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医 学

中医学分支学科

!中医内科学"中医内科学是用中医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证的病

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的一门临床学科$研究范围包括外感时病

和内伤杂病两类$外感时病包括伤寒#温病等热性病%内伤杂病

包括脏腑经络诸病等$殷商时代%已有病蛊#病首等病名%使用

汤液药酒治疗$&周礼’天官(中提到的疾医就相当于内科医生$
这时期对内科病尚无系统认识%治疗手段也较简单$春秋战国秦

汉时期%&黄帝内经(的著成%是中医内科学形成的标志$书中记

述的内科病证达 )**多种%从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转归到

预后%都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而且对某些病证还作了专篇讨

论$提出了后世所谓八纲#六经诊断内科病证的基本原则和治疗

法则%为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东汉张仲景的 &伤寒杂病论(为

中国第一部中医内科学专著$书中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
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严谨而又比较系统的辨证论治原则%为

内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晋王叔和的 &脉经(#葛洪的 &肘后备急

+,)-中 医 学



方!"隋巢元方的 #诸病源候论!"唐孙思邈的 #千金要方!"王焘

的 #外台秘要!"北宋的 #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南宋陈言

的 #三因极一病论方论!$对中医内科病证的病因"病机"证候"
诊断"治疗等均做出重大贡献%金元时期$学术争鸣之风甚盛$刘

完素倡火热而主寒凉$张从正治病力主攻邪$善用汗"吐"下三

法$李东垣论内伤而重脾胃$朱丹溪创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

而主养阴$大大丰富了中医理论%明清时期突出成就是温病学的

兴起$明吴有性认为温病为 &戾气’所致$开创温病学说的先河%
至清代$经过叶天士"吴瑭"薛雪"王士雄诸家的努力$温病学

逐渐形成"成熟%温病学说使中医内科在急性传染病和危重感染

疾病的理论和治疗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王清任及中西汇通

学派也为中医内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医妇产科学)中医研究防治妇女疾病及孕产保健的专门学科%
研究范围包括调经"种子"崩漏"带下"胎产"临产"产后"杂

病等%其发展已有数千年历史$为中国妇女的保健事业和中华民

族的繁衍作出了较大贡献%中医妇产科学以重视产育开始$春秋

时已认识到血缘过于亲近者结婚对生育不利%战国时已有妇科专

业医生$汉初淳于意留有最早的妇产科病历%#黄帝内经!中有关

妇产科的条文达 *+多条$涉及解剖"生理"病理"诊断"疾病"
方药等各方面%汉末张仲景在 #伤寒杂病论!中有月经病"带下

病"妊娠病"产后病及妇科杂病方面的论述%华佗用针药处置胎

产不下达到很高水平%隋代巢元方等的 #诸病源候论!中第 *,-
..卷专论妇产科疾病$共论述 /0*种证候%唐宋时中医妇产科发

展成为专科%唐代医学教育已有妇产科专业$学制 ,年%孙思邈

重视妇产科$把 #妇人方!三卷列于 #千金要方!之首%昝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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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宝"为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书#宋代$太医局分九科$妇产科

为其之一$是世界医事制度上妇产科最早的独立分科$促进了妇

产科的发展#陈自明的 !妇人大全良方"著述较全面$对后世妇

产科发展有较大影响#金元四大家各从一个侧面发挥其所长$丰

富了中医妇产科内容#明清时期$中医妇产科学继承宋%金元各

家的理论和经验而加以综合和发挥$出现不少内容详尽又系统的

妇产科专书$如明代有 !证治准绳&女科"%!妇人规"和 !济阴

纲目"等$清代有 !傅青主女科"和 !妇科心法要诀"等#’(世

纪中叶$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中医妇产科仍显示出其特点$西医

妇产科学与中医妇产科学并存$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中医儿科学*中医研究小儿生长发育及其疾病防治的一门学科#
研究范围包括小儿的病理生理特点%常见病证%时行病%杂病%新

生儿病等#中医儿科学历史悠久#公元前 ’+世纪就有小儿疾病的

记述$战国时即有小儿医#!黄帝内经"中有关小儿的记述不多$
但从理论上为中医儿科学提出原则性指导#汉代已有儿科病历#张
仲景创立的伤寒学说对儿科学有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中医儿科

学形成始于晋唐成于宋#两晋王叔和在 !脉经"中论述 ,平小儿

杂病证-的特点#葛洪的 !肘后备急方"最早记载了天花的典型

症状和流行#隋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五至五十$分述小

儿杂病诸候 .//论#唐代已有小儿科医生教育$学制 /年#孙思

邈将妇孺婴儿门列为卷首$已认识到小儿的正常发育规律#现存

最早的儿科专书!颅囟经"成书于唐末宋初#宋代太医局%元%明%
清太医院均设有小方脉科#钱乙专攻儿科 +0年$著成 !小儿药证

直诀"$首创五脏辩证法则$治疗上结合小儿特点$立法遣药#南

宋刘! !幼幼新书"整理汇集宋以前儿科学术成就$是当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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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内容最为完备的儿科专著!金元时期的学术争鸣"促进了中医

儿科学的发展!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对儿科的医疗实践有指

导意义"其制定的方剂"在儿科中广泛应用!曾世荣的 #活幼心

书$可反映金元时期儿科学状况!明清时期"儿科专著大量出版"
儿科理论有所发展"发明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温病学说对小儿

热性病的治疗产生深刻影响!

%中医外科学&中医论述和研究疮疡’皮肤病’肛肠病’损伤和外

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学科!原始社会"人在劳动和生活中免不了

流血’创伤"结果便产生了用植物包扎伤口’压迫止血’砭石砭

刺排脓等最早的外科治疗方法!这便是外科学起源!商代已有外

科病名的记载!周代外科已形成独立的专科!秦汉或以前出现了

外科专书 #金疮()方$和 #五十二病方$!华佗在酒服麻沸散的

麻醉下进行肠吻合术"足以说明在汉代中医外科学已达很高水平!
两晋南北朝时期"军阵外科经验总结性质的专书 #刘涓子鬼遗

方$问世!隋唐时期的医疗机构太医署设疮肿科!其时对骨伤科

很 重视"在太医署设按摩科"并出现了骨伤科专著 #理伤续断

方$!#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都记载不少

外科疗法!宋金元时期"以外科为专业的医学家显著增多"特别

是外科专著更是丰富多采!如东轩居士的 #卫济宝书$’陈自明的

#外科精要$’窦汉卿的 #疡医经验全书$’齐德之的 #外科精义$
等共*+余种!这导致了外科领域疾病诊断和鉴别诊断’辨证论治’
治疗理论和医疗技术等的明显进步!#外科精要$中有关治疗疮疡

应辨阴阳虚实"采取内外结合方法的认识"则是这方面进步的一

种反映!但由于强调整体的理论观念日渐发展"人体解剖学尚不

精确"缺乏精良止血术"封建伦理等因素的影响"外科手术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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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较大手术的发展已近停顿!明代陈实功集"#多年的外科临床经

验$撰写 %外科正宗&!该书对百余种疾病$依次论述其病理’症

状’诊断’治疗方法’成功或失败的病案’方剂$并创造性的继

承和发展了一些手术方法$代表了明以前的外科学成就!清代特

别是后期$随着封建道德的干扰$外科医疗上的保守思想渐占上

风$严重阻碍了中医外科学的发展!

(中医五官科学)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研究人体眼’耳’鼻’喉’
口齿等重要器官的正常生理’病理’病因’病机$以及疾病诊断

和 防治等的一门学科!其起源很早$在殷商时期就有 *疾目+’
*疾自+即鼻病’*疾耳+和 *疾言+即语言障碍及发音器官病变

等记载!西周时期已认识 到某些五官疾病与自然环境’气侯变化

有关$并有一些治疗和预防的方法!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在雒阳

曾专门从事五官疾病的治疗$这可看作是五官疾病专科化的开始!
%黄帝内经&中关于五官的生理’病理’经络和治疗的论述非常丰

富$认识到五官并不是孤立的器官$而是与五脏六腑有密切的联

系$是整体的一部分$如肾主耳$肺主鼻等$为五官科学奠定了

基础!汉代张仲景创立的较系统的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
对五官疾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五官科学的发展

与提高!此时对咽喉疾病有了简单的手术!魏晋南北朝时期$葛

洪在 %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耳道异物’气道异物和食道异物的

处理方法!隋巢元方等的 %诸病源候论&对五官疾病的病源’证

候描述分析很详细!唐政府设立的医学教育机构 *太医署+设有

耳目口齿科$学习 "年毕业$这是五官科独立设科的开始!孙思

邈的 %千金要方&和王焘的 %外台秘要&较全面的介绍了五官疾

病的治疗方法!宋金元时期医学分科更为精细!宋代眼科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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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科!至元代"把咽喉和口齿分为两科"说明学科发展水平

有了进一步提高!#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等宋政府官修医书"对五官疾病的病因病理%辨证治疗%方

药等均有论述"内容十分丰富!陈言在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

对五官疾病病因的论述"较前人有明显进步!金元四大家的学术

思想对五官科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明清时期"五官科取得一些新

发展!清吴谦的 #医宗金鉴$%清政府组织编写的 #古今图书集成

&医部全录$反映了清以前五官科成就!清代喉科进展最显著"有

’(多种喉科专著陆续问世!

)针灸学*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运用针刺和艾灸防治疾病的一门临

床学科!研究范围包括经络%腧穴%刺法%灸法及临床治疗等部

分!针灸学的历史可追溯至 +(万年前!旧石器时期"人们就能打

制粗糙的石器"并学会利用火!到新石器时期"产生了专门的医

疗工具砭石"并扩大应用范围"作为针刺治疗之用!灸法则起源

于中国北部寒冷地区!夏商周时期"砭石仍然是刺病的主要工具"
由于炼铜技术的进步"出现了青铜针!春秋时名医医缓精于针砭

之术!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广泛应用"砭石渐被金属医针取代"
针灸学术飞跃发展!扁鹊曾针刺急救一位患尸厥证而垂危的太子!
汉淳于意在 ,-例诊疗记录中就有 .例用过针灸治疗! #黄帝内

经$有多篇论述经络%腧穴%刺灸法及一些疾病的针灸治疗!在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针灸又有发展!张仲景在 #伤寒杂病论$中

注意到针药结合!华佗针灸水平已相当高"取穴不过 +/,处"每

处不过 0/1壮"则可除病!皇甫谧撰成 #针灸甲乙经$"共收 2.3
穴"为最早的体系较为完整的针灸专书"对后世针灸学术发展影

响巨大!隋唐时期"针灸发展成为一门专科"开始有针师%灸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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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针灸为唐代医药教育四个医学专业之一!唐政府组织甄权

等人校定针灸图书!孙思邈在 "千金要方#中广泛收入前人针灸

经验$并绘制现知最早的彩色经络腧穴图!五代及宋%金%元时

期$王惟一考订 &’(个腧穴位置及所属经脉$增补了腧穴的主治

病证$撰成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宋朝政府刊印颁行!与

此同时$王惟一设计的两具铜人模型制成$铜人外刻经络腧穴$内

置脏腑$作为教学和考针灸师用$促进了经络腧穴知识的统一!明

代是针灸学发展的昌盛时期$出现了 "针灸大成#等汇编性著作$
在单式手法的基础上发展了&)多种复式手法$灸法从用艾柱的烧

灼 灸向用艾卷的温热灸发展$整理经络以外的针刺部位$形成

*奇穴+一类!此后$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废止针灸疗

法$使针灸学处于低潮$由于针灸疗法效果确实$才得以在民间

流传!

,中药学-又称本草学!是研究中药的基本理论及药物的来源%采

制%性能%功效和应用方法等知识的一门学科!原始时代$原始

人在采食植物和狩猎过程中认识到某些植物有治疗作用%毒性作

用$甚至引起死亡!从而使人们懂得在寻觅食物时要进行辨别和

选择!经过无数次零星的%分散的$但却是有意识的试验%观察%
口尝身受$逐渐积累起一些用药知识!随着用药知识与经验的积

累$医药知识的传播也从口耳相传发展到文字记载!"诗经#中提

到的植物有百余种成为后世的药物!"山海经#中约记有 (.)余种

动%植%矿物$以及不少药物服后的效应!&)世纪 /)年代初出土

的 "五十二病方#载方 .))个$涉及药物达 &()种!说明当时在

药物的辨认%制剂%配伍%用药方法等方面已达到一定水平!秦

汉时期成书的 "神农本草经#载药 .0’种$是汉以前药学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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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总结!书中简要赅备地论述药学的基本理论"如药物的气

味#毒性#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多种剂型"标

志着中药学的形成"并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两晋南北朝

时期应用药物的种类迅速增加"并注意到各种生药的形态#生态

条件及与之有关的物候知识!梁陶弘景的 $本草经集注%载药 &’(
种"创朱墨分书"小字加注的编写体例"以玉石#草木#虫兽#果

菜#米谷等取代 $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补充大量关于药物

产地及来源形态的记述!刘宋雷"的 $雷公炮炙论%叙述各种药

物通过适当炮炙"可提高疗效"减轻毒性或烈性"促进了药物加

工技术的发展!隋唐时期中国统一"为广泛进行药物研究创造有

利条件!唐政府组织苏敬等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药典性本草著作

$新修本草%"由政府颁行!为此进行了本草史上第一次全国药物

大普查"其区域之广"方法之备"成就之大"都是空前盖世的!该

书集中全国药物调查和考证的成果"本文#药图#图经三者相辅

而行"体例严谨"成为后世多种综合性本草的楷模"产生了世界

性影响!唐陈藏器的 $本草拾遗%等私家本草著作也颇具成就!宋

代用药数目增加较多"生药形性鉴别与药物生长环境研究进一步

发展"重视地道药材和质量规格"制定了制剂规范!宋政府组织

编写的 $开宝重定本草%#$嘉#补注神农本草经%和现存第一部

刻板药物图谱 $本草图经%反映当时药物学发展情况!宋唐慎微

的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研究整理大量经史资料中有关药学的资

料"载药达 )*((余种"且保存了后来亡佚的宋以前的许多本草资

料!宋政府设立的 +惠民局,和 +和剂局,等国家药局"推广了

+局方,"流行了成药!明清时期本草学的兴盛主要集中在明末清

初!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科学巨著 $本草纲目%是 $神农

本草经%#$新修本草%后中药学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该书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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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附方 !!&&&多首%改绘药图%订正错误%新增药物 ’&&
余种%提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从贱至贵)的药物分类方法%是

中国科技史上极其辉煌的成就%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清代赵

学敏编著的 +本草纲目拾遗,和吴其浚编著的 +植物名实图考,从

不同方面对中国本草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中医方剂学.中医阐明和研究方剂配伍规律及临床运用的一门学

科*研究范围包括方剂的分类法/组成原则/药物配伍/剂量/剂

型/用法/功效/主治/作用原理及临床应用等*中医方剂的产

生与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实践到理论的

过程%即经历了从药物到方剂/从方剂到治法/再用治法指导组

方三个阶段*原始社会%药物治病就已开始*最初用单味药%经

过医疗实践认识到几味药配合应用治病效果更好%于是逐渐形成

方剂*夏商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剂型汤液 0即现在的汤剂1*现存最

早的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方书+五十二病方,共载$"&余首方%内

服药以散剂/水溶剂和酒溶剂为主%外用药以动物油膏为主*稍

后成书的 +黄帝内经,载方 !’首%剂型有汤/丸/散/酒/膏等%
并有君/臣/佐/使和七方 0大/小/缓/急/奇/偶/复1的

组方原则%为方剂理论的发展奠定基础*汉末张仲景在 +伤寒杂

病论,中%总结先人临床实践经验%保存了大量方剂%对方剂君

臣佐使及加减变化的配伍%有严谨的法度2在因证立法%以法统

方%遣方用药方面已具备较完整的方剂知识%使方剂从零散的经

验上升到理论%形成专门系统的学问3方剂学*两晋南北朝时期%
方剂学有两大进展4一是经验方书大量问世%以葛洪的 +肘后备

急方,最具代表性2另一是北齐徐之才在 +药对,中根据功效进

行药物分类%为方剂学以治法分类奠定基础*隋唐时期出现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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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前方剂之大成的巨著孙思邈的 !千金要方"和王焘的 !外台

秘要"#宋政府重视方剂学的发展$组织编写了国家第一部方书

!太平圣惠方"和 !圣济总录"#太医局熟药所颁布了作为处方标

准的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促进了中成药在临床的普遍使用$进

而促进了方剂的丸%散%膏%丹等各种成药剂型的发展#自金元

以来$方剂学的发展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各种学术流派的形成与

发展$丰富了方剂学内容#如金元四大家各自发挥其特长$创制

了许多至今仍广泛应用的方剂&温病学派发展治疗温病的名方&王
清任对活血化瘀方剂的应用等#二是出现一些方剂方面的重要著

作$如朱棣的 !普济方"和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分别集中了 ’(%
’)世纪以前的方剂$并为现代药剂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三

是发展趋势由方剂数量增加转为制方理论研究#如金代成无己的

!伤寒明理论"%吴昆的 !医方考"%及清代汪昂的 !医方集解"%吴

仪洛的 !成方切用"%吴谦的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等$对

每方的证治机理及组方意义$以及药物相互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

论述&!医方集解"还按功能进行药剂分类$使方剂学分类趋于完

善#这样就使方剂学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成为一门理论体系较

为完整的学科#

中 医 学 史

+夏商周医学,-前 .’世纪/前 00’年1 夏代崇尚鬼神$迷信占

卜$医药被蒙上迷信色彩#夏 代 已 发 明 酒$酒 为 百 药 之 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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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从酉#酉为盛酒的容器#说明酒在医疗上的重要作用$商

代已有十多种按人体部位命名的疾病名称%发明了金针#针灸术

亦相应发展%出现药酒#用药开始从单味药转向复方$汤液 !即
汤药"的发明#导致了从使用生药向用熟药的转变#促进了方剂

的诞生$西周的 &山海经’记载了 ()种疾病#其中 *(种为后世

固定病名#如痔+瘕疾+瘿等$西周时已认识到四时气侯的异常

变化可引起疾病流行#且流行病具有传染性#积累了丰富的用药

知识和经验#有近 *,,种药物用于治疗和预防疾病#开创了制药

化学#已能对药物性味功用进行初步总结和分类$早期医事制度

和专职医生已经出现#并初步分工#而且有了某些积极的环境卫

生和个人卫生措施$阴阳五行观念在西周已有发展$夏商周时期

医药实践和知识积累#为后世中国医药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医学.!前 //,0*12" 春秋时期中医学逐渐

摆脱巫术束缚#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保持了医学的科学

性和独立性$秦国名医医和提出 3阴+阳+风+雨+晦+明4六

气致病说#说明医学理论开始萌芽$此后#医药学家不断总结经

验#搜集资料#写成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全面反映战国秦汉时期

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医学典籍 &黄帝内经’和药物学典籍 &神农本

草经’$&黄帝内经’不仅提出整体观念+阴阳平衡+邪正斗争和

防重于治等基本学术观点#并详细阐述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病

因病机+诊治法则+针灸运气学说#以及养生+解剖+心理+物

候+气象学内容#涉及到中医学理+法+方+药的基本理论原则#
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阶

段发展到系统理论总结阶段$&神农本草经’对这一时期的用药经

验和药物知识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创立了中国药物学史上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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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法!较系统地概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气五

味等药物学理论!还叙述了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加工制作方

法以及药物的真伪陈新和质量优劣的鉴别!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
汉末!张仲景汇集历代诸家临床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写成

$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论伤寒 &传染性热病’!以

脏腑论杂病!概括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
寒"热"虚"实八纲!以及汗"吐"下"和"清"温"补"消等

(种治疗方法!还拟定了简炼而组方原则严谨的治疗方剂!理"法"
方"药齐备!正式确定了辨证论治原则!使中医学基础理论与临

证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反映这一时期医药成就的还有长沙马王堆

汉墓出土的 $足臂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胎
产书%等!以及湖北云梦"张家山和甘肃武威出土的秦简和汉简#
扁鹊诊法和 )随俗为变*的高超医术!淳于意首创病历 )诊籍*!
张仲景六经论治!涪翁与郭玉精于针灸!华佗的麻醉术"腹部手

术和 )五禽戏*!说明当时临证医学已有很大成就!在中医药史上

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医事方面已经开始形成一些初步制度!设

有医官+医学开始分科+卫生保健亦有一定成就!如汉代有类似

传染病隔离治疗的设施#中国与其他国家已有医学交往#这一时

期是中医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原来零散的医药经验此时上升为系

统的理论!为后世医药学的发展!特别是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医

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医学-&./012/3’ 中医学全面发展时期#
医药学在理论方面学习继承前一时期形成的理论体系!并有所发

展#全元起"杨上善"王冰先后编注 $黄帝内经%!特别是王冰注

$内经4素问%!使其难懂的文辞和医理易于学习和理解!并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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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基本理论有所发挥!扩大了 "黄帝内经#的影响$王叔和将当

时散乱的 "伤寒杂病论#汇集整理%补充编次&这些工作为后世

保存和研究古典医籍作出了贡献&王叔和还搜集脉法的资料!采

用各家学说!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著成 "脉经#!该书为现存

第一部脉学专书!对中医脉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巢
元方等编著成中国现存的第一部论述病因和证候学专著 "诸病源

侯论#!该书列载 ’())余种病证!分述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
症状!还探索了一些病证的诊断%预后!以及导引%手术为主的

治疗方法&在药物学方面!唐政府组织苏敬等 *)余人集体编写了

药典性专著 "新修本草#+又称 "唐本草#,!该书在补充古书未载

的药品%修订错误记载%介绍药物性味%产地%功效主治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陶弘景总结 "神
农本草经#成书以后的用药经验和当时所具备的药物知识!编辑

成 "本草经集注#!提出了科学性更强的药物分类法&同时!民间

其他本草著作也颇有成绩&炼丹术盛行!客观上导致制药化学的

开端!扩大了化学药物的应用范围&雷"著的 "雷公炮炙论#阐

述了药物性味%炮炙%熬%修治等的理论和方法!为药物炮制学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临证方面!一方面一些著名医学家撰写了

影响久远的医学名著&皇甫谧写的 "针灸甲乙经#!重点介绍腧穴

总数%厘定部位!详细介绍了针灸操作方法!并将各种适应证按

临证需要排列出来!为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葛洪著成 "金匮药

方#一百卷 +已佚,!其后将救急%多见%简要实用的部分!摘要

编成 "肘后救卒方#!后者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已达很高水平&王

焘写的 "外台秘要#集方论之大成!以宏富详尽著称&最负盛名

的是孙思邈的 "千金要方#!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作了系统全面

的论述!其中医论和医方!总结和反映了自 "黄帝内经#至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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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学成就!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百科全书"另一方面!
临证医学日益趋向专科化!外科#妇科#儿科#伤科形成独立专

科!并有专科著作出现"南北朝时期!中国已有初步的医学教育!
至隋唐则趋完善!此时的 $太医署%为世界上最早由政府开办的

具有较大规模的医药学校"由于国内各民族的密切交往融合!汉

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医药知识在隋唐时期得到空前交流"随着对外

交通的开发!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医药学不断传到朝鲜#
日本#印度#越南以及阿拉伯等地!丰富了这些国家的医学内容!
同时也吸收了外国的医学成就"总之!从两晋至五代的 &’’年间!
中医药学以极为丰富的实践!继承前一时期形成的医学理论体系!
为宋金元医学理论的创新奠定了基础!且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

流!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全面发展时期"

(宋辽金元医学)*+,’-./,01 这一时期国家重视医药事业"宋

政府不仅将医药学校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还将其纳入国家官学系

统2创立校正医书局!为中医文献的整理#保存和传播作出重大

贡献2建立药局!对推广中成药起到极大作用"元政府提高太医

院职权!统一太医院领导"在基础理论方面!南宋陈言著 3三因

极一病证方论4!将病因归为内因七情#外因六淫和不内外因!使

中医病因学说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解剖学出现了根据处决犯人

尸体解剖绘制的 3五脏图4和 3存真环中图4"由两晋至五代长期

战乱!疾病流行!临证实践经验丰富!为理论提高和研究新问题

准备了条件2特别是宋代改革派的革新思潮直接影响医学界!金

元医家在理论上不断创新!进行学术争鸣形成四大学派"刘完素

的火热论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倡 $六气皆从火化%之说!治

病多用寒凉药2张从正的攻邪论认为治病应着重在驱邪!$邪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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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治病善于应用汗#吐#下三法$李杲的

脾胃论认为 %人以胃气为本"!长于温补脾胃之法$朱震亨的相火

论认为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病多用滋阴降火之法&药物学

在唐蜀诸家本草的基础上出现了 ’开宝本草(#’嘉#本草(等一

些本草书!其中以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成就最大!风行了)**年&
宋代官方组织专人编撰了 ’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特别是北

宋药局颁行制剂规范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不少处方至今仍流传

应用&临床方面对伤寒学说的研究十分盛行!使辨证论治原则逐

渐广泛应用&’针灸资生经(等针灸专著相继问世!而王惟一设计

铸制的两具针灸铜人更引人注目&陈自明的 ’妇人大全良方(#钱

乙的 ’小儿药证直决(则代表了当时妇儿科医学的水平&’卫济宝

书(#’外科精要(等都是外科名著!李仲南#危亦林对骨伤科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危氏悬吊复位法是世界伤科史上的创

举&宋慈博采历代有关法医论述!写成 ’洗冤录(!受到国内外重

视&这一时期中外医药交流也非常频繁!特别是东南亚香料药的

输入!丰富了中医药学&总之!这一时期宋政府重视医药发展!学

术空气活跃!出现不少新的学术见解!并逐步形成不同的学说!丰

富了中医基础理论&与此同时!针灸#妇儿#骨伤科#法医学各

科均有建树!有的还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影响&

+明清医学,-./012.1)*3 明代中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生

产力的发展推动医药的发展&中医药学发展的总趋势!是在宋辽

金元医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加以综合折衷!形成一套

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具体指导临床实践&明代吴有

性在 ’温疫论(中提出 %戾气"说!认为温疫之病是由天地间别

有的一种物质性的 %戾气"所致!这是传染病病因学上的卓越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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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为温病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至清代!叶桂著成 #温热

论$阐明温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性!提出卫%气%营%血辨证&薛

雪撰 #温热条辨$阐述温热病的病因%证候%发展变化特点&吴

瑭著 #温病条辨$!提出三焦辨证等&王士雄编 #霍乱论$%#温热

经纬$"这些医家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比较

系统完整的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源于伤寒学说!又发展了伤寒学

说!补充了伤寒学说的不足!使中医学理论趋于完整%系统"清

代具有革新精神的重要医家王清任!在 #医林改错$中纠正了以

往医籍中的一些错误记载!并创制许多著名活血化瘀和益气活血

方剂!深化了对活血化瘀理论的认识"在实践方面!重视问诊和

舌诊!强调脉证合参!深化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在药物学方面!李

时珍认真吸收前人经验成就!虚心向药农等劳动群众求教!亲自

考察各种植物%动物%矿物药!甚至栽培%试服某些药物!历时

’(载!终于完成巨著 #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总结了 )*世纪以

前的中国药物学成就!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提出了

当时最先进的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的药物分类法!系统

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纠正了一些反科学的见解!辑录保存

了大量古代文献!是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药物

学以及其他有关学术的发展均有很大贡献和深远影响"赵学敏的

#本草纲目拾遗$和吴其浚的 #植物名实图考$进一步发展了这一

时期的药物学"#普济方$%#医方考$%#医方集解$%#成方切用$
等则体现了此期的方剂学成就"此期临证各科都有发展并取得了

许多新成就"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始于明而盛于清!并流传到国

外!为近世预防医学打下了基础"此期出现了不少的医学全书%类

书%丛书!如徐春甫的 #古今医统大全$%陈梦雷等的 #古今图书

集成+医部全录$%纪昀等的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类$%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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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常!吴勉学的 "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吴谦等的 "医宗金鉴#$出

现了最早的民间医学团体%% &一体堂宅仁医会’和最早的中医

杂志% "吴医汇讲#(产生了较大影响$明清时期中外医学交流空

前频繁(中医药学更广泛地传至朝鲜!日本及欧美等国(对世界

医学作出贡献$同时(国外的一些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也传入中

国(对中医药学起到了促进作用$

)晚清民国医学*+,-./%,0.01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通过建立诊

所和医院!开办医学校和吸引留学生!翻译医书和出版医学刊物

等方式使西方医学大量传入中国$西方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技术在

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客观上为中国带来了新的科学知识(丰富了

中医学的内容(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为中国人民的保健事业作

出了贡献$民国时期西医学校和西医医院有了较大发展(逐渐形

成了中国自己的西医队伍(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团体并出版西医学

术刊物(使西医作为一个独立的医学体系存在于中国$西方医学

传入后(中医界一些受到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如唐宗海!朱

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承认西方医学的先进之处(也认识到

中西医各有所长(著成 "血证论#!"华洋脏象约纂#!"医学衷中

参西录#等(试图把中医学术与西医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中

西医汇通学派$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活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一定

进步意义(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从 2/世纪上半叶起(中医学的发

展遇到了严重的阻力(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不断采取种种

排斥!限制!消灭中医的措施(使中医药学受到严重摧残$中医

界为求生存与发展(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奋起抗争(一方面与反

动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成立学术团体(建立学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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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刊物!编著医书!使中国医药学继续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临证各科积累了新的经验!并有一些较好的著作问世!丰富了中

医学的内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建立了一些医疗机构!开办了一

些医学院校!但由于政府不重视卫生事业!卫生经费短缺!医药

设施简陋!造成旧中医学教育不振!疫疠不断流行!人民病死率

很高!医药卫生事业落后的局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医

药卫生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为保证根据地人民与

军队的健康作出了贡献!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卫生工作的

发展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这一时期中医药学最重要的特点

是中西医两种完全独立的医学体系并存"传统的中医学受到前所

未有的挑战!尤其是深受反动政府的压迫与摧残!处于自发而缓

慢的发展阶段"

中 医 学 家

#扁鹊$战国时期著名医学家"姓秦名越人"勃海郡郑 %今考为%!
今河北任丘&人"年轻时做过经营旅店的 ’舍长("舍客中有个叫

长桑君的老人擅长医术!便从其学医"学成之后长期在民间行医!
足迹遍及当时的齐 %山东&)赵 %河北&)郑 %河南&)秦 %陕西&
诸国"精通望)闻)问)切四诊!尤以望诊和切脉著称"*史记+)
*战国策+)*列子+等古书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内)外)妇)儿

各科兼长!而且能根据各地群众需要行医"过邯郸时!听说当地

很重视妇女!便作带下医 %即妇科医生&,经过雒阳!得知周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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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老人!就作耳目痹医"进入咸阳!见秦人喜爱小儿!便为小

儿医#治病方法多种多样!不仅善用汤药!还用砭法$针灸$按

摩$熨贴及手术疗法等#具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提出 %信巫

不信医者不治&等!一生坚持与巫神作斗争#由于医术高超!技

艺专精!遭到秦国太医令李醯的妒忌!被李醯派人杀害#由于有

关他的事迹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很大!故有人认为扁鹊乃古代良医

的称号#’汉书(艺文志)载有 ’扁鹊内经)*卷!’扁鹊外经)+,
卷!已佚#托名秦越人撰的医著有 ’难经)等#

-淳于意./约前,+0123 西汉医学家#齐临4/今山东淄博3人#
曾任齐太仓长!又称 %太仓公&$%仓公&#先后从公孙光$公乘阳

庆学医#曾因得罪权贵获罪当刑!小女缇萦上书文帝!愿以身代!
得免#司马迁在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淳于意的 ,0个

病案!当时称 %诊籍&!载有患者姓名$职业$里居$疾病症状$
脉象$诊断$治疗和预后等!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史记录#他精

于切诊$望诊!除用药外!还擅刺灸之法!实事求是!反对服石

求长生之风#

-张仲景. /约 +051,+*3 汉代著名医学家#名机#南郡涅阳

/今河南邓县!一说南阳3人#从同郡张伯祖习医#相传曾任长沙

太 守#东汉末年!战乱频起!疫病流行#他因此发愤钻研医学!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总结汉以前医疗经验!著成 ’伤寒杂病

论)#在治疗伤寒等急性热病方面!首倡太阳$少阳$阳明$太阴$
少阴$厥阴等六经辨证的辨证论治原则和方法!在内$外$妇$儿

科杂病方面!概括了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八纲辨证和汗$吐$
下$和$温$清$补$消等多种治疗方法#在因证立法!以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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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及遣方用药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较系统的方剂学理论知

识!对中医发展有重大贡献"被后世尊为 #医圣$和 #众方之

祖$!

%华佗&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字元化!沛国谯 ’今安徽亳县(人!
年轻时游学徐州"#兼通数经"晓养生之术$!淡于功名利禄"多

次谢绝朝廷命他做官的征召"长期坚持在民间行医"足迹遍及今

安徽)山东)江苏)河南等地!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
尤以外科著称!*魏志+华佗传,载有 -.多个病案"包括现在的

传染病)寄生虫病)妇产科病)儿科病)呼吸器官病及皮肤病!精

通方药"擅长针灸"华佗夹脊穴沿用至今!华佗的腹部手术最为

著名!若病在腹中"针药不能及"便先令病人饮 #麻沸散$"使其

醉无所觉"再行刳割!若病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然

后缝合敷膏"四五日创愈"一月皆平复!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

界麻醉和外科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提倡积极的体育锻炼"创制了

一套名叫 #五禽戏$的体操"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活

动肢体"开创了中国保健体操的先例!历代以 #五禽戏$法锻炼

者不乏其人"至今仍有专门研究者!著有 *枕中灸刺经,等数种"
均佚!现存 *中藏经,系后人托名之作!

%王叔和&魏晋间医学家!名熙!高平 ’今山东微山)邹县一带"一

说今山东济宁(人!曾任西晋太医令!对切诊有较深研究"集录

前代文献中有关脉学内容"结合个人经验"编成 *脉经,"论述寸)
关)尺三部定位脉诊"列述-/种脉象的意义"使古代脉学系统化!
该书集晋以前脉学之大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脉学专著"对

后世及国外均有一定影响!他还集辑整理了佚散的张仲景的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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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杂病论!"为保存古代医学文献"促进医学发展作出贡献#

$皇甫谧%&’()*’+’, 魏晋间医学家-文学家#幼名静"字士

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 &今甘肃平凉西北,人#从垣席学

儒#曾数度被举荐孝廉"征辟为官"均不就#中年患风痹症"遂

钻研医学#汇集 .素问!-.针经!和 .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编成

.针灸甲乙经!"阐述经络理论"统一穴位的位置-名称-取穴法"
总结了晋以前针灸学成就"开创了分类编撰医经的先例#另著有

.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士传!-.玄晏春秋!等#

$葛洪%&’+(*/0(, 东晋医学家-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士#字

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 &今江苏句容,人#长期从事炼丹

术"妄图求得长生不老"客观上发现了一些物质的化学变化的秘

密"如丹砂制汞"雄黄升华等#最早记载天花"首先发现羌虫病"
提出小竹片夹治骨折"腹壁破裂肠突出的缝合等"还提出用狂犬

脑髓敷治狂犬咬伤伤口"以防狂犬病发作的方法"这是古代免疫

思想的萌芽#著有 .肘后备急方!-.金匮药方!-.玉函方!-.抱
朴子!和 .神仙服食方!等#参见第四卷中的 1葛洪2#

$陶弘景%&0)3*)/3, 南北朝时期医学家-道学家#字通明"自

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 &今江苏镇江附近,人#创用按自然来源

及药物属性的分类方法"把药物分为玉石-草木-果菜-虫兽-米

食等类"还创用 1诸病通用药2的分类法"即依药物的治疗性能

进行分类#这两种分类方法都成为后世本草作药物分类的主要依

据#在冶炼学和炼丹化学方面也有一定成就#著有 .本草经集

注!-.效验方!-.药总决!-.补阙肘后百一方!等#参见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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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陶弘景"#

$巢元方%隋医学家#籍贯欠考#&’()&*(年间任隋太医博士+太

医令#奉诏主持整理研究病因+病理和证候,取得突出成就,于

&*’年撰成 -诸病源候论.#书中对传染病+过敏性疾病+运动病+
寄生虫病+各科杂病等,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认识和描述,而且

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按摩导引的方法和适应证,对一些较大的手术,
如外伤肠断的抢救+肠吻合术等的方法和适应症也作了较为详细

的叙述#该书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病因+证候的专著,对

医学的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孙思邈%/(0*)&012 唐代医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2人#
因少时多病,对医学有深刻研究,并博涉经史百家学术,兼通佛

典#曾拒绝隋文帝等要其任国子博士及唐太宗等授予的爵位及谏

议大夫等官职#重视医德,其医疗思想和道德品质为历代所称道,
成为后世医家之师表#重视前人的宝贵经验,尊古而不泥古,创

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 -伤寒论.的方法,发展了张仲景

的伤寒学说#在临证实践中,非常重视妇+儿疾病,为妇+儿科

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对防治瘿病+雀目 /夜盲2等营养缺乏性疾

病有突出贡献#在用药方面重视综合治疗,注重辨证用药,提倡

自种自采和炮炙药物,讲究药物的贮藏和保管,以提高药物疗效,
被后世称为 !药王"#使用硫磺伏火法,对火药的发明有不可磨灭

的贡献#对养生学和老年病均有独到的见解#著有 -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二书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

$王焘%/约 &3’)3((2 唐代整理医学文献大师#唐&县 /今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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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眉县!人"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青年时喜爱医学#常请教于

高明医学家"曾任邺郡太守"管理当时国家图书馆长达 $%余年#
有机会阅读摘录晋唐期间大量医学书籍#其中有的书籍在后世很

少流传"在中国医学史上整理文献首先详注引书卷第#不仅为后

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医学资料#而且创造了整理医学文献的科学

范例"对针法有偏见"著有 &外台秘要’"

(鉴真)*+,,-.+/! 唐代高僧0医学家"俗姓淳于"扬州江阳

*今江苏扬州!人"长安元年 *.%1!在扬州大云寺出家#除学佛

外#还钻研医药知识#长于中药鉴别0炮制".%.-.1/年在长安

深造"天宝二年 *.2/!接受日本留学僧人邀请#东渡传律"经过

11年 +次航海#于天宝十二年 *.3/!到达日本#时年 ++岁#且

双目失明"在日本传律讲经#为人治病#将中国的建筑0雕塑0绘

画0刺绣0书法0音律等各项技艺传给日本#对日本文化影响甚

大"日本尊鉴真为医药始祖"在医药方面撰有 &鉴真上人秘方’"

(王惟一)*约 4,.-1%+.! 宋代针灸学家"又名王惟德"曾任太

医局翰林医官0殿中省尚药奉御"天圣初年 *1%$/!奉命编修针

灸书#对古医书中有关针灸的记载和针灸图详加考订#总结历代

针 灸学家的经验#于天圣四年 *1%$+!编成 &铜人腧穴针灸图

经’"后由政府颁行"天圣七年 *1%$4!设计并主持铸造针灸铜人

两具#铜人的躯体0脏腑可合可分#体表刻有针灸穴位名#用于

教学和考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钱乙) *约 1%/$-111/! 宋代儿科学家"字仲阳#山东郓州

*今山东郓城!人"幼年父走母亡#由姑母抚养#并随姑父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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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翰林医官!太医丞"强调临证注意小儿体质具有 #成而未全$
全而未壮%!#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等特点&总

结出以五脏为纲的儿科辨证方法$治疗上主张柔润的原则$强调

补泻须同时进行$不仅为中医儿科学发展成独特专科提供了丰富

的内容$而且对其后世发展有较大影响"其理论!临证经验和医

案由其学生阎季忠整理编成 ’小儿药证直决("另著有 ’伤寒指微

论(!’婴孩论($已佚"

)刘完素*+,,,-.,/--0 金代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首"字守

真$自号通玄处士"河间 +今河北河间0人$又称刘河间"因母

病失治$立志学医$金章宗 +完颜’0三次聘他做官$均被谢绝"
在理论上对 ’素问(有深刻研究$尤其对运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

说有精辟见解"倡火热学说$强调火热致病的理论$治疗上反对

套用古方$善用寒凉药"其理论对后世的温病学说以深刻影响$为

温病学派的前驱"著有 ’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

集(!’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宣明论方(!’三消

论(等"

)张从正*+,,12.,//30 金代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字子

和$自号戴人"睢州考城 +今河南兰考0人"祖上数代为医$自

少好读 ’内经($精通医术$兴定年间 +,/,4.,//,0被召补为太

医"继承刘完素的学术思想$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

安"用药偏于寒凉$善用汗!吐!下三法"由于偏重攻法$主张

慎用补法$后世称以他为代表的学术派别为攻下派"著有 ’儒门

事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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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素"金代医学家#字洁古#易州 $今河北易县%人#人称易

水先生#自幼攻读四书五经&’(岁考进士落第&因而发愤学医#因

治愈当时名医刘完素伤寒病而成名#对当时医学界过分泥守古方

的风气提出了批评&主张根据当时的气候变化和患者体质等情况

灵活用药&善于化载古方&自制新方#这对金元医学学术革新与

争鸣产生深刻影响#受 )中藏经*影响&以脏腑经络辨证为基础&
进行药物归经的探讨&研究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及其归经

的运用&作出较大贡献#著作有 )珍珠囊*+)医学启源*+)脏腑

标本药式*+)药注难经*等#

!李杲"$,,-./,’0,% 金代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字明之&
自号东垣老人#真定 $今河北正定%人#学医于张元素#创脾胃

学说&提出 1胃气为本2的理论&认为 1内伤脾胃&百病由生2&
并根据 )内经*关于四时皆以养胃气为本的理论&治疗上强调调

理脾胃&升提中气&自制补中益气汤等新方剂#其脾胃学说对后

世中医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后世称以他为代表的学术流派为补土

派#著作有 )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医学发

明*+)药象论*等#

!宋慈"$,,-3/,’45% 南宋法医学家#字惠父#建阳 $今福建

建阳%人#嘉定十年 $,’,(%进士#历任主簿+县令+通判兼摄

郡事+提刑+安抚史等职#居官清廉刚正&决事果断&办案注重

实地检验#总结宋代和以前法医方面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于

淳#七年 $,’4(%编成 )洗冤录*#该书为保存下来的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司法医学检验方面的系统性专著&对中国和世界法医学的

发展均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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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自明"#约 $$%&’$()&* 南宋妇产科学家+字良甫,晚年自

称药隐老人+临川 #今江西抚州*人+世代以医为业,曾任建康

府明道书院医学教授+少时 -遍行东南,所至必尽索方书以观.+
宋代太医局设立产科,由于产科发展的需要,他系统分析整理历

代有关妇产科著述,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和家传秘方,对南宋以

前妇产科成就进行系统总结,于嘉熙元年 #$(/)*编成 0妇人大

全良方1+该书为当时最完整的妇产科专书,对妇产科的发展有很

大影响,另著有 0外科精要1等+

!王好古"#约 $(&&’2* 元代医学家+字进之,号海藏+赵州

#今河北赵县*人+先与李杲一同从学于张元素,后又以李杲为师+
曾任赵州教授,兼提举管内医学+其医学主张大体宗李杲,但同

中有异+重视内因在辨证上的意义,认为内伤或外感病都可按六

经辨证论治,并主张温补脾肾+对治疗斑疹等疾患有不少可取的

论述+著作有 0伊尹汤液广为大法130汤液本草130阴证略例13
0医垒元戎130斑疹论130活人节要歌括1#已佚*等,另又收集

李杲医论为 0此事难知1+

!朱震亨"#$(4$’$/54* 元代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字彦

修+金华 #今浙江义乌*人+世居丹溪,故被称作丹溪翁或朱丹

溪+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岁才开始学医+后从师罗

知悌,并受到刘完素3张从正3王好古3李杲等医家著述影响,对

刘完素火热学说有进一步发展,倡导滋阴学说,认为 -阳常有余,
阴常不足.,反对机械搬用 0局方1及当时滥用 0局方1辛燥之品

的弊病,主张保存阴精,勿妄动相火,是滋阴派的代表人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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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其影响甚至及于国外!日本曾成立丹溪

学社"其医德高尚"著作有 #格致余论$%#丹溪心法$%#局方发

挥$%#本草衍义补遗$等"

&李时珍’()*)+,)*-.年/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字东璧!号频

湖"蕲州 (今湖北蕲春/人"其父李言闻系当地名医"李时珍曾

考科举!后弃儒业医!继承家学!更注重研究药物!重视实践!曾

广泛参阅历代医药文献及其他有关文献 +00余种!并亲自上山采

药!深入民间!向广大劳动群众学习!向渔人%药农%农夫%樵

夫%车夫%猎人%工人%铃医等请教"他重视药物的临床作用!经

过亲身服药%临床观察及有关实践!对药物进行研究%比较%分

析!纠正了古代本草书籍中不少关于药物产地%品种%药名及治

疗方面的错误!经过 12年的艰苦实践!著成 #本草纲目$!对药

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阅 3本草纲目4/"他认为药物的

性能可以用人力加以改造!使之符合人们的需要5对服食炼丹等

迷信邪术给予坚决抨击"在自然科学中其他学科如生物学%化学%
矿物学%地质学等方面!李时珍均有一定成就!尤其在生物分类

学方面具有进化论思想!较为突出!是世界公认的古代著名科学

家"还有 #频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著作流传于世!另著有

#五脏图论$%#命门考$等!已佚"

&杨继洲’()*11,)610/ 明代针灸学家"名济时"三衢 (今浙

江衢县/人"世医出身!祖父曾任太医院太医"幼攻举子业!屡

厄 于 有 司!遂 转 而 继 承 家 业"于 嘉 靖 年 间 任 侍 医!隆 庆 二 年

()*6+/任职于圣济殿太医院!任医官至万历年间"精于医理!尤

长于针灸!行医数十载!临证经验丰富!治疗常针药并重"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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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文献!在家传 "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一书基础上!结合个人

临证经验!编成"针灸大成#!较好地总结了明以前的针灸学成就!
在中国针灸发展史上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并对国外针灸学有相

当影响$

%张景岳&’()*+,(*-./ 明代医学家$一名介宾!字会卿!别

号通一子$会稽山阴 ’今浙江绍兴/人$少时随父游历京师 ’今
北京/!拜名医金英 ’梦石/为师!尽得其传$壮年投笔从戎!后

卸 职回京!以医为业$对 "内经#很有研究!用 +.年时间编成

"类经#!以类分门!详加注释!使散漫的理论条理化$创造性地

阐发了阴精阳气说和命门水火阴阳说!认为阴精是生命活动的物

质基础!阳气是生命活动的主导!而真阴真阳又统一于命门!故

命门兼具水火!为十二脏之化源$根据温补学说!完善了温补治

法!被称为温补派人物$还创造了一些著名的方剂!对中药理论

亦有发展$另著有 "类经图翼#0"附翼#0"景岳全书#和 "质疑

录#等$其著述和学说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吴又可&明末医学家$名有性$姑苏洞庭 ’今江苏吴县/人$明

末!河北0江苏0山东0浙江等地瘟疫流行!时医用伤寒法治之

不效!死者无数$经过亲身观察和深入实践!静心推究病源!他

提出瘟疫起于戾气之说!认为戾气 ’或作异气0疠气/从口鼻而

入的传染途径和入内居于膜原的病所$这些认识不但对温病学说

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开现代传染病学之先

河$著有 "温疫论#0"伤寒实录#!后者已佚$又有 "温疫合璧#
一书!为吴氏原著!清人王嘉谟增删补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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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 明末清初文人,画家兼医学家-初字青

竹.后改字 青 主.号 公 之 它,石 道 人,朱 衣 道 人 等-山 西 阳 曲

#今太原+人-少年聪敏善记.性任侠.重义气.提学袁继咸被人

诬害.他联络同学诣阙上书.终使袁冤得伸.从此名扬天下-明

亡后.绝意仕途.隐于医,道-博通经史百家.工诗文书画-博

览医书.以儒家义理用于医学研究-在医理上.注重气血.主张

补攻并用.长于妇内科杂病.并重视民间单方,验方-在医学方

面有著作 /大小诸证方论0,/医学手稿0,/傅青主女科0,/傅青

主男科0和 /傅青主幼科0等-其中 /傅青主女科0,/傅青主男

科0流传颇广.但系后人托名之作-

!叶桂"#$%%’($’*%+ 清代医学家-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

县 #今苏州+人-世医出身.其父在当地以医闻名-自幼继承家

学.并通诗文词赋,经史子集.尤究心于医术.博览医书.并先

后拜师 $&余人.临证经验丰富.诊治疑难杂症有卓越成绩.特别

对温热病有很大贡献-倡卫气营血辨证.又创造性地发展了辨舌,
验齿,观察斑疹和白 的方法.成为温病诊断的要点-在治疗方

面.提出了辛凉解表,甘寒养阴,清热解毒,滋阴救液等方法.创

立了很多方药.为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不惟医道高明.且重视

医 德.对贫苦病人施医赠药-平生很少著述.所 传 /温 热 论0,
/临证指南医案0,/叶案存真0,/未刻本叶氏医案0等书.均由其

弟子或后人所辑-

!赵学敏"#约 $’$1($)&2+ 清代医药学家-字恕轩.号依吉-浙

江钱塘 #今杭州+人-幼读经书.尤嗜好医学.勤于钻研-除在

自家药圃观察栽培药物外.并到各地求访民间医药-参考古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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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关资料!编成 "本草纲目拾遗#!其中收载 "本草纲目#所未

载或载而有缺的药物 $%&种!并对 "本草纲目#的记述有不少纠

正!为中国本草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还非常重视民间方药与

经验!将铃医赵柏云等的医疗经验编成 "串雅#’另著有 "医林集

腋#("养素园传便方#("祝由录验#("囊露集#("本草话#("花
药小名录#("升降秘要#("摄生闲览#("药性元解#("奇药备

考#等书!与 "本草纲目拾遗#和 "串雅#合称 "利济十二种#’
除 "串雅#与 "本草纲目拾遗#外!均佚’

)王清任*+&,-./&.0&1 清代医学家’又名全任!字勋臣’直

隶 +今河北1玉田县人’曾为武庠生!纳粟得千总御!性磊落!精

医术’强调 2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34认为 2著书不明脏腑!岂

不是痴人说梦4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34主张著书立说

必亲治其证!反对脱离实际和徒取虚名’敢于对古典医籍关于人

体脏腑的记述提出质疑!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亲身到义冢和刑

场去观察尸体内脏!虚心向别人请教!并与动物解剖相比较’先

后历时 5%年!终将其所了解到的人体内脏绘成图形!连同其他有

关论述!一并写成 "医林改错#一书!纠正了古代医籍中有关人

体结构和功能的一些错误记载!但限于条件!也有误改之处’在

医理和临床方面强调和重视气血!主张补气与活血逐瘀相结合!自
创许多补气方(逐瘀方’被认为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位具有实践和

独创精神的医家’

)王士雄*+&.6./&.-,1 清代医学家’字孟英!号梦隐!别号

半痴山人’祖籍浙江海宁!迁居钱塘 +今杭州1’曾祖父王学权精

于医学!祖父及父亲皆业医’少年时家贫!当过盐行会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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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暇钻研医书!后以医为业"因正值战乱疫疠流行之年!加之爱

女死于霍乱!遂留心温病!对温病的证治和理论有独到见解和突

出贡献!为有影响的温病学家之一"对当时传入的解剖生理学持

开明态度!对一概拒绝西说!认为中西脏腑不同的谬说持批判态

度"著作有 #温热经纬$%#霍乱论$%#归砚录$%#王氏医案$等"

&朱沛文’清末医学家"字少廉!又字绍溪"广东南海人"出身世

医!自幼随父学医!奋力研读自 #内经$以来多种医书及有关文

献!包括当时传入的西医书!并亲自到西医院看人体解剖"对中

西医有较中肯的见解!认为中西医 (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

从华者!有宜从洋者*!中医 (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但 (信
理 太过!而或涉于虚*)西医 (长于格物!而短 于 穷 理*!但 又

(逐物太过!而或涉于固*"主张汇通中西以临床验证为标准求同

存异!(应通其可通!而并存其互异*"为中西医通派的代表人物

之一"撰有 #华洋脏象约纂$"

&唐宗海’+,-./0,1,-2 清末医学家"字容川"四川彭县人"光

绪己丑 +,--1年2进士"少时因父病而留心医学"清末西医大量

传入中国时!国人反应不一!唐氏提出 (中西汇通*一词!并从

保存发扬中国传统医药的愿望出发!力图证明中医并非不科学!认
为西医长于 (形迹*!中医长于 (气化*!中西医各有短长!主张

(损益乎今古*!(参酌乎中外*!并试图用西医解剖%生理等知识

印证中医理论!为中西汇通派代表人物之一"临床经验丰富!尤

其 在运用活血化瘀方面有独到之处!对后世有相当影响"著有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血证论$%#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

浅注补正$%#本草问答$等书!合称 #中西汇通医书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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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纯"#$%&’($)**+ 清末民国期间医学家,字寿甫,河北

盐山县人,自幼学习四书五经-青年时期开始学医,$)$%年在沈

阳创办中国第一所中医式医院立达中医医院-并任院长,$).%年

定居天津-并办国医函授学校,致力沟通中西医学-认为 /沟通

中西医原非难事0-主张以中医为主体-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
师古而不泥古-参西而不背中-在临证时应用西药加中医复方治

疗疾病,有一定影响-为中西汇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著作

1衷中参西录2流传较广,

!恽铁樵"#$%3%($)*4+ 民国期间医学家,名树钰,江苏武进

人,官吏家庭出身-$)’&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年入商务印书

馆为编译员-次年主编 1小说月报2-译述西方小说-风靡一时,
$)$&年因丧子且自身体弱多病-遂发愤研究医术-就学于医家汪

莲石,$).’年在上海悬壶行医-积极参加批驳当时排斥和消灭中

医的谬论-创办中医函授学校-培养中医人材,对 1内经251伤
寒论2之理十分推崇-同时主张 /医者不当以 1内经2为止0-而

应 /融合新知0-/取西国学理-补助中医0-提出 /新中医0是

/渐与古说相离-不中不西-亦中亦西0-是中西医汇通派代表人

物之一,著述颇丰-有 1药 医学丛书2#包括 1论医集251伤寒

论研究251温病明理251群经见智论251热病学251生理新语25
1脉学发微251病理概论251药 医案2等 ..种+-另有函授医学

讲义 .’种-及讲演集-其中 1群经见智论2为其代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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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著作

!黄帝内经"简称 #内经$%原为 &’卷%其中 (卷名 #素问$)另

外 (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 #九卷$或 #针经$*唐以后被称为

#灵枢$%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时期*在传抄流

布过程中*掺入了秦汉医家补撰的内容%注重整体观念*既强调

人体本身是一整体*又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运用阴阳五

行学说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与治疗)把阴阳的对立统

一看成宇宙间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人体在正

常情况下阴阳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会生病*在某种意

义上*治疗就是调整阴阳*使人体恢复到 ,阴平阳秘-的健康状

态)根据五行的生克关系*认为人体的脏腑器官相互依存*相互

制约*某一脏器的功能太过或不足*会破坏各脏器功能的和谐*从

而产生疾病%重视脏腑经络*分别介绍了心+肝+脾+肺+肾+胆+
胃+大小肠等的不同作用*说明人的呼吸+循环+排泄+生殖+免

疫等功能*无不与五脏六腑有关)对十二经脉的循行走向*络属

脏腑及其所主疾病均有明确记载*对奇经八脉+经穴及针刺方法

亦有所论%强调精神与社会因素对人体及疾病的影响及疾病的预

防*反对迷信鬼神%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标志着中

国医学发展到理论总结阶段%南北朝时期的全元起和隋唐时期的

杨上善+王冰等为 #内经$作注*特别是王冰除作了较详明的注

释外*还将原书次序重加调整*对其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该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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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史有很高地位!后世历代有所成就医家!无不重视此书"
部分内容曾被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亦

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神农本草经%又称 &神农本草’!简称 &本草经’#&本经’"非一

人一时之作!(神农)为其托名"战国及秦汉医药学家通过对药学

资料不断搜集整理!最后成书"原书唐初已佚!其内容辗转保存

于历代本草著作中!现存有明卢复和清过孟起#孙星衍#顾观光

及日本森立之等的辑佚本"分为序例 *或称 (序录)+,卷!本文

-卷"收载药物 -./种!其中植物药 0/0种!动物药 .1种!矿物

药2.种"涉及病证约 ,13多种!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科

疾患"该书根据功用毒性的不同!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这

是中国药学史上最早的药物分类法"书中系统地概述了君#臣#佐#
使!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4叙述了药物的产地#采

集时间#加工制作方法!以及药物的真伪陈新和质量优劣的鉴别4
提出了制剂的法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剂型"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

一部药物学典籍!是东汉及以前医家与民间用药经验的总结!所

收载的大多数药物沿用至今!其功效已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

学研究所证实"书中提出的药物学理论和用药原则大多正确而具

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该书为中国古代的药物学奠定了基础!对后

世药物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为学习中医药的重要参考

书"

$伤寒杂病论%又名 &伤寒卒病论’"张仲景著于汉末"由于战乱!
原著问世后不久即告散失"西晋王叔和对其中伤寒部分和杂病部

分分别整理编成 &伤寒论’和 &金匮玉函要略方’!北 宋孙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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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等校正两书!将后者重新整编!改名为 "金匮要略方论#$简称

"金匮要略#%&此后两书同时流传&书中概括了中医的四诊’八纲’
八法!理法方药齐备!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以六经论伤寒!把

外感发热病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所表现的各种综合症状!作为

辨证论治的基础!又把疾病的发生’发展’传变与整个脏腑经络

联系起来!提出伤寒传变的途径!在证候变化方面有表里寒热虚

实之分!而阴阳则是其总纲(以脏腑 论内科杂病!兼及妇’外疾

病!共记载 )*余种疾病!对其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均有精当

论述(载方 +,-首!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对方剂的

君臣佐使及加减变化已有较高要求!所用剂型已有 .*多种!积累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系统的方剂学理论知识&该书为中国医学

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曾有四五百家对 "伤寒论#进行探索!
留下近千种专著’专论!形成独特的伤寒学派!自唐宋以来!其

影响远及国外&

/脉经0中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晋间王叔和撰&集录晋以前著

作中有关脉学论述编撰而成&确立了寸口诊脉法!分寸’关’尺

三部脉位!分别反应相应脏腑的病变!把脉象归纳为浮’芤’洪’
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
散’缓’迟’结’代’动 +)种!并将切脉时指下感受!作了详尽

而有区别的叙述&收集保存了晋以前有关脉诊的方法’脉象’所

反映的病理变化及临床意义等资料!成为后世脉 诊发展的基础&
五代时高阳生将此书主要内容编为歌诀!题名 "王叔和脉诀#!其

影响甚至超过了 "脉经#&历代刊本很多!.-)-年后商务印书馆’
人民卫生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排印本和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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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甲乙经"原名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 #甲乙经$&皇

甫谧撰于 ’()年%系将 #素问$*#针经$+即 #灵枢$古名,和

#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即 #黄帝明堂经$,三部书分类合编而成%
主要论述脏腑经络*脉诊理论*腧穴部位*针灸法及禁忌*各类

疾病的证候*针灸取穴等%为中国现存最早较完整的针灸专著&书

中保存了 #黄帝内经$和 #黄帝明堂经$的内容%对后世针灸学

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唐代及稍后时期日本*朝鲜等国医

事律令中均列为学医必修教材&现存最早的只有明刻本数种%人

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过校勘本&

!雷公炮炙论"雷"撰&一般认为成书于 (世纪&中国现存最早的

炮制专著&书中总结了成书前的制药经验%保存了很多制药史料%
总结了 -..多种药物的性味*炮炙*修治等理论和方法%计有炮*
炙*煨*炒*制*水飞等 /0种&该书影响很大%后世制药书常以

1雷公2或 1炮炙2命名&原书已佚%其内容散见于 #证类本草$*
#雷公炮炙药性赋解$*#本草纲目$等书中&/)-’年张骥根据文献

重予补辑%出辑本 #雷公炮炙论$&

!诸病源候论"又称 #诸病源候总论$*#巢氏病源$&隋巢元方等

编撰于3/.年&中国现存第一部论述病因和证候学专书&分30门%
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多科病证%列述诸病病源*证候计

/0-)论&记载疾病广泛而详确%除根据传统的医学理论对病源进

行解释外%还根据临床经验%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诸证之末多

附导引法&该书对后世医学发展影响很大%不但唐以后许多医学

著作都直接间接引用了其原文和观点%到宋代更被指定为专业医

生的必读书%定为国家考试医科学生的科目之一&现有多种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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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人民卫生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影印本和南京中医学院所

编的 $诸病源候论校释%&

’新修本草(简称 $唐本草%&唐政府组织医官苏敬等 )*余人在

$本草经集注%基础上编撰而成&在编写过程中除参考古代文献外+
还进行全国性的药物普查+并绘制出药物图形及搜集有关生药,药
材及炮炙等资料&书成于 -."年&分为本文,图,图经三部分&本

文将药物分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

未用等 "类+共收药 /.*种+记述药物性味,主治及用法0图经

部分则是药物的形态,采药及炮炙等内容&书中保存了一些古本

草著作的原文+系统总结了唐以前药物学成就&该书系世界上最

早由国家颁布药典性著作+在世界药物发展史上产生较大影响+先
由唐政府列入学医的必修课目+日本,朝鲜等国后来也都将其作

为学医的法定教材&本文正文均收录于 $证类本草%等书中+图

及图经部分则早已亡佚&近代发现唐人手写的传抄本+主要有日

本仁和寺藏本 1仅存 !*卷+后又补辑 !卷+人民卫生出版社有影

印本2及敦煌出土的两种残卷残片&

’备急千金要方(简称 $千金要方%&唐孙思邈撰于 -.)年&作者

认为人命重于千金+故取 3千金4为书名&内容包括医学伦理学,
本草,制药 ,妇,儿,内,外各科疾病的诊断,预防与主治方药,
食物营养,针灸等+以脏腑,寒热,虚实分类+列证治 )55门+合

方论 .***余首&书中首列之医学总论+提出 3大医精诚4,3大医

习业4+是中国医学伦理学基础0将妇儿科专篇列于总论之后+诸

科之前+显示了作者对妇儿科的重视+其有关论述为中医妇儿科

成为专科奠定了基础&该书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映了自 $内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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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至初唐的医学成就!与 "千金翼方#同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

部临床百科全书!在中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中外翻刻版本 $%余

种&近代中’日两国均多次择善本加以影印&人民卫生出版社先

后于 ()**年’()+,年两次出版影印本&

-千金翼方.孙思邈撰于 /+,年!系作者为补充 "千金要方#而编

集&卷首为 0药录1!辑录药物 +%%余种!详论其性味’主治等!
其中有些是唐以前未收录的新药和外来药物&书中对内’外各科

病证的诊治在 "千金要方#基础上均有增补!并收载了当时医家

秘藏的汉张仲景 "伤寒论#内容!选录 "千金要方#所未载的古

代方剂 ,%%%余首&中国刻印或影印本书近 ,%版次!日本亦有多

种刻印本&

-外台秘要.唐王焘辑成于 2*,年&王焘对医学文献进行大量整理

工作!0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撰者向数千卷1!使前人的理论

研究与治疗方剂全面系统地结合起来&全书共 ((%3门!均先论后

方!载医方 /%%%余首&书中包括各科疾病!对某些传染病!如伤

寒’温病’疟疾’虚劳等证论述尤详!且重视灸法&凡书中引用

书籍都详细注明出处!为中国详注引文出处’卷第最早的文献&唐

以前所佚散的方书!多赖此书存其概略!得以流传!故在保存古

代医学文献方面功效卓著&现存宋代至今版本 ()种&人民卫生出

版社出版过两次影印本&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又称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称 "铜
人经#或 "铜人#&宋王惟一撰&刊于 (%,/年!并刻石立于相国

寺仁济殿内&系在作者创制的针灸铜 人模型基础上编撰的&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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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手足三阴三阳经脉和督任脉的循行!主病及其腧穴部位"参

考各家学说予以订正#附经脉腧穴图#该书总结了北宋以前针灸

俞穴的主要成就"流传甚广"对针灸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

用#$%&%年后有影印本#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 )证类本草*#宋唐慎微撰于元丰五年

+$,-./#经医官艾晟逐条补入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后"
于大观二年 +$$,-/刊行首刻本"称为 )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
称 )大观本草*/#政和六年 +$$$0/"北宋政府指定曹孝忠等重予

校订"改称 )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 )政和本草*/#
绍兴二十九年 +$$1%/"南宋政府组织王继先再次校订 )大观本

草*"并进行增补"则改称 )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

)绍兴本草*/#以后又有多种刊本"书名也有变更"但内容基本相

同#该书在 )嘉#补注神农本草*及 )图经本草*的基础上"又

参考了大量医药文献及文史古籍编撰而成"共收药物 $2&0种"分

为序例!药物各论#序例主要收载前代重要本草著作的序文!凡

例!药物炮炙!药性理论!方剂组成!各种病证常用药物以及药

物配伍宜忌等药物学总论方面的内容#各论将药物分为 $,类"每

种药物均首列其图形"并广泛引用历代文献中有关该药的记载"有
其正名!别名!性味!毒性!药效!主治!产地!生药形态!采

制及有效单方!医案等#该书较系统地总结了北宋以前中国药物

学成就"对北宋至明代的药物学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在国外

也产生了较大影响#$%1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过影印本#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又称 )和剂局方*#宋药局编#宋元丰年间

+$,2-3$,-1/已有和剂局!惠民局之设"专司药物制剂#至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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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药局拟定了制剂规范(称为 )和剂局方*+后

来医官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重新修订+宋南渡后(绍兴十八

年 !""-.’药局改称 /太平惠民局0(因此 )和剂局方*也改称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其后陆续有所增补+现存通行本分诸风,伤

寒,痰饮,诸虚等 "-门(共 1..方(每方之后(详列主治证候(
其中名方很多(诸如至宝丹,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紫雪丹,四

物汤,逍遥散等均出于此书+另外(有的刊本还附有陈师文等撰

的 )图经本草药性总论*和南宋许洪所编 )指南总论*(前者为本

草提要性质著作(而后者专论药物炮炙和修治+该书流传非常广

泛(影响很大(以至在后世产生了泥于 /局方0的流弊+现存有

南宋及此后 "#余种翻刻本("2-2年后有铅印本+

3小儿药证直诀4又称 )小儿药证真诀*,)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宋

钱乙撰(由钱氏门人阎孝忠编集而成+书成于 """2年(在理论上

系统地论述了小儿的生理,病理及治疗特点5生理上 /五脏六腑(
成而未全(全而未壮06病理上 /易虚易实0(/易寒易热06主张

治疗以 /柔润0为原则(强调补泻同时调理(反对 /痛击0,/大
下0和蛮补+书中创制了一些儿科专用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常用+
该书对后世儿科的理论与实践(长时期起了指导作用+"277年人

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过影印本+

3脾胃论4创导脾胃论学说的著作+金李杲撰+约成书于 "$-2年+
书中认为土为万物之母(人以胃气为本(假如胃气本弱(脾胃气

伤(则元气不能充(产生诸病6讨论了脾胃虚实传变,脾胃胜衰,
肺之脾胃虚等(并述君臣佐使法(分经随病制方用药宜禁6叙述

脾胃虚弱所致诸病及处方用药法6并列有李杲自制的补中益气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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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甘温除热法"#该书对后世影响很大$刊行后版本很多$%&’&
年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先后出版过影印本和注释本#

(洗冤集录)又称 *宋提刑洗冤集录+$简称 *洗冤录+#宋宋慈撰#
刊于 %,’-年#书中对尸体现象.窒息.损伤.现场检查.尸体检

查等方面都有较科学的观察和归纳#其主要成就有尸斑的发生与

分布.腐败的表现和影响因素.尸体现象与死后经过时间的关系.
棺内分娩的发现.缢死的绳套分类.缢沟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勒

死的特征及与自缢的鉴别.溺死及外物压塞口鼻死的尸体所见.窒
息性玫瑰齿的发现.骨折的生前死后鉴别.各种刃伤的损伤特征.
生前死后及自杀他杀的鉴别.致命伤的确定.各种死亡情况下的

现场勘验方法等#该书集宋慈以前法医学尸体检验经验之大成$是
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在法医学史上有划时代的

意义#后世法医学著作无不以此为祖本$并有多种译本#近来有

杨奉琨的校译本和贾静涛的校注本#%&/%年美国还出版了英译

本#

(妇人大全良方)又称 *妇人良方大全+$简称 *妇人良方+#宋陈

自明撰于 %,0-年#全书分为 /门$每门首有论著$后附方案$计

,12余论$包括妇科.产科两大部分$其中妇科有调经.众疾.求

嗣0门$产科有胎教.候胎.妊娠.难产.产后 3门$载 %%%/方$
’/例医案#在论治方面涉及妇人在不同生理阶段的各种疾病近

,22余种#该书系统总结了南宋以前妇产科成就$保存了大量已佚

失的中医妇科文献及其他佚书中的有关资料#由于受科学技术水

平及历史时代的局限$书中带有一定封建迷信色彩#现有近 02种

版本$并有朝鲜活字抄本及日本手抄本#近年有校点本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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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撰成于 #$%&年’初刊于 #$()年*系李时珍

在继承明代以前本草学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广泛地向药农+民间

医生+猎人+渔人等劳动人民学习与采访所积累的大量药物知识’
并参考各类著作 &,,余种’经过长期的刻苦实践和钻研’历时数

十年而编成的一部药物学巨著*全书载药 #&(-种’其中植物药

#,(.种’其余为矿物及其他药物’由李时珍新增入的药物就有)%.
种*书中附有药物图 ##,(幅’方剂 ##,(/首’其中约有 &,,,多

首是李氏自已收集或拟定的*每种药物分列释名+集解+正误 +修

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书中不仅考正了过去本草学

中的若干错误’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也提出了相当科学的药

物分类方法’特别是书中将动物药按 0从贱至贵1的顺序’即按

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的顺序排列’记载了动物对生活环

境适应的重要资料’说明李时珍已具备生物进化思想*本书涉及

的内容极为广泛’举凡生物+化学+天文+地理+地质+采矿以

至历史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故也是一部博物学著作*此书曾先后

刻印达数十次’在中国促进了本草学+生物学研究’在世界上也

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现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的节译本或全

译本*其中的一些资料’直接影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形成*#(.(
年后有影印本和校勘排印本*

!针灸大成"又称 2针灸大全3*明杨继洲撰’勒贤校正*刊于 #/,#
年*作者在早年撰写的 2卫生针灸玄机秘要34简称 2玄机秘要3’
已佚5一书基础上’广泛参考了明代以前主要针灸学著作并结合

作者的临床经验编集而成*书中论述了经络+穴位+针灸手法与

适应证等’介绍了应用针灸与药物综合治疗经验’并针灸治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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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与无效的病案!较系统地总结了明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内容

丰富"因而影响较大"有各种版本 #$余种%&’(’年后有排印本发

行%

)外科正宗*明陈实功撰%刊于 &+&,年%该书在总结前代医家经

验的基础上"结合作者 ($余年临床经验编撰而成%全书共分 &#,
篇"内容详明"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外科原委-诊法-治则以及 &#$
多种疾病的病因-证候-治法"并附有作者验案"在外科病的论

证及治疗上均有较大贡献%该书在外科领域内发展了李杲的脾胃

学说"对加速外科病人康复有积极意义%有数种版本流传至今"对

后世外科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年有影印本和排印本出版%

)景岳全书*明张介宾撰于 &+.(年%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理论-诊

疗原则!各家论述评议!传染病!内-外-妇-儿科疾病!本草-
方剂等%介绍了 /$$多种常用药物的性味功能及主治"录载新方-
古方-外科方 .+.(首%择取诸家精要"对辨证论治作了较系统的

分析"阐发作者 0阳非有余"真阴不足1的学说和经验%治法以

温补为主"创制新方 .卷%立论与治法有独到之处"被视为温补

学派的代表作%&’(’年后有影印本发行%

)温疫论*明吴又可撰%书成于 &+(.年%提出温疫之为病"乃天

地间别有一种异气 2又称疠气-戾气3"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
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还就伤寒同温疫的病因-侵入途径-证候-
传变等进行比较和区别"提出温疫先里后表"里通表和的治疗总

原则!创用达原饮-三清饮等方剂予以调治"开后世治温疫一大

法门%该书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对传染病学发展有较高价值"

’’./中 医 学



影响较广!中国的版本很多"日本亦有刊本!#$%$年后有多种铅

印本和评注本!

&傅青主女科’又称 (女科)!后收入 (傅青主男女科)中"其合

刊本名 (傅氏女科全集)!清傅山撰!刊于 #*+,年!该书运用脏

腑学说"阐明女性生理-病理特点及病证临床表现.在诊断上以

肝-脾-肾三脏作为辨证的主要依据.在治疗上强调辨证论治"善

用培补气血-调理脾胃为主的治疗法则.论述简明严谨"方药精

易实用"为后世医家所推崇!刊本较多"流传亦广"#$%$年后有

排印本出版!

&温热论’清叶桂讲授"门人顾景文等据笔记整理而成.(续临证

指南)中称为 (外感温热篇).(温热经纬)中称作 (叶香岩外感

温热病篇).(医门棒喝)则称 (叶天士温热论)!阐明温病发生-
发展规律"归纳为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0.提出温病

发展的卫-气-营-血四个阶段"表示疾病由浅入深的四个层次.
叙述辨舌-验齿-辨斑疹等意义!在温病学说的发展上"起了承

先启后的作用!现有多种刊本!

&古今图书集成1医部全录’简称 (医部全录)!清陈梦雷等编纂!
成书于 #,+2年!是现存规模最大-体例也比较完善的官修医学类

书!原隶 (古今图书集成)的 /博物汇编1艺术典0之下的 /医
部汇考0!辑录自 (内经)到清初的医学文献#+3余种"分类编纂"
包括对古典医籍的注释"各种疾病的辨证论治"医学艺术-记事

和医家传记等!记述较为系统"各科证治有论有方"内容丰富!刊

行后有多种印本"#$%$年后有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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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宗金鉴"吴谦主编#刊于 $%&’年#全书采辑自 (内经)至清

代诸家医书*有 (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金匮要略注)+(四
诊心法要诀)+(运气要诀)+(伤寒心法要诀)及内+外+妇+儿+
眼+针灸+正骨各科心法要诀 $,种#内容丰富*叙述扼要#其中

伤寒+金匮部分除对原文订正注释外*引证了清以前伤寒各家的

论述#各科心法要诀以歌诀的体裁概括疾病诸证的辨证论治*切

于实际*易学易用#清代将此书作为医学教科书#刊本甚多#$-&-
年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先后出版过影印本+排印本#

!幼幼集成"清陈复正编撰#刊于 $%,.年#整理辑录了古代儿科

著作的主要内容#全书论述小儿赋禀+诊法+各种病证 /包括初

生儿疾病+内科杂证和外科疮疡等0的防治*每病除辨证立法外*
并附有正方+验方及外治法等1对指纹的临床意义*惊风和伤寒

痉病+杂病诸搐等证的鉴别治疗+儿科用药*特别是寒凉药的应

用等均有独到见解#流传至今的刊本颇多*有一定国际影响*日

本亦有刊本#$-&-年后有排印本出版#

!本草纲目拾遗"清赵学敏撰#初稿成于$%2,年*初刊于$32&年*
为拾李时珍 (本草纲目)之遗余而作*故以 4拾遗5名书#收录

(本草纲目)所未载药物 %$2种*已载而需要补述的药物 $2$种#
全书内容翔实*尤其是药物的产地+形状+效用+鉴别等记载很

有参考价值*并对 (本草纲目)中的一些错误作了订正#该书原

本尚存*并有刊本多种#$-&-年后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次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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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医汇讲"清唐大烈编辑#系中国最早具有刊物性质的医学著作$
%&’()%*+%年间出版 %%卷$共发表江浙地区 ,+多位医家的文章

%++篇左右#编辑宗旨强调作者撰文须 -发前人所未发.$不宜

-人云亦云.#对有创见的医著$不拘科别/不分门类/不限卷数$
并 -不以年齿次先后$亦不以先后寓轩轾.#对不同学术见解$只

要 -能通一理.$则 -两说并采.#发表的大多为学术理论文章$还

有专题讨论/验方交流/医学常识/考据/书评等$内容丰富#反

映了当时江南一带的医药情况$促进了当地医药学术交流与争鸣#
有刊本多种$%’*(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有排印本出版#

!温病条辨"清吴瑭 0鞠通1撰于 %&’*年#书中以分辨阴阳/水

火的理论为主导思想$采用三焦辨证纲领$以三焦分部来区分温

病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据此归纳病机转变2以条文形式

记述各种温病的病因/病机/证候/治法/方药$并作注解说明$
倡导养阴保液之法$总结出清络/清营/育阴等原则$制定了清

络饮和清营汤等方剂#使温病学说更加完整$更系统化$为医家

所重视$刊行达 3+多次$%’,’年后多次排印#

!医林改错"清王清任撰于%*4+年#作者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数

十年对人体结构进行观察研究$亲自去坟地/刑场观察尸体脏器

后写成#记叙人体脏腑结构$绘成脏腑图$纠正了前人脏腑论述

方面的一些错误2论述半身不遂证治$对血瘀证的治疗有独到之

处$所载活血化瘀诸方$至今仍为临床常用方#但限于条件$书

中对人体结构的记述还存在着主观臆测或不恰当之处#%’,’年后

有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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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证论"清唐宗海撰成于 #$$%年&书中系统论述血证的病因病

机及证治要点’阐发了许多心得’其发明处’多证诸经验’且引

申古义’旁参西法’分门别类清晰’甚便查索&全书首先阐明气

血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为用(另详析各种血证的病机’主

张以调气和气为主要原则’以和法为治血第一良法’调和气血具

体的方法又分为调气)补气两个方面(对出血之证’提出止血)消

瘀)宁血)补血四个大法(论证用药亦颇有独到之处&问世以来’
已翻印十余次&#*%*年后亦多次排印出版&

!医学衷中参西录"又称+衷中参西录,&张锡纯著&初刊于#*#$-
#*.%年&全书结合中西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阐发医理’颇多独到

见解&书中 /医方0以方为目’随方附论’论及 .1种病证’录载

作者经验方 #$2余首’对临床有一定参考价值(专论药物 #12余

种’每有新意&作者在书中虽也力图沟通中)西医学’但限于历

史条件’论述中也有一些片面或牵强之处&#*%*年后有排印本&

.2..中 医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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