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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仲墨医学论文集》

内容概要

《谢仲墨医学论文集》收集谢仲墨先生1949年以前发表在各类中医期刊的文章，约七十余种，上百篇
。
谢先生的论文考据研究者居多、连载者居多，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论文有“国药的历史观与改进论”
，这是近现代较早地系统探讨本草历史的学术性文章，对建国后的本草学研究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另一篇是“中医伪书考”，从春秋战国时的《黄帝内经》始，到清末的诸家医书，对100余部长期流传
于世的中医古籍进行了辨伪，且在辨伪的过程中有非常精僻的论述，指出“伪书非辨不可，但其假中
常有真宝贝”。另“瘟疫研究”、“温病论衡”等文章，也均对今天的相关课题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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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内容提要医家生平研究性论文1.中医往何处去2.古代医学与宗教之关系考3.古代医学与宗教之关系考（
续）4.病机气宜保命集5.神农本草经疾病之分析6.雷公炮炙论7.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8.国药之历史观
与改进论（初续）9.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二）10.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三）11.国药之历史
观与改进论（续四）12.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五）13.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六）14.国药之
历史观及改进论（续七）15.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八）16.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九）17.国
药之历史观及改进论（续十）18.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十一）19.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十二
）20.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十三）21.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十四）22.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
论（续十五）23.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十六）24.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十七）25.国药之历
史观与改进论（续十八）26.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十九）27.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二十
）28.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廿一）29.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二十一）30.国药之历史观与改
进论（续二十二）31.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廿五）32.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廿五）33.国药
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廿六）34.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二十七）35.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二
十八）36.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二十八）37.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二十九）38.国药之历史
观与改进论（续三十）39.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三十一）40.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续三十二
）41.帐中遗稿考42.中国历代医学伪书考43.中医伪书考44.中医伪书考（续一）45.中医伪书考（续二
）46.中医伪书考（续三）47.中医伪书考（续四）48.内经中关于血液之学说49.徐灵胎评传50.徐灵胎评
传（续一）51.徐灵胎评传（续二）52.徐灵胎评传（续完）53.陈修园54.陈修园（续）55.札记一则——
犹太之贵显人物临床性论文56.腹诊57.温病论衡（续）58.温病论衡（续）59.温病论衡（续）60.温病论
衡（续）61.温病论衡（续）62.温病论衡（续）63.叶天士临证指南64.瘟疫研究（一）65.瘟疫研究（二
）66.痞病诊疗法之检阅67.传染病文献之搜集（一）68.传染病文献之搜集（二）69.药物偶识（大麦芽
）70.关于药物（一）71.关于药物（二）72.关于方剂（一）73.关于方剂（二）其他论文74.珍本医书集
成序75.增纂国药新辞典序76.发刊词77.中医浅说之批评78.吴敬伯问79.读四库提要医家类札记80.读颅囟
经札记81.医家座右铭82.上中央国医馆学术委员会书83.读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五院长论国医馆书
”以后84.药性本草作者之逸事85.风满楼医话86.对于国医馆的欢呼和讴歌87.传染病及消毒法纲要88.读
书随笔89.读书随笔（续一）90.读书随笔（续二）91.读书随笔（续三）92.读书随笔（续四）93.读书随
笔（续五）94.读书随笔（续六）95.读书随笔（续七）96.读书随笔（续八）97.读书随笔（续九）98.读
书随笔（续十）论文选编索引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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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仲墨医学论文集》

编辑推荐

　　《谢仲墨医学论文集》收集谢仲墨先生1949年以前发表在各类中医期刊的文章，约七十余种，上
百篇。 谢先生的论文考据研究者居多、连载者居多，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论文有“国药的历史观与改
进论”，这是近现代较早地系统探讨本草历史的学术性文章，对建国后的本草学研究有很重要的借鉴
作用。另一篇是“中医伪书考”，从春秋战国时的《黄帝内经》始，到清末的诸家医书，对100余部长
期流传于世的中医古籍进行了辨伪，且在辨伪的过程中有非常精僻的论述，指出“伪书非辨不可，但
其假中常有真宝贝”。另“瘟疫研究”、“温病论衡”等文章，也均对今天的相关课题研究具有重要
借鉴作用。本书由王咪咪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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