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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各家学说》

前言

　　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参考丛书自出版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20年期间，曾在台湾地区合作
出版，其中有的品种先后多次印刷，有的被选为研究生辅助教材，对提高中医教学水平与促进中医学
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发挥这套丛书的优势和特色，为r适应新世纪中医药教学
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在充分吸收和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保持原来的系统性、完整性、稳定性、权
威性、代表性、实用性的特点，吸收各版教材的合理成分，组织全国各学科带头人以及富有丰富教学
经验的知名教授，根据各学科的组织工作和学术发展状况，对这套丛书进行了第2版的修汀工作。在
修订中既考虑教学的需要，又考虑临床实际的需要；既精选古代医家有代表性的精辟宏论，又汲取现
代研究的新进展新成果。各书在框架结构的设置上，保持原有架构的合理部分，进行了适当调整．使
之更加科学、合理、完整。编写中力求突出重点、难点、疑点，博采众说，阐发己见，对其源流、形
成、沿革、发展溯本求源，对今后的研究发展方向给以展望，旨在为从事中医药教学、科研、临床中
高级以上人员提供一系统、全面、完整、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参考用书。　　全套丛书共分为19册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医古文》《中药学》《方剂学》《中国医学史》《内经》《伤
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
中医儿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针灸学》《中医推拿学》　　本书出版至今已20
年了，其中有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已经故去，他们为本书的编写付出的艰辛的劳动，对中医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贡献，值此再版之际谨致谢忱！　　由于中医教育与中医学术不断向前发展，有许多新的课题
尚待研究和解决，因此，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清给以批评指正。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年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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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各家学说》

内容概要

《中医各家学说》是反映历代中医学成就、研究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阐述有影响有代表性医
学家的学说及其临床经验的一门学科。为适应当前中医各家学说的教学需要，具备一定深度和广度的
教学参考书。
《中医各家学说》依据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我们多年来的教学和临床体会，由原统编教材编委集体
组织编写了《中医各家学说(第2版)》。全书分总论和各论。总论部分概述了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学术争鸣在祖国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各论阐述了伤寒学派、河问学派、易水学派、攻邪学派、丹溪学派、温补学派、温病学派及其他著名
医家54位，每一医家分列生平简介、著作提要、学术成就、学术评议、医案选析、文献资料、原著选
录诸项。对每一学派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概述之后，分别予以介绍有关医家，后附以结语，进行归纳
总结、比较分析。并对教材中收选的医家设复习思考题，为使学生能从中得到启发，还附有思考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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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各家学说》

书籍目录

总论一、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二、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三、学术争鸣在祖国医学发展中的
作用各论一、伤寒学派（一）概说（二）庞安时（三）成无已（四）许叔微（五）朱肱（六）方有执
（七）柯琴（八）尤怡（九）陈念祖（十) 结语二、河间学派（一）概说（二）刘完素（三）河问门
人及私淑者三、易水学派（一）概说（二）张元素（三）李杲（四）王好古（五）罗天益（六）结语
四、攻邪学派（一）概说（二）张从正五、丹溪学派（一）概说（二）朱震亨（三）王履（四）王纶
（五）戴思恭（六）结语六、温补学派（一）概说（二）汪机（三）薛己（四）孙一奎（五）赵献可
（六）张介宾（七）李中梓（八）结语七、温病学派（一）概说（二）吴有性（三）余霖（四）叶桂
（五）薛雪（六）吴瑭(七）王士雄（八）结语八、其他著名医家（一）皇甫谧（二）孙思邈（三）王
冰（四）钱乙（五）陈自明（六）韩矛（七）周慎斋（八）缪希雍（九）陈实功(十）绮石（十一）喻
昌（十二）张志聪（十三）张璐（十四）徐大椿（十五）王清任（十六）王泰林（十七）费伯雄（十
八）吴师机（十九）陆懋修（二十）张锡纯（二十一）唐宗海（二十二）张寿颐（二十三）恽树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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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各家学说》

章节摘录

　　各论　　一、伤寒学派　　（一）概说　　伤寒学派，是以研究或阐发张仲景《伤寒论》的辨证
论治、理法方药为主要课题的众多医家形成的一大医学流派。迄今为止，这个学派的伤寒著作有千余
种，七百余家之多，在中医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古代研究伤寒病的医家很多，王焘《外台
秘要》就汇集了唐代以前21家的经验，共305条。其中最有成就的凡八大家：张仲景、王叔和、华佗、
陈廪丘、范汪、《小品》、《千金》、《经心录》。《外台秘要》中只记载了仲景之论50条，说明王
焘似乎没有看到《伤寒论》全本。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九·伤寒上》中感叹：“江南诸师秘仲景
要方不传”。说明仲景《伤寒论》在当时流传不广，尚未形成一个学派。　　但是，仲景《伤寒论》
，经晋·太医令王叔和整理，宋臣林亿等校刊，毕竟流传下来，而其他诸家则没有专书流传，所以公
认伤寒学说是仲景创立和完成的。不过，作为一个学派而存在，那又是宋代以后的事情了。　　伤寒
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历久不衰的原因有二：一是《伤寒论》这部书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
值；二是历代医家不断地充实与发展。　　《伤寒论》的学术渊源与成书过程，仲景在其自序中讲得
清楚：“乃勤求古训”就是继承；“博采众方”就是发扬；“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
、胎录药录”是撰用而不是全盘照搬，就是继承与发扬了古医经家一切良好的医学思想与理论，以及
古经方家的有效治法与方药；“并凭脉辨证”就是通过自己的实践观察而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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