法三才湯，人參天冬干地黄，加入麥味復陰法，草茯相加爲復陽。

（四一）

095 【香附旋復花湯方 （苦辛淡合芳香開絡法）、 】

香附旋復花湯，苦辛淡合芳香，廣皮薏仁半夏，茯苓塊蘇子霜。

096 【控涎丹方 （苦寒從治法）、 】

欲問控涎丹，從治用苦寒，遂戟白芥子，能滌水留肝。

（四三）

097 【鹿附湯方 （苦辛咸法）、 】

鹿附湯方，草果菟絲，苦辛咸法，茯苓副之。

（四四）

098 【安腎湯方 （辛甘温法）、 】

安腎湯方辛甘温，鹿茸蘆巴術茯苓，故紙菟絲韮附子，大茴啓腎健脾經。

（四六）

099 【黄土湯方 （甘苦合用剛柔互濟法）、 】

剛柔互濟黄土湯，亀中黄土半斤良，余藥只須用三兩，術草膠苓附地黄。

（五二）

100 【椒桂湯方 （苦辛通法）、 】

椒桂湯法苦辛通，柴胡青陳各有功，小茴良姜淡萸肉，脈弦數者疝家宗。

（五三）

101 【大黄附子湯方 （苦辛温下法）、 】

大黄附子湯，二者各五錢，三錢細辛入，疝痛肋下偏。

（五四）

102 【天臺烏藥散方 （苦門熱急通法）、 】

天臺烏藥散辛熱，巴豆梹榔川楝接，良姜青皮茴木香，睾丸引痛連腰肋。

（五五）

103 【宣清道濁湯 （苦辛淡法）、 】

宣清道濁苦辛淡，猪苓茯苓寒水間，去皮莢子晩蠶砂，濕温久覇三焦漫。

（五七）

104 【術附湯方 （苦辛温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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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附湯茅術，砲姜祛寒濕，朴廣與人參，肛墜痛不食。

（五八）

105 【加味異功湯方 （辛甘温陽法）、 】

加味異功湯，畢功加桂當，瘧久成癆瘧，煎之加棗姜。

（五九）

106 【鱉甲煎丸方】、

鱉甲煎丸二十三，黄芩柴胡同射干。乾薑鼠婦桂枝芍，葶藶大黄朴牡丹。石韋紫葳瞿麥夏，

人參阿膠桃仁添。□（上面是“庶 ，下面兩個“虫 ）蟲蜂窩蜣莨熟，赤硝加入瘧母殫。” ”

（六十）

107 【温脾湯方 （苦辛温里法）、 】

温脾湯方，桂枝生姜，草果蜀漆，苓朴通腸。

（六一）

108 【扶陽湯 （辛甘温陽法）、 】

扶陽湯方黒蜀漆，鹿茸生銼酒煎吃，熟附參當鹿桂枝，三瘧延久少陰疾。

（六二）

109 【減法烏梅圓法 （酸若爲陰，辛爲陽復法）、 】

減味烏梅圓，呉萸半夏連，干姜苓桂芍，川椒炒黒研。

（六三）

110 【茵陳白芷湯方 （苦辛淡法）、 】

茵陳白芷湯，秦皮與黄栢，藿香茯苓皮，久痢能食穀。

（六四）

111 【雙補湯方 （復方也）、 】

雙補湯方參藥苓，故紙巴戟菟復盆，蓮欠蓯蓉味萸肉，老年久痢腎陽興。

（六五）

112 【加減理陰煎方 （辛淡爲陽，酸甘化陰復法。凡復法皆久病未可以一法了事者）、 】

加減理陰煎，姜附茯苓先，地芍與五味，久痢此方痊。

（六六）

113 【斷下滲濕湯方 （苦辛淡法）、 】

斷下滲濕樗根皮，蒼術黄柏銀花炭，地楡査肉赤猪苓，久痢帶瘀諸欝散。

（六八）

114 【地黄余糧湯方 （酸甘兼濇法）、 】

地黄余糧湯，五味酸儉之，三神丸者何，肉果味骨脂。

（七十）

115 【人參烏梅湯 （酸甘化陰法）、 】

人參烏梅酸甘法，炙草山蓮與木瓜，土若無愆津液少，山蓮減去地冬加。

（七一）

116 【參茸湯 （辛甘温法）、 】

參茸辛甘温，附子茴香芬，當歸菟絲子，杜仲悦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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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117 【烏梅圓方 （酸甘辛苦復法、 】

烏梅圓酸甘辛苦，干姜附子桂椒煮，黄柏黄連當歸身，細辛人參通降補。

（七三）

118 【參芍湯方 （辛甘爲陽酸甘化陰，復法）、 】

參芍湯方，陰陽兼固，炙草茯苓，五味與附。

（七五）

119 【加減瀉心湯方 （苦辛寒法）、 】

加減瀉心湯，芩連與干姜，査炭銀花芍，檮汁青木香。

（七六）

120 【加味參苓白術散方】、

加味參苓白術散，薏仁扁豆與砲姜，甘桔砂仁肉豆蔲，痢家噤口不飢方。

（七七）

121 【肉蓯蓉湯 （辛甘法）、 】

肉蓯蓉湯辛甘法，肉桂煎湯浸白芍，當歸附子共人參，惟有干姜燒炭著。

（三 《温病條辨歌訣》歌訣簡析：）

《温病條辨歌訣》中根據病情、藥方制作了歌訣，其基本形式是一病一方一歌訣，

（中焦篇第五十三種病情等 （中焦篇第四但是也有一病兩方兩歌訣 、或一病兩方三歌訣）

、一病三方三歌訣 者。共爲103種病情、120種藥方十二種病情 （中焦篇第十七種病情））

制作了121首歌訣。歌訣的字數情況如下：

（034、062、087）三言四句，3首

（039）三言八句，1首

022、023、029、032、036、059、069、097、107、118）四言四句，10首（

（009、012、013、014、018、024、025、026、028、030、041、053、五言四句，40首

057、058、060、061、063、064、066、067、068、070、073、074、075、076、077、

078、079、081、096、101、104、105、109、110、112、114、116、119）

（019、033①、045、095）六言四句，4首

（001、002、003、005、006、007、008、010、011、015、016、017、七言四句，60首

020、021、027、031、033②、035、037、038、040、042、042、044、045、046、0

、47、048、049、050、051、052、055、056、065、071、072、080、082、083、084

085、088、089、090、092、093、094、098、099、100、102、103、108、111、113、

115、117、120、121）

（004、091）七言六句，2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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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七言八句，1首

（086）雜言四句，1首

《温病條辨歌訣》一書基本情況如上 “歌訣”的特點是押韻，其體例屬。

韻文範畴，與詩詞同類。因此將上述121首歌訣亦列入研究劉鶚詩詞是否可

行，則可以討論。 

2007 4 23於浣紗六村- -

（ ）LIU Del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