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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科医鉴中国儿科医鉴》

内容概要

《中国内科医鉴·中国儿科医鉴(精编增补版)》是《皇汉医学丛书》之一。《皇汉医学丛书》是由陈
存仁先生主编的日本汉方医学经典著作之汇编，1936年初刊。应读者要求，学苑出版社邀请中医古籍
专家钱超尘教授、汉方医学临床专家黄煌教授，联袂将日本汉方医学著作中"临床指导性强、有效率
高"的专著进行重新精编、增补。《中医内科医鉴》设前后两篇，“前篇”概论临床各种证候与治法，
“后篇”所设“原因”、“证候”两项本于现代西医之说，“疗法”参考诸书及自身经验，“备考”
引用学术丰富之诸先辈言论，详细阐述了各种临床内科病证的汉医疗法。《中医儿科医鉴》一书“后
篇”体例，阐述了儿科临床常见病证的汉医疗法。在西医已占主导地位的现实境况里，作者试图会通
中西医学，将西医诊断与汉医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书中几乎不言病机，而是重视方证相对，甚至药
证相对。针对病证，反复推求方药，深入而详尽，乃是承袭古方派学术风格而来，亦似受到了西医的
些许影响。此种研究思路与中国医家大异其趣，西医诊断之后顺接汉医方药，等中药方剂于西药地位
，此间得失功过，值得今日中国中医研究者深思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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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便秘下利下血子宫出血　第四章 小便自利遗尿小便不利淋沥血尿　第五章 口渴咽干口燥　第
六章 咳嗽喘　第七章 胃内停水心下痞　第八章 心悸亢进　第九章 浮肿水肿　第十章 热　第十一章 不
眠谵语狂痫　第十二章 胸痛腹痛　第十三章 腹满后篇 病证各论　第一章 风邪　第二章 气管枝炎　第
三章 气管枝喘息　第四章 肺炎　第五章 肺坏疽　第六章 肺气肿　第七章 肋膜炎　第八章 肺结核　第
九章 心脏瓣膜症　第十章 心囊炎　第十一章 脂肪心脏　第十二章 食道炎及食道狭窄　第十三章 胃加
答儿　第十四章 胃溃疡　第十五章 胃癌　第十六章 胃扩张　第十七章 胃下垂及肠下垂症”　第十八
章 胃紧张力衰弱症　第十九章 胃酸过多症　第二十章 肠加答儿　第二十一章 盲肠炎　第二十二章 肠
叠积症　第二十三章 肠寄生虫病　第二十四章 黄疸　第二十五章 加答儿性胆管炎及胆囊炎　第二十
六章 胆石症　第二十七章 结核性腹膜炎　第二十八章 肠结核　第二十九章 肾脏炎　第三十章 肾脏结
石　第三十一章 肾盂炎　第三十二章 糖尿病　第三十三章 脚气　第三十四章 拔没笃氏病　第三十五
章 神经痛　第三十六章 末梢性神经麻痹　第三十七章 动脉硬化症　第三十八章 脑溢血　第三十九章 
癫痫　第四十章 神经衰弱症　第四十一章 歇斯底里　第四十二章 赤痢　第四十三章 霍乱　第四十四
章 肠窒扶斯中国儿科医鉴　第一章 麻疹　第二章 猩红热　第三章 百日咳　第四章 窒扶的里　第五章 
流行性耳下腺炎　第六章 哈伊耨梅琴氏病　第七章 小儿赤痢（附：疫痢）　第八章 佝偻病　第九章 
夜惊症（附：夜啼症）　第十章 脑膜炎　第十一章 夜尿症　第十二章 腺病（附：腺病质、肺门淋巴
腺结核）疑难名词简明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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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篇　证候与治法概论　　第一章　头痛眩晕耳鸣　　头痛　　当患者诉头痛之际，应考其头痛
起于何病，阳证之头痛乎？阴证之头痛乎？抑为虚证之头痛乎？实证之头痛乎？探求病源，实为汉医
最要之事。同一风邪之头痛也，在甲则鼻塞，微恶寒，有热，无汗，脉浮紧；乙则鼻涕交流，恶寒强
，体温不升，脉沉而弱。甲病阳证，乙病阴证，处方自异，故甲宜麻黄汤，乙宜麻黄附子细辛汤。同
一胃病之头痛也，而胃内停滞之水毒虽同，而丙则脉浮数、口渴、小便不利、舌苔白而干燥，时欲饮
水，饮则屡屡吐出；丁则脉浮数，口不渴，舌苔无，屡屡吐水。丙阳证也，丁阴证也，前者宜五苓散
，后者宜吴茱萸汤。又，同一子宫病之头痛也，戊则脉沉实，大便有秘结之倾向，颜面充血，时时眩
晕，月经不顺，左腹下疼痛，按其腹部，觉全部有充实之感，以指触于左臂骨窝之部，有过敏之索条
物；己则脉虚软，大便每日一次至两次，眩晕，耳鸣，肩凝，月经不顺，一月中有两次，下腹疼痛，
腹部全部软弱，腰脚易冷。戊所患者为阳实证，己所患者为阴虚证，前者以桃核承气汤主治药，后者
以当归芍药散治之。　　易起头痛之疾患，就现代医学之见地，多起于发热、肾脏炎、动脉硬化症、
绿内障、脑肿疡、霉毒、外伤、硬结头痛、副鼻腔疾患、耳之慢性化脓、便秘、循环障碍、子宫疾患
等。余今大别分为四类：一日外邪之头痛，流行性感冒、肠窒扶斯等头痛属之，痛时多兼发热；二日
痰饮之头痛，水毒停滞于胃肠之内，上冲而起之头痛也；三日血症性头痛，月经不顺或血液循环受障
碍而起者也；四日食毒性之头痛，便秘或消化不良，食毒停滞于胃肠之内，头中受刺激而起之痛也。
四者之中，更分阴阳虚实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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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有用.
2、使用中医的导向书。。
3、这个系列的书都非常不错，日本研究我们中医非常深入，我们自己得加油了。
4、书好，送货也快，赞
5、非常好的一本书，可以借鉴一下的
6、朋友介绍的，还没看呢，应当不错
7、买的太多了，还没看
8、虽然是日本人写的，但是写的真的不错，值得一看。我是做为课外书看的，
9、内容分析得不够具体不够深入
10、这个汉方医学系列的书都值得收藏
11、是原来老版的“中国内科医鉴”和“中国儿科医鉴”合一的。
12、很实用，要认真学习。
13、中国内科医鉴中国儿科医鉴，汉方好书
14、中国内科医鉴中国儿科医鉴
15、看了第一章就感觉很好，对于在熟悉条文的我来说，从症状入手，虚实寒热、瘀血、食积等等对
应的方剂的鉴别是要把条文弄熟的关键所在。
日医的书少有冗长的理论，细致处见功夫。此书上篇为大冢敬节著，汤本求真阅，灼见不少...
可与其他矢数道明、鲇川静和龙野一雄的书互参。
16、买了，但还没来得及看呢
17、见识到了日本人对经方的应用自如以及贡献
18、内容切合临床使用
19、内容很有借鉴意义，如果有一定的基础看了帮助很大，要对伤寒、金匮很了解，至少作者是这样
的，用了很多现代西方医学的名词来帮助读者了解用药也是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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