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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药新觉(增订本)》内容简介：医药必须科学化者，岂趋时故作高论哉？盖循学术之原则，依进化
之顺序，非如此不足以明医药之真理，而获得改良进步之实效也。虽然，科学之义，至谨至严，征之
客观，按之事实，必有真确之证据，统于一贯之理解，非可漫然者也。抑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又必
切乎中庸之道。况以求真理为目的，更不容有人事之私见存于其间也。
今之以科学整理国医药者，说亦众矣！取而观之：能不向壁架空，冥行默索者几何人？能不标异鸣高
，诡辩求胜者几何人？能不见深畛域，党伐相尚者几何人？其有瑜瑕互见，新旧兼收者，虽视前稍进
；然揆之科学之真谛，亦岂有当哉！况说之当否犹空言也，尚须进夫实际之工作，庶其有成。若说而
不当，则知且不知，何有于行。遵此而欲国医药之科学化，岂非北辙而南辕者乎。
吾友郭若定君，独能力矫此失，以坚卓之志，著《汉药新觉》一书，其词明，其旨约，其叙述药效也
，照事直书，靡不切乎生理病理之正轨。纯从经验以阐明中药科学之原理；分门别类，而示后学以津
涯，一扫从前虚幻夸张之瞽说。夫繁者简之，晦者显之，从原理原则而阐明之，非即科学整理之道欤
！例如麻黄柴胡银花石膏等之为解热剂也，前人视为冬寒春温之要药，又分三阳辨治，三焦异用，斯
既玄之又玄，而复难之又难。今从是书而知概为解热之用，则玄者不玄，难者不难，如拨云雾而见青
天，所贵科学整理者此耳。故是书之成，不独开中药治疗之纪元，尤足供中药实验之先路。发扬国粹
，昌明医学，厥功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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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 健胃药　第二篇 清凉药　第三篇 祛痰药第四篇 通下药第五篇 催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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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药物之理学的性质　　药物之理学的性质，与其作用大有关系。其吸收最迅、作用亦速而强
者，多属气体及有挥发性易成蒸气之药物，如“以脱”、“嚼哕仿谟”之类是也。次之则为液体及固
形物之作为溶液者，如“酒精”、“抱水克罗拉耳”之类是。若固体之物，不易溶化者，其作用最迟
，如“甘汞”、“硫黄”等是也。　　吸收迅速者，其药力同时并举以作用于生体，故虽用少量，其
结果与用大量者同，有突起危险现象者。大凡吸收速者，奏效亦捷，而其消失亦早；吸收迟者，奏效
亦迟，而药力之持续亦久。　　固体之药物，易溶于水者，吸收速而作用亦强；不溶于水，能溶于脂
肪油者，遇上皮细膜、皮膜及构成细胞间质之类脂肪，能溶解之，故亦易吸收入血，“斯尔仿那耳”
是也。但人体之中，除水以外，又有含蛋白、脂肪、盐类、消化酵素、细菌等之液，凡水及油脂所难
溶之物，有遇之而溶解者，如“硫黄”、“铁粉”是也。况药物入胃肠之中，不特受种种化学的变化
；而黏膜之上皮细胞，又有特异之选择的吸收作用，故不可仅以水及脂油之可溶与否，为吸收难易之
标准。然就其大要言之，即以水与脂油之溶否，以定药物吸收之迟速，而推其作用之徐疾强弱，亦无
大过。若全不可溶解之物质，则与砂砾无异，惟有器械的作用而已，毫无药理之意义也。五、药物之
用处欲药物之呈局部作用，当用之于局部，此谓之局部应用。如皮肤各处、黏膜、脑脊髓硬膜腔，皆
局部适用之处也。然往往有从所用之处吸收入血，而起全体作用者。　　欲药物起吸收作用，须令药
物被吸收入于血中。药物之吸收，多由血管，而淋巴管亦有几分吸收机能。　　应用药物，使之吸收
之部分，如下之所述：　　（一）消化器内应用　　寻常服药之法，大抵自口腔而输入于消化器中，
此谓之胃内应用。此种用法，乃因生物摄取食物之自然通路，用以摄取药物，故病人无不惯不快之感
，乃此法之优点也。然消化器为摄取营养物之作用，而以摄取药物，不无短处：1.消化器之构造，适
于徐徐吸收多量之物质，不能使少量物质，迅速吸收。故使用少量之药物，欲其迅速吸收，则消化器
内应用之法，殊不适宜；且胃之吸收作用极少，必至肠中，始能吸收于体中也。2.胃中充满食物之际
，则内服之药，移行人肠之速度极迟，而药力之奏效，因之不确实。欲避此弊，须于胃中空虚之时服
之。惟刺激性强大之药物，则宜于胃中充满之际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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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脊处有破损，但不影响阅读。这种事情是第一次出现，不想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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