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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大典》是运用我国历代汉文古籍编纂的一部大型工具书。其目的是为学术界及愿意了解中国古
代珍贵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准确详实、便于检索的汉文古籍分类资料。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几
千年来纂写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国历代都有编纂类书的优良传统，具有代表性的《永乐大
典》等大多已佚失，现存《古今图书集成》编就距今也已数百年。为了适应今天和以后研究和检索的
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专家学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议，在已有类书的基础上，用现代
科学方法编纂一部新的类书《中华大典》。国务院在关于编纂《中华大典》问题的批覆中指出，编纂
《中华大典》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本书所收汉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约
三万种，达七亿多字，分为二十四个典，近百个分典，内容广博，规模宏大，前所未有。《中华大典
》的编纂工作坚持科翠态度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尽量采用古精校精刻本，优先采用我国建国
后文献学和考古学的优秀成果。对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学派的数据，兼收并蓄。运用现代图书分类
的方法，对搜集到的资料，精选、精编，力求便于检索、准确可信。这项工作从开始起就受到中共中
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分别为《中华大典》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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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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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医学通论总部》提要医学通论总部　题解　著录医道通论部　论说医德医业通论部　论说医学源流
通论部　论说医易通论部　论说医治通论部　论说病家与医通论部　论说引用书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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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半夏、生姜之辛温，以燥饮散寒，则阳得以布，气得以调，而胸际始旷也，其用橘皮、吴
茱萸，及加竹茹、人参，皆此例也。喻嘉雷日按胸痹之证，人所通患《金匮》出十方论治，然未明言
其故。尽胸中如太空，其阳气所过，如离照当空，旷然无外，设地气一上，则窒塞有加，故知胸痹者
，阳氯不用，险气在上之候也。然有微甚不同，微者但通其上焦不足之阳，甚者必驱其下焦厥逆之气
。通胸中之阳，以薤白、白酒，或栝萋、半夏、桂枝、枳寅、厚朴、乾萱、白术、人参、甘草、茯苓
、杏仁、橘皮，择用封证三四味，即成一方，不但苦寒不入，即清凉尽屏，蓋以阳通踢，阴分之檠，
所以不得预也。甚者，则用附子、乌头、蜀椒大辛熟，以驱下焦之险，而後上焦之阳，楠天浴日，在
医之手眼，奈何後世总不知胸痹为何病耳。 《医学真傅·心腹痛》心腹痛者，上心下腹，相引而痛。
痛之名虽同，而所痛之部不同，如堪舆移步换形叠一中不可不傈分缕晰者也。心属君主而藏神，不可
以痛。今云心痛，乃心包之络不能旁通于脈，则痛也。心脈之上，则为胸膈；雨乳之间，则为膺胸。
胸膈痛，乃上焦失职，不能如露之溉，则胸痹而痛。薤白、婪仁、茜草、贝母，豆蔻之檠，可开胸痹
以止痛。膺胸痛者，乃肝血内虚，气不充于期阴，致街任之血不能徒膺胸而散，则痛。当归、白芍、
红花、银花、续断、木通之檠，可和气血而止痛。 《症因服治·胸痛论》秦子日：胸舆膈，肺之分野
，膈痛胸痛之症也。但胸痛止在中间，膈痛则连雨腋，故歧骨之上作痛，乃为胸痛；若痛在胸之下，
即名胃痛。若胸中满塞而不痛，又名胸痞；若胸中满塞，水毂全不能下，又名胸痹，皆非胸痛也。或
痛久不散，每夜寒熟，按之愈痛，视之有形，此又是内瘫之症，而非胸痛矣。 外感胸痛 外感胸痛之
症：初起表邪未散，下早闷痛，此伤寒结胸症也。胸痛服满，咳嗽气逆，不能仰卧，此六淫之邪，伤
尽肺楹，方言所谓肺服胸痛也。若胸痛寒熟，咳吐腥岁，又是肺癃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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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医学分典(内科总部)(套装共3册)》由巴蜀书社出版。

Page 6



《中华大典（全三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