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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冕堂医学精粹》

内容概要

《近代辽宁名医遗珍丛书:刘冕堂医学精粹》主要内容简介：刘冕堂为近代沈阳四大名医之一、杰出的
中医教育家，“沈阳中医，半出其门”。《近代辽宁名医遗珍丛书:刘冕堂医学精粹》根据其遗留的大
量著作、手稿和笔记等，分门别类归纳而成，详细介绍和整理了其生平业绩和学术精粹。其中伤寒指
要系其毕生研究伤寒的成果，颇多独到之处。医论精选多系其辑录的名篇名论，十分精辟，显示了刘
冕堂作为一代名医、学者的学识水平和精邃目光。百草汇解辑录了其对常用百种中药的解读。良方集
萃则选录了刘冕堂自制和收集的济世良方40首。书中选登了有关资料图片18幅，颇具史料价值。《近
代辽宁名医遗珍丛书:刘冕堂医学精粹》对钻研中医理论、弘扬刘冕堂的学术精粹无疑具有较高价值，
适于中西医专业人员和中医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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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冕堂医学精粹》

作者简介

张存悌，1947年生。1982年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曾任该校第三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内科主任。曾
在美国行医，治病治学两栖而乐。擅用经方治疗疑难杂病，患者多有口碑。现已著书15部，包括《欣
赏中医》、《品读名医》、《汤头歌诀应用新解》等。近年研究火神派，著有《中医火神派探讨》、
《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两书，是为最早系统研究火神派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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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刘冕堂一生最重要的业绩是献身于中医教育，培养了众多的中医人才。清朝末年，沈阳没有
一所中医学校，中医教育的方式主要是学徒、家传或自学，培养出来的中医质量参差不齐，数量也少
，时贤称“奉省（辽宁）良医之少”。鸦片战争以后，西医学逐渐在沈阳兴起，先后兴办了两所西医
学校，培养人才。“近鉴泰西列强储医有设学栽培之策。果能遵而师之，庶可造良医”（《医会讲义
十门·序》）。1912年，正在自家开设私塾的刘冕堂认识到中医教育落后的现状，“民国纪元，改授
医书，预储良好医材”，他毅然终止私塾馆，创办“燠休中医学社”（燠休，抚慰病痛的意思），培
养中医力量，常年招收学生二三十人。他本人担任主讲，还聘请其他名医来讲课。课程设置一般是从
中医四小经典开始，继以《医宗金鉴》各科心法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涉猎中医四大经典。从1912年
到1933年陆续培养出一批批中医人才。1934年日伪当局欲取消中医，停止中医考试，研习中医已无出
路，刘冕堂无奈关闭了燠休中医学社。此间，燠休中医学社成为民国年间办学最早、时间最长的私立
中医学校。对沈阳医史颇有研究的原辽宁中医学院教授彭静山曾撰文称：“沈阳中医，半出其门”—
—沈阳的中医，有一半出自刘冕堂的门下，可见影响之大，时隔一个世纪，《华商晨报》2010年7月30
日在《回望东北中医》专栏中以“刘冕堂——沈阳中医，半出其门”为题，介绍刘冕堂的业绩（见
图2）。刘冕堂授课理路清晰，讲授扼要，对疑难病症处方遣药有独到之处，很为学生所敬佩，颇具
儒者风范，被尊称为“冕翁”。燠休中医学社不仅培养人才的数量多，质量也高，后来成为沈阳名医
的马二琴、雍伯平、赵子敬、杨荫清、胡炳文、柏广信、姜宗齐、沈宝和、隆乐天、韩治远、赵德溥
、姬希圣、刘绍勋等均出其门下。

Page 5



《刘冕堂医学精粹》

编辑推荐

《近代辽宁名医遗珍丛书:刘冕堂医学精粹》编辑推荐：近代沈阳，四大名医。沈阳中医，半出其门。
擅岐黄术，具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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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冕堂医学精粹》

精彩短评

1、特别是伤寒指要和30首方剂，太好了
2、伤寒指要不错，其医论居然有秦伯未的，他可是晚辈哦，显然是张存悌自己摘取秦老的，心地不
纯，做不到心中无尘。
3、内容琐碎,不连贯,跟医学笔记差不多,给人有东拼西凑的感觉,还是慎买为好,仅供参考~~~~~~~~~~~
4、作者有那么多刘老的资料,应该整理更多的干货出来,可惜了
5、古近代流传较广的经典医书已经买齐绝大部分，后果就是看书柜沾沾自喜的时候更多，集中精力
读完一本好书的时候更少了。藏书成癖，忍不住又买了些新近出版的近现代中医书。其中平庸者占大
多数，立意新奇有待验证者亦有之，挂上某些牛人大名同时简介超牛x但内容滥竽充数甚至谬误百出
者也不少。真让我颇为感叹：难道中国的学术风气已到了如此可悲之地步？比如《何任临床医学丛书
》、《颜德馨临床医学丛书》，动则五本八本数百万字洋洋之作，定价昂贵纸张粗劣不说，翻起来发
挥漫无边际啰嗦冗繁，干货却是极少，真不知道作者究竟得了大师几分真传。这几天买的《名医遗珍
系列.江苏专辑》中的几本，总的来说内容中规中矩，有些是颇有大家气派的。但是对其中一本原应成
为经典的《吴门曹氏三代医验集评按》非常不满。不满的原因，起于我认为非常多余的“评按”二字
。转引我在亚马逊发表的评论如下：“吴门曹氏高人辈出，其高风亮节值得缅怀追思，其学术内涵值
得深入探究。但是其评按水平令我颇有微词。有些是多此一举，有些是画蛇添足，有些就是功力不到
强为评而评。虽然加入评按颇适合初学者，但若学力不足经验未到或未曾深入体研则极易生言多失必
多之弊，这也是古代大医少有点评他人医案之故。举第一例风温寒热往来咳嗽鼻衄之症为例，该患者
可能为素体阴虚外合风温犯肺，治当祛风清热兼以滋阴通络凉血。虽有连日鼻衄，乃...热郁肺络，肺
窍代之受过，病仍在卫气之分。苔少亦非动血故，应乃素体阴虚而已（病程似不长，已有苔少，热盛
伤阴应还有其它见证）。若入营动血，其它心烦神昏斑疹身热夜甚等证缘何一字未见？方中杏仁明显
乃宣肺以透热兼止咳之用，通草亦为清热通络解郁而设。评按解说为杏仁宣肺气通调水道配通草使邪
从下分消，应叶天士“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之旨。粗看妙不可言
，细思则乃不识愁偏强说愁耳。细观全篇，可有一字与湿有关？其它评按，亦颇多值得商榷处，不一
而足。如此经典医案，得如此不用心之评按，真让我辈中医人可感可叹！”此等感叹，无非为画蛇添
足暴殄天物之叹。还有另外一种奇葩，真可令我辈中人做悯人悲天之叹。亦引用下我自己的评论：“
《近代辽宁名医遗珍丛书》系列，绝大部分内容虚浮，定价虚高，纸张虚薄。总而言之：一个虚字到
头。单就《刘冕堂医学精粹》此书发表些许意见：张存悌教授为刘老写的生平简述中称其著述宏富、
临床经验丰富，“沈阳中医半出其门”。从此书中那一点能见到？所谓“伤寒指要”，无非一简短六
经提纲，短短25面中绝大部分乃照抄原文，其余亦少有亮点。张教授谓此乃冕翁最精彩之伤寒研究精
粹，真笑煞人也。余下之医论精选只是自选历代名医名言小部分精粹，百草汇解、良方集萃基本也是
选抄历代方药著作而成（少数几个自制方除外）。全书从头到尾，除简述中3个看不出很高技术含量
的例子外，再看不到冕翁一个验案。冕翁自己学术特点和临床经验在哪里？生平简述中还提到冕翁批
《虚劳要旨》之116处，还有为普及中医教育而编写的《医会讲义十门》、号称宝鉴的《初等诊断学》
、《脉理抉微》、《处方灵范》，众多冕翁亲作，此书中可有精华一斑可窥？此书不妨改名，名曰《
刘冕堂摘抄历代医学精粹》为妥。否则，真乃有张冠刘戴之嫌。冕翁泉下有知，当亦作叹息否？张教
授身居高位，著作丰厚达20部，号称关东火神，却弄出不伦不类名不副实的此医书。问君作何思，问
君可有愧疚否？”大家看过我以上发言，不知作何想?悲叹定后细思量，今人近人未曾广泛流传之中医
书，还是慎购为上。古人的三千弱水还未曾喝得一瓢下肚，何苦又没事找事多添自己几分闷愁？当然
，若有机会先泛读此书，更增占有以能细细揣摩之心，购又何妨？总之，对书的态度应该慎重如追求
生命中美好的另一半，先从各方面多多了解，衡量是否符合自己所需，再开始大胆追求，得手后又须
得朝朝暮暮细细揣摩以达心意相通之愉悦境地。书肯定比美人要好的一点是：你可以反悔，你可以买
来不合意便置之高阁，它对你表达不了反对意见。但我还是奉劝诸君增加追求之前的慎重以减少反悔
的可能，因为当不慎重成为一种恶习，那是如蛆附骨深入你灵魂的了。昨日文章篇幅有限，未能将某
医案全文录入。现将原案录于后：某左，往来寒热，头痛、咳嗽、胸痛，连日鼻衄，舌少苔，咽关红
。风温互郁，最易转重。淡豆豉三钱 鲜生地五钱（二味同打） 连翘三钱 白杏仁四钱（去尖）赤芍一
钱半 白蒺藜四钱（去刺） 黑山栀四钱 象贝五钱丝瓜络一钱半 枳壳一钱半 竹茹一钱半 通草一钱【评按
】风与温合，两阳相劫，火性炎上，郁结胸膈肺胃而有入血分之象。此方取栀子豉汤加凉血清热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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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络之品，妙在以杏仁宣畅肺气、通调水道，配通草使邪从下分消，正应叶香岩《外感温热篇》“或
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之旨。 阅读更多 &rsaquo;
6、还行吧，一家之言，可以借鉴。
7、这个时期还是有不少大家的
8、收集资料较全，体现辽沈名医学术特点，图片较好，具有收藏研究价值！
9、非常珍贵的中医资料
10、老中医遗著，值得珍藏
11、详细介绍和整理了近代沈阳四大名医之一、杰出的中医教育家刘冕堂的生平业绩和学术精粹。其
中伤寒指要介绍了其毕生研究伤寒的成果，颇多独到之处。医论精选介绍了其辑录的名篇名论，十分
精辟，显示了刘冕堂作为一代名医、学者的学识水平和精邃目光。百草汇解辑录了对常用百种中药的
解读，良方集萃则选录了刘冕堂自制和收集的济世良方40首。
12、经方爱好者，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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