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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骨伤科文献研究》内容简介：骨伤科文献学是研究中医骨伤科的学术源流、成书背景、作者生平、
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及版本等的一门学科。本教材旨在提高学生的中医骨伤理论水平，培养学生阅
读骨伤古文献的能力，并在考辨文献源流及骨伤各流派的特点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本教材选取
了中医骨伤的部分重要文献，按文献的年代顺序进行排列，分为中医骨伤科专著、中医专著中的骨伤
科文献、骨伤科流派文献、骨伤科医案医话、中医骨伤病症及其他文献五个部分，并对日本《正骨范
》亦作了介绍。
本教材的读者对象为骨伤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可作为从事骨伤专业医疗、教学、科研的医师
、教师及其他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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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伤科汇纂》医案研究
第五章　中医骨伤病症及其他文献研究
　第一节　中医脱臼文献研究
　第二节　中医骨肿瘤文献研究
　第三节　“导引”疗法文献研究
第六章　日本《正骨范》整骨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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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五论图》皆发展完善其学说，因此伤科子午流注于明清形成。随着人体科学发展，
现代时间生物医学的兴盛，针灸经络实质研究的进展，神秘不可测的伤科子午流注将会逐渐被认识并
得到发掘。（5）“易理”伤科学说：《周易》是中国先秦时代传下来的一部经典，分《易经》、《
易传》两部分。《周易》的哲理、数理等称为“易理”，其运用无穷。明清时期有僧医精《周易》，
把“易理”运用于伤科，产生易理伤科学说。天地相通，天人感应，少林秘传，四季打伤。《易》认
为天地人“三才”关系密切：天地交而万物通（《泰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
其明，其四时合其序（《乾卦》）。《少林伤科秘方》、《五论图》认为四季打伤有关系：春伤肝必
凶，夏伤心必凶，秋伤肺必凶、冬伤肾必凶（《少林伤科秘方》）；春伤肝不治，至秋戒邪人里，金
克木而死，秋伤肺不治，至夏戒邪入里，火克金而死，冬伤肾不治，至四时邪人里，土克水而死（《
五论图》）。福建南少林寺还秘传“四季12时气血循环穴位点打术”（《少林秘传打穴术》），因此
临床有按四时打伤应用主药和四时打伤及破伤风各方传于世。伤科八卦结构体系。八卦是《易经》主
要内容。《易·系辞》日：“古者庖羲氏之王天T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
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组合规律及衍化规律普遍存在于宇宙物
质结构之中。人体八卦结构：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易·说卦》）。这是以卦爻的阴阳虚实动静而拟肢体器官的功能和状态。《少林铜人薄秘方》记
载了“先天八卦部位应方诀”、“先天八卦合脏腑诀”和“后天八卦应方诀”，介绍了八卦与人体部
位，脏腑相应关系及其损伤的特殊方药，林氏《伤科八卦》按人体分为两仪、四象、八卦部位辨内伤
论治，把患者所损伤的八卦部穴和受伤时辰结合处方用药，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八卦伤科电脑诊疗系
统的启迪。根据八卦伤科的原理及临床，福建中医学院与福建计算机中心共同研制了“八卦伤科电脑
诊疗系统”，整理、继承老中医伤科经验，运用于教学和临床。计算机辅导伤科教学和临床将会有新
的进展。3.佛家伤科诊治特色佛家伤科在近两千多年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善于特殊
望诊辨伤，精于手法、药物治疗。（1）诊断辨伤特点：佛家伤科以武场、战场受伤居多，由于历史
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做仪器、实验方面的检查，多凭直观方法推理判定，因比精于望诊，重在
辨生死。长期以来，对诊断穴道、部位、经络、脏腑伤的程度和辨伤的生死形成一套规律：“四望”
诊内伤，“四辨”知生死（凶吉）。1）“四望”诊内伤：《少林真传伤科秘方·验症吉凶》较详细
介绍四望诊伤方法，即望眼、甲（爪）、脚底、阳物。四望中，以望眼、甲（爪）较有临床意义。望
眼诊伤法：最早文献见于《跌损妙方》，是伤科诊科一创新，其后在佛家伤科和民间武术伤科应用。
现代微循环学说的发展，已证明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张、王氏编著《伤科内伤诊治法》去粗存精，
提出“报伤点”诊伤法。望眼诊伤法是以中医五脏与眼的关系为理论依据，以眼科五轮八廓为指导。
临床还可以通过观察报伤点的变化来判定治疗的效果。望甲（爪）诊伤法：其是以中医脏腑学说中肝
与爪的关系和损伤iLfrr必归于肝的从肝论论治理论为依据。其方法与现代“毛细血管充盈时间”测定
相似，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又有一定的临床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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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骨伤科文献研究》为高等中医院校骨伤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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