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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学术流派划分及代表性流派发展脉络探微!

程传浩

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 郑州 #9""#Z

摘要"伤寒流派#可定义为伤寒学派之下因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学术问题认知不同#从而形成的有特色&有传承&有创新&

有代表性医著的医家群体% 历代医家从不同角度对,伤寒论-进行研究#其医著或研究的对象各有侧重"如证候&辨证&治法&

经方&文献&医案等$#或研究的方法各不相同"如注解&发挥&重订等$#或对某些关键学术问题看法不一"如伤寒概念&寒温关

系&三纲鼎立&错简重订等$#这些医家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同时#多有突破创新#从而形成不同特色的*流派+% 其中#影响力较

大&有一定特色&有代表性著作&传承脉络清晰的伤寒流派有重订派&增补派&证候派&广义伤寒派&八纲派&气化派等%

关键词"伤寒学术流派'重订派'增补派'证候派'广义伤寒派'八纲派'气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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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H.=QJ<JK=EH;c(FN-̂(F<JK +MKJF.GJ.PLG(=K ĴQJF-EG((;K+J.(K=̂̂JFJM.FJ-JHFEG (V[JE.-#FJ-JHFEG <J.G(K-HMK E(,M=.=(M (̂E(FJ

HEHKJ<=E=--+J-)TGP-=E=HM-(̂H;;KPMH-.=J-GHQJ-.+K=JK .GJ3657C /57 2>7 !4H85?"18I7 4<J6I"D K8L8H" F̂(<K=̂̂JFJM.HM,;J-#HMK

.GJ=F<JK=EH;c(FN-(FFJ-JHFEG (V[JE.-GHQJ.GJ=F(cM J<LGH-=-#-+EG H--PMKF(<J-#-PMKF(<JK=̂̂JFJM.=H.=(M#.FJH.<JM.#-EF=L.+FJ-#;=.JFI

H.+FJ#<JK=EH;EH-J-#J.E)#(FK=̂̂JFJM.FJ-JHFEG <J.G(K-!-+EG H-HMM(.H.=(M-#JOJF.=(M#FJQ=-=M,#J.E)"#(FK=̂̂JFJM.Q=Jc-(M -(<J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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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以来#针对.伤

寒论/的研究逐渐成为中医的重要内容) 历代史志

目录记载的.伤寒论/相关书目达 % %D$ 种#.中医图

书联合目录/现存著述有 #D9 部'%(

) 因为历代医

家,著作众多#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著名的*伤寒学

派+) 在伤寒学派内部#又因医家,著作及学术观点

的传承,发展,演变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学术 *流

派+) 研究伤寒学术流派对于掌握仲景学术的传

承,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就伤寒学术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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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出,划分方法进行研究#并总结,补充主要伤寒

学术流派的传承及其影响)

LM伤寒学术流派的提出及依据

伤寒学术流派内部因学术传承关系不同#从而

形成不同的流派) 部分学者所论的*学派+往往指

*流派+) 关于伤寒流派的产生#任应秋先生认为#

伤寒学派在宋代及以前虽有王叔和,孙思邈,韩?和

等八大家#但内部并无流派之分'!(

#明代之后方有

错简重订,维护旧论,辨证论治三派的争鸣) 笔者认

为#宋以前即存在不同的伤寒流派#如.素问$热

论/,华佗伤寒学及其他经方家与仲景伤寒有所不

同'7(

) 沈敏南'#(提出#历代治伤寒学者分为多种学

派#其中以尊经学派为主流#将*尊经+这一研究方

法作为学派!流派"的划分依据) 李克绍先生'9(认

为#伤寒学派!流派"当依据其学术的立足点不同而

划分#可分为*以经解经派+ *天人合一派+ *中西汇

通派+*以西解中派+与*改经就我派+) 刘渡舟先生

认为#错简重订学派下又有*三纲+ *症状+两大流

派'Z(

#实际上是以研究对象而提出的两个流派) 亦

有学者从地域上进行流派划分#任应秋认为#南北有

异#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福建等地医家伤寒

继承及影响力有所不同'!(

&周永学,余洁英,项秀英

等'D ?%%(分别提出了长安,岭南,新安,齐鲁,绍兴等

地域性伤寒学派!流派")

当代学者创建了不同的伤寒流派#丰富了伤寒

流派的研究#但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如*流

派+与*学派+概念混同使用#在研究*伤寒学派+内

部的不同*学派+时#使用*流派+的概念更为准确&

其次#部分流派划分的依据尚不够清晰明确#未能依

据这种方法对伤寒医家,医著进行系统,全面研究&

某些流派的定义不够明确#学术传承脉络等尚未全

面,深入挖掘)

?M常见伤寒流派划分依据及其代表

!"%$ 年起#河南中医药大学承担*中华医藏+伤

寒金匮类著作的编纂工作#其中的*提要+撰写包括

著者生平,学术特点,学术源流,后世影响等方面#需

要从整体上整理伤寒学术的发展,演变脉络#才能准

确把握某一具体著作的学术特点,源流和影响) 除

了以历史阶段为线索研究其发展脉络外#又需进一

步从伤寒流派的特点,形成与发展过程,现代传承等

方面进行研究) 故以*中华医藏+项目所收录的伤

寒类著作 !%7 部,医家 !%8 人为研究对象#以研究方

法,研究对象,学术争论为划分依据#对伤寒各流派

的产生,发展,特征进行了研究) 主要伤寒流派划分

体系及代表如下)

?NLM依照研究方法形成的主要流派&在研究方法

上#吴文刚'%!(认为#晋唐重视临证研究方法#宋代重

视理论研究#清代重考据#近代侧重汇通) 沈敏

南'#(提出了伤寒学派的*补亡研究法+和*遵经研究

法+#明确指出%*历代治伤寒学者分为多种学派#其

中以尊经学派为主流+) 故研究方法可以作为划分

伤寒流派的依据#综合分析 !%7 部伤寒医著的研究

方法#实际上主要包括注解法,重订法,补亡法,发挥

法等) 其中具有特色,医家医著众多且影响较大者

为*重订派+与*增补派+)

重订派%重订派指将.伤寒论/条文重新编次为

主要研究方法的流派) 这种流派不同于*错简重订

派+) *错简重订派+由任应秋先生提出#将其与*维

护旧论派+*辨证论治派+并为三大流派#以之分析

明清时期的.伤寒论/研究) 此说影响较大#高等中

医院校各版.中医各家学说/均依此说'!(

) 在此影

响下#一些学者混淆了*错简重订+与*重订法+两个

概念#将用*重订法+研究的医家,著作划分至*错简

重订派+内) 然而明清时期错简重订问题实为学术

问题#而非研究方法的问题) *错简重订派+表面上

驳斥王叔和将*伤寒例+列入.伤寒论/#其根本原因

在于*伤寒例+与.伤寒论/三阴三阳体系存在冲突

抵牾'%7(

#尤其以三阳,三阴汗下,温补治法的冲突更

为显著#本质上是学术问题而非研究方法的问

题'%#(

) 故本文所论的*重订派+的研究方法#指的是

这些医家,著作打乱.伤寒论/原条文顺序#采用重

新分类,归纳#并加以阐述,论辩,发挥) 重订派医家

医著分别从治法,方证,病因,病机,病证等对.伤寒

论/进行分类研究#借此重建.伤寒论/的辨证体系)

重订派对.伤寒论/研究的方法#最早可以王叔和撰

次.伤寒论/为开端#除按三阳三阴条文外#尚按治

法汇总条文#如可汗不可汗,可下不可下,可吐不可

吐等) 唐,宋间有以日数为编次方法者#如.诸病源

候论/.太平圣惠方/中均有相关内容&有以八纲,六

经编次者#如朱肱,许叔微&又有从病因方面以*三

纲鼎立+学说编次者#如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尤怡

.伤寒贯珠集/等) 清代钱天来.伤寒溯源集/,喻昌

.尚论篇/从治法角度按法分类编次,阐释.伤寒论/

条文#黄元御按六经病本病,经病,腑病,脏病,坏病

等归类#对六经病证的成因,传变,辨证论治阐述甚

详) 当代中医药出版社的.伤寒论选读/亦可称为

$#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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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订法排列条文的代表)

增补派%增补派是指在.伤寒论/条文基础上进

行增补的医家群体#包括增补前人经验,个人续作两

个方面#包括理论,方剂,温病,时病,疫病,妇儿伤

寒,类伤寒,似伤寒,杂病等内容) 宋代庞安时.伤

寒总病论/较早对仲景方药进行了增补#内容来自

.外台秘要/.备急千金要方/及个人经验#新增方剂

%$% 首) 其后郭雍.伤寒补亡论/二十卷#采集.黄帝

内经/.难经/ .诸病源候论/ .千金方/ .外台秘要/

.类证活人书/及庞安常,常器之等名家论述#间抒

己见#补其缺略#是增补派的重要代表) 明代陶华

.伤寒明理续论/在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基础上#结

合朱肱,李知先等人的著作及陶华本人的临床经验#

增加了对温病相关症状及杂病的论述#可称为续作

法的代表) 明代陆彦功在金代宋英公.伤寒类证/

基础上续作.伤寒类证便览/#增补藿香正气散,败

毒散,小续命汤等后世经验方 !!% 首#丰富了伤寒方

药的内容) 清代俞根初作.通俗伤寒论/#其后何秀

山,何廉臣,曹炳章,徐荣斋等均对此书订正,增补#

最终成为.重订通俗伤寒论/#亦是增补法之代表)

另有唐宗海在陈念祖.伤寒论浅注/基础上增补为

.伤寒论浅注补正/) 增补派的研究#其贡献主要包

括以下方面%首先在于文献辑佚#一些亡佚的医著可

借增补派著作而大致了解其原貌&补充完善.伤寒

论/理法方药#可窥见伤寒学术发展,演变之脉络&

增补派增加的温病,时病,疫病等内容为后世温病学

派的产生积累了理论基础和治疗经验)

此外#不局限于.伤寒论/原文而专论,阐发伤

寒病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以此为研究方法的

医家医著构成了*发挥派+#发挥派专门探讨的问题

如伤寒范围,类伤寒,伤寒夹杂证,热病,温病,温疫

等) 如宋许叔微.伤寒发微论/,金刘完素.河间伤

寒心要/.刘河间伤寒医鉴/,明代陶华.伤寒六书/,

清代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其他如.伤寒寻源/

.伤寒括要/ .伤寒法祖/等著作亦属此派) 发挥派

以临床为出发点#与固守仲景文本之医家形成鲜明

对比)

?N?M依照研究对象形成的主要流派&.伤寒论/

病,脉,证,治是构成六经体系的四大要素#依据对

.伤寒论/诊法,治法,方药,医案等研究对象的不

同#可以区分不同的流派) 如针对.伤寒论/方药而

形成的流派可称为*经方派+#成无己.伤寒明理药

方论/开方论之先河#明代许宏.金镜内台方议/,清

代黄元御.长沙药解/,陈修园.长沙方歌括/,莫枚

士.经方例释/#以及日本汉方医学#近现代经方医

学均属此流派) 其他如以经方医案为研究对象者有

宋代.伤寒九十论/,民国曹颖甫.经方实验录/等#

但因相对较少#尚不足以称为一个流派) 然而就影

响力而言#最大流派当属*证候派+)

证候派是以.伤寒论/证候!症,证"为主要研究

对象的流派) 刘渡舟先生指出#症状学者认为症状

是.伤寒论/辨证的最小单元#故重视主次症状的研

究#认为其能有效地揭示仲景辨证的心法'Z(

) 关于

证候派#一般认为该派由北宋朱肱.伤寒类证活人

书/.伤寒百问/发其端#成无己,许叔微等医家随其

后) 但实际上伤寒证候的研究#可追溯至隋代.诸

病源候论/#该书卷七,卷八*伤寒病诸候+中共集伤

寒 DD 候#其内容多出自.伤寒论/) 唐代.外台秘

要/卷二*伤寒下+载证候 !% 种#并附方 %Z# 首) 北

宋.太平圣惠方/卷八至十四*伤寒叙论+沿袭.诸病

源候论/记述证候之法#并对其治法,方剂加以补充

完善) 这种早期的伤寒证候研究方法对宋代朱肱的

伤寒研究产生直接的影响) 朱肱在其著作.伤寒类

证活人书/中#总结伤寒证候如发热,恶寒,烦躁,谵

语,发斑,发黄等 #Z 症) 其后金人成无己.伤寒明

理论/中总结 9" 症#显然是在上述朱肱 #Z 种症的基

础上发展而成) 许叔微.伤寒百证歌/又在朱肱.类

证活人书/的基础上补充了懊
"

,惊惕等 %" 个证

候#并简要论述其病机,治法方药等) 此后针对.伤

寒论/症状诊断而进行研究的不乏其人#一直影响

至今) 如南宋郭雍.伤寒补亡论/,钱闻礼.类证增

注伤寒百问歌/,元代吴恕.伤寒活人指掌图/,明代

陶华.伤寒明理续论/,王肯堂.证治准绳/都是证候

派的代表之作) 清代相关著作如.伤寒秘要/.伤寒

活人指掌补注/.辨疑伤寒补天石/.伤寒类证/.证

治集解/.伤寒证辨/等 !" 余部著作均以证候研究

为主要内容) 这种研究方法在现代仍有继承发挥#

如陈家旭.张仲景诊断学/,李家庚.张仲景症状学/

等) 证候派之学术传承脉络可大致分为朱肱.类证

活人书/和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两条线索#宋金元

时期.类证活人书/的学术传承占据主流&而明清时

期#成无己.伤寒明理论/的学术影响较大)

?NEM依照学术观点形成的主要流派&在.伤寒论/

的重大学术问题上#因学术观点不同而产生争鸣#从

而分为不同流派) 如对伤寒范畴广义,狭义的理解

不同#可分为*广义伤寒派+与*狭义伤寒派+&对六

经本质的认识#又可分为*经络派+ *气化派+ *部位

派+等&针对太阳病风寒伤营卫问题而形成的*三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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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立派+等) 其中代表性的流派有*广义伤寒派+

*八纲派+*气化派+)

?NENLM广义伤寒派&广义伤寒派学者认为#伤寒为

外感热病之统称#即.难经$五十八难/所云%*伤寒

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

.伤寒论$伤寒例/中引*阴阳大论+提出的*伏寒化

温+之说#是广义伤寒流派医家持论的主要依据)

整体而言#宋金元乃至明代多数医家皆持广义伤寒

立论#如宋金时期庞安常,韩祗和,朱肱,郭雍,刘完

素等) 但广义伤寒派医家内部对广义伤寒的病因病

机认识亦有差异#庞安常,韩祗和大体持伏气温病

说'%9 ?%Z(

#而刘完素'%D(直接认为*六经传受#自浅至

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病+) 广义伤寒派学者在

临证时以辛凉,清热,滋阴之法补充完善.伤寒论/

治法方药#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建立提供了治法,方药

方面的积累) 至明代王履首次明确提出.伤寒论/

只为狭义伤寒立法的论断'%$(

#吴又可首次脱离六经

体系创立温疫治法#开创温病学派) 清代温病学派

兴起#伤寒,温病分离) 在此背景下#仍有部分医家

持广义伤寒之说#如柯琴认为*温病症治#散见六

经+

'%8(

#陆懋修认为*温热之病为阳明证+

'!"(

) 又有

医家试图将伤寒,温病统一#以俞根初.通俗伤寒

论/,吴坤安.伤寒指掌/为代表'%$(

) 可见广义伤寒

派在不同时期所持观点不同#皆有发展)

?NEN?M围绕六经本质形成的伤寒流派&六经本质

是.伤寒论/的核心问题#伤寒医家在对六经本质的

认识上#形成了诸如经络论说,脏腑说,气化说,八纲

说,形层部分说等多种见解#亦各有源流,发展) 其

中以八纲派,气化派影响较大)

气化派%气化派从六经气化论述伤寒六经) 伤

寒六经与气化的关系#始于运气学说) 明代即有医

家开始重视气化学说在伤寒学术中的运用#如熊宗

立.重编伤寒必用运气全书/,陆彦功.伤寒类证便

览/,王震.王氏家宝伤寒证治条例/,吴绶.伤寒蕴

要全书/等#均以阐释发挥五运六气理论为主) 清

代张志聪在卢子颐六经标本中气说基础上#首次明

确阐发六经气化学说#其后张令韶,高士宗,陈修园,

王朴庄,陆懋修等医家对此说进一步完善丰富) 此

脉侧重于从标本中气,开阖枢理论阐发六经证治#至

近现代冉雪峰,万有生对此有继承,发挥'!%(

) 黄元

御亦倡气化学说#然黄氏更侧重于六气风寒湿热燥

火之气化#此脉从清代至近现代如郑钦安,曹颖甫,

陈伯坛,彭子益,李可等皆宗此说) 六经气化派对伤

寒学术产生了较大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六经气化派

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支流派'!!(

) 刘渡舟先生

也明确提出#用气化学说研究.伤寒论/乃是最高层

次'!7(

)

八纲派%在.伤寒论/原条文中#已常用表!外",

里!内",虚,实,寒,热来描述病证#至宋代朱肱,许

叔微等医家对此高度重视并加以总结#形成八纲辨

证的雏形) 如朱肱.伤寒类证活人书/卷四论表里,

卷五论阴阳&许叔微.伤寒百问歌/第三证至第十四

证分别论述表证,里证,表里虚实,阳证阴证等歌诀)

元代尚从善.伤寒纪玄妙用集/于*伤寒类说+篇指

出%*以此论之#未有不由乎阴阳,表里,虚实,寒热

而变病焉+) 明代陶华.伤寒明理续论/,清代秦之

桢.伤寒大白/,吕震名.伤寒寻源/,庆恕.伤寒证

辨/往往于伤寒诸证中每先论其八纲属性) 而清代

.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则直言六经证候*漫言

变化千般状#不外阴阳表里间'!#(

+) 可见宋金元医

家多以撰集.伤寒论/八纲内容为主#明清医家开始

以八纲阐释六经证候#但尚未明确辨析六经与八纲

之关系) 直至日本江户时期#喜多村直宽在.伤寒

论疏义/中明言%*所谓三阴三阳#不过假以标表里,

寒热,虚实之义#因非脏腑经络相配之谓也+#提出

六经本质为八纲) 民国时期医家恽铁樵,祝味菊,陈

苏生等对此均皆有认可#而陆渊雷又提出以人体抵

抗力分辨六经证候#祝味菊提出六经为邪正抗争之

五阶段说#亦此说之发展) 陈逊斋'!9(明确提出.伤

寒论/之六经*乃病证表里,虚实之代名词#非专言

经脉也+#观点与喜多村直宽类似) 至当代#胡希

恕,冯世纶则专倡六经八纲之说#是本派之传承发扬

者)

EM讨论

陈大舜认为#学术思想,人才链,名著和影响#是

划分学派的三项标准#也是构成学派的三大要

素'!Z(

) 此种三要素亦适于*伤寒流派+的确定标准)

故伤寒流派#可定义为伤寒学派之下#因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核心学术问题认知不同#从而形成的有特

色,有传承,有创新,有代表性医著的医家群体) 历

代医家从不同角度对.伤寒论/进行研究#其医著或

研究的对象各有侧重!如证候,辨证,治法,经方,文

献,医案等"#或研究的方法各不相同!如注解,发

挥,重订等"#或对某些关键学术问题看法不一!如

伤寒概念,寒温关系,三纲鼎立,错简重订等"#这些

医家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同时#多有所突破创新#从而

形成不同特色的*流派+) 对于某一流派的确定#首

$Z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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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辨其是否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如证候派以伤

寒证候为主要研究对象#可以称为一个流派&而以注

解为研究方法的医家,医著因数量众多#反而无法体

现其特色#故不称其为*注解派+) 其次#流派内部

有明显的传承演变脉络#如八纲派直至民国时期方

明揭六经之八纲本质#然而在宋元明清时期即有相

关认知#传承不绝如缕#且代有发展#又在近现代影

响较大#故称其为*八纲派+) 最后#成为一个流派

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医家群体和代表性医著#若一些

医家医著虽有特色,传承#但因数量相对较少#不称

其为一个流派#如研究.伤寒论/医案方面的医家医

著不称之为*医案派+#以歌诀诗赋为体裁的医家医

著不称为*歌诀派+等) 故而对于.伤寒论/的研究#

众多医家医著所产生的分支#影响力较大,有一定特

色,具有代表性著作,传承脉络清晰者#可确定为流

派#如重订派,增补派,证候派,广义伤寒派,八纲派,

气化派等) 然而由于本研究选择的医家及著作限于

*中华医藏+伤寒金匮类项目收录之范围#虽尽可能

涵括代表性的医家医著#但仍有疏漏之处#故仍有部

分流派未能充分发掘) 且在已提出的几个代表性流

派中的传承脉络及现代传承#尚需进一步研究和完

善)

参考文献"

'%(吴蓉)建国以前国内现存.伤寒论/相关书目研究'6()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

'!(王勇)任应秋治.伤寒论/学术思想整理及传承方法研究

'6()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Z)

'7(程传浩)宋以前诸家伤寒学术思想考辨'l()河南中医#

!"%7#77!%"%%% ?%7)

'#(沈敏南)试评伤寒学派的补亡研究法'l()贵阳中医学院

学报#%8$D#8!!"%D ?%")

'9(李克绍)读.伤寒论/随笔续四000.伤寒论/的学派之争

与是非问题'l()山东中医学院学报#%8$$#%!!7"%Z9)

'Z(宋佳#傅延龄)刘渡舟教授对伤寒学派若干问题的再认

识'l()西部中医药#!"%8#7!!$"%7! ?79)

'D(周永学)长安医学伤寒学的传承与发展'l()陕西中医#

!"!%##!!%"%7 ?D)

'$(项秀芳)明代新安医家伤寒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研究

'6()合肥%安徽中医药大学#!"%#)

'8(赵秀)清代齐鲁医家伤寒文献研究'6()济南%山东中医

药大学#!"!%)

'%"(王雪茜#鲁艺#闫军堂#等)中医学术流派传承的三大要

素'l()中医学报#!"%7#!$!%%"%%Z9! ?%Z9#)

'%%(余洁英)岭南伤寒文献收集及医家学术思想探讨!清至

近代"'6()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

'%!(吴文刚).伤寒论/研究方法的历史沿革及启示'l()中

医药学报#%8$##%!!9"%#! ?#Z)

'%7(程传浩#张海燕#白杨#等)宋金伤寒研究中对 *六经之

为病+的认识'l()中医研究#!"!!#79!$"%9 ?%")

'%#(程传浩#张海燕#王梦婷#等)宋金时期伤寒三阴病证治

探幽'l()国医论坛#!"!7#7$!!"%Z ?8)

'%9(毕岩#岳冬辉#张瑞彬)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温病论治

探析'l()中医药临床杂志#!"%##!Z!%%"%%%"8 ?%%%%)

'%Z(葛琦)韩祗和伏气温病学说探讨000评.伤寒微旨论/

'l()天津中医学院学报#%8$9##!!"%#7 ?#9)

'%D(刘完素)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5()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8$!)

'%$(武冰)寒温统一论学术源流考辨'6()北京%北京中医药

大学#!""$)

'%8(柯琴)伤寒来苏集'5()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898)

'!"(陆懋修)陆懋修医学全书%明清名医全书大成'5()北

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888)

'!%(郝日晋).伤寒论/六经气化理论渊源与发展的文献研

究'6()武汉%湖北中医学院#!""$)

'!!(樊毓运).伤寒论/气化学说理论和临床应用探讨'6()

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

'!7(陈明)刘渡舟伤寒论临证指要'5()北京%学苑出版社#

!""7%8)

'!#(吴谦)医宗金鉴'5()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88D)

'!9(陈逊斋)伤寒论改正并注'5()北京%学苑出版社#!"%%)

'!Z(陈大舜)小议学派的划分标准'l()中医杂志#%8$Z#!D

!Z"%ZZ)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程传浩!%8D$ ?"#男#河南镇平人#医学博士#副

教授#研究方向%经方配伍理论及其临床运用)

编辑%孙铮

$D7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