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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国家组织编写并审定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从初版迄今已历二十余年。
其间曾进行了几次修改再版，对系统整理中医药理论、稳定教学秩序和提高中医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但随着中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原有教材已不能满足并适应当前教学、临床、科研工作的需要。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促进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卫生部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高
等中医院校中医药教材编审会议。
首次成立了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组成32门学科教材编审小组。
根据新修订的中医、中药、针灸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修订了各科教学大纲。
各学科编审小组根据新的教学大纲要求，认真地进行了新教材的编写。
在各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贯彻了一九八二年四月卫生部在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
育工作会议”的精神，汲取了前几版教材的长处，综合了各地中医院校教学人员的意见；力求使这套
新教材保持中医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正确处理继承和发扬的
关系；在教材内容的深、广度方面，都从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出发，注意符合教学的实际需要和具有
与本门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水平；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
；同时又尽量减少了各学科间教材内容不必要的重复和某些脱节。
通过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和全国中医院校的支持，新教材已陆续编写完毕。
本套教材计有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内经讲义、伤寒
论讲义、金匮要略讲义、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妇科
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医伤科学、针灸学、经络学、俞穴学、刺灸学、针灸治疗学、
针灸医籍选、各家针灸学说、推拿学、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中药化
学、中药药理学等三十二门。
其中除少数教材是初次编写之外，多数是在原教材，特别是在二版教材的基础上充实、修改而编写成
的。
所以这套新教材也包含着前几版教材编写者的劳动成果在内。
教材是培养社会主义专门人才和传授知识的重要工具，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才的培养。
要提高教材的质量，必须不断地予以锤炼和修改。
本套教材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外，因而殷切地希望各地中医药教学人员和广大读者在使用
中进行检验并提出宝贵意见，为进一步修订作准备，使之成为科学性更强、教学效果更好的高等中医
药教学用书，以期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医学史>>

内容概要

　　医药的起源远古－公元前21世纪、卫生保健、居处、衣着、用火、导引、婚姻、医药知识、药物
、针灸、针法、灸法、外治法、其他几种医药起源论、“医源于圣人”、“医源于巫”、“医源于动
物本能”、传说中的医学人物、早期的医药卫生活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6年(夏－春秋)、对疾病
的认识和诊治、对疾病的认识、甲骨文关于疾病的记载、固定病名的出现、对自然条件与人体发病关
系的认识等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医学史>>

书籍目录

导论
1. 医药的起源远古－公元前21世纪
1.1 卫生保健
1.1.1 居处
1.1.2 衣着
1.1.3 用火
1.1.4 导引
1.1.5 婚姻
1.2 医药知识
1.2.1 药物
1.2.2 针灸
1.2.2.1 针法
1.2.2.2 灸法
1.2.3 外治法
1.3 其他几种医药起源论
1.3.1 “医源于圣人”
1.3.2 “医源于巫”
1.3.3 “医源于动物本能”
1.4 传说中的医学人物
2. 早期的医药卫生活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6年(夏－春秋)
2.1 对疾病的认识和诊治
2.1.1 对疾病的认识
2.1.1.1 甲骨文关于疾病的记载
2.1.1.2 固定病名的出现
2.1.1.3 对自然条件与人体发病关系的认识
2.1.2 对疾病的诊治
2.2 医学理论的萌芽
2.2.1 相关的几种哲学思想
2.2.1.1 气、精、神
2.2.1.2 阴阳、五行
2.2.1.3 天人相应
2.2.2 病因学
2.2.3 预防医学思想
2.3 药物知识
2.3.1 药物知识的积累
2.3.2 酒的应用及其意义
2.3.3 汤液的制作
2.3.3.1 汤剂说
2.3.3.2 “五谷之液”说
2.4 卫生保健与医事制度
2.4.1 卫生保健
2.4.2 医学分科与医事制度
2.5 医与巫的斗争
2.6 古代医家
3.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公元前475－公元265年(战国－三国)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医学史>>

3.1 诸汉墓出土的医书
3.1.1 马王堆汉墓医书
3.1.1.1 脉灸经
3.1.1.2 《五十二病方》
3.1.1.3 帛画《导引图》
3.1.1.4 竹木简医书
3.1.2 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医书
3.1.2.1 《脉书》
3.1.2.2 《引书》
3.1.3 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的医用文物
3.1.4 武威汉简《治百病方》
3.2 早期的医学理论著作
3.2.1 《黄帝内经》
3.2.1.1 《内经》的产生
3.2.1.2 《内经》的基本精神和成就
3.2.1.3 《内经》的影响
3.2.2 《难经》
3.3 药物学的发展
3.3.1 战国以来药物学的发展概况
3.3.2 《神农本草经》
3.3.2.1 《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及其流传
3.3.2.2 《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和成就
3.4 辨证论治原则的确立
3.4.1 战国以来临证医学的发展概况
3.4.2 张仲景和《伤寒杂病论》
3.4.2 张仲景的生平
3.4.2.2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
3.4.2.3 《伤寒杂病论》对方剂学的贡献
3.4.2.4 《伤寒杂病论》的影响
3.5 主要医家及其成就
3.5.1 扁鹊
3.5.2 淳于意及其“诊籍”
3.5.3 涪翁与再传弟子郭玉
3.5.4 华佗
4. 医药学的全面发展公元265－960年(西晋－五代)
4.1 医学理论的提高
4.1.1 古医籍的整理和注释
4.1.1.1 (内经》
4.1.1.2 《伤寒杂病论》
4.1.2 脉学的总结与普及
4.1.2.1 《脉经》
4.1.2.2 《脉诀》
4.1.3 病因证候学的探索
4.1.4 医德规范的树立
4.2 药物学的进步
4.2.1 国家药典的诞生
4.2.2 药物品种的丰富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医学史>>

4.2.3 分类方法的进步
4.2.4 药物图谱的创制
4.2.5 药物炮制的规范
4.2.6 制药化学的先声
4.3 临证医学的显著进展
4.3.1 针灸科
4.3.1.1 《针灸甲乙经》
4.3.1.2 其他
4.3.2 内科
4.3.3 妇产科
4.3.4 小儿科
4.3.5 外科
4.3.6 按摩科
4.3.7 骨伤科
4.3.8 五官科
4.4 综合性医著
4.4.1 《肘后救卒方》
4.4.2 《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
4.4.3 《外台秘要》
4.4.4 藏医与&lt;四部医典》
4.5 医学教育
4.6 中外医药交流
4.6.1 中朝医药交流
4.6.2 中日医药交流
4.6.3 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医药交流
4.6.4 中国与阿拉伯诸国的医药交流
5. 医药学的突出成就与医家的创新公元960－1368年(宋－元)
5.1 医政设施的进步
5.1.1 改进医事管理
5.1.2 开设国家药局
5.1.3 发展医学教育
5.2 古医籍的整理与研究
5.2.1 医籍的整理与刊行
5.2.2 方书的编著和发展
5.3 药物学的发展
5.4 临证各科的突出成就
5.4.1 病因病机学
5.4.2 诊断学
5.4.3 解剖学
5.4.4 针灸学
5.4.5 内科
5.4.6 外伤科
5.4.7 妇产科
5.4.8 儿科
5.4.9 法医学
5.5 金元医家的创新
5.5.1 刘完素——火热论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医学史>>

5.5.2 张元素——脏腑辨证论
5.5.3 张从正——攻邪论
5.5.4 李杲——脾胃论
5.5.5 王好古——阴证论
5.5.6 朱震亨——相火论
5.6 中外医药交流
5.6.1 中朝医药交流
5.6.2 户日医药交流
5.6.3 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医药交流
5.6.4 中国与印度、阿拉伯诸国的医药交流
6. 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公元1368－1840年(明－清·鸦片战争前)
6.1 药物学与方剂学的发展
6.1.1 药物学
6.1.1.1 《本草发挥》
6.1.1.2 《救荒本草》
6.1.1.3 《滇南本草》
6.1.1.4 《本草集要》
6.1.1.5 (本草纲目》
6.1.1.6 《本草述》
6.1.1.7 《本草备要》
6.1.1.8 《本草从新》
6.1.1.9 《得配本草》
6.1.1.10《本草纲目拾遗》
6.1.1.11《植物名实图考》
6.1.2 方剂学
6.1.2.1 《普济方》
6.1.2.2 《医方考》
6.1.2.3 《祖剂》
6.1.2.4 《医方集解》
6.1.2.5 《成方切用》
6.1.2.6 《炮炙大法》
6.2 温病学说与人痘接种术
6.2.1 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6.2.1.1 明以前有关温病论述之梗概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医学史>>

章节摘录

插图：《本草纲目》全书52卷，是我国古代文化科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成就
。
（1）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的药物学：《本草纲目》对药物广泛收载，多达1800余种，较《证类本草
》所载药物1500余种，增加了300余种。
书中附有药图1000余幅，药方1万余个。
它对16世纪以前我国药物学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总结，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如把实为两药而被混为一物的葳蕤与女萎分清；把同是一物
而被误为两药的南星与虎掌更正；把被误为兰草的兰花、被误为百合的卷丹区分开；把被误列为草类
的生姜、薯蓣归为菜类等等。
（3）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对药物的分类，李时珍按照“从贱至贵”的原则，即从无机
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基本上符合进化论的观点，因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
他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
括60类。
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
（4）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本草纲目》对每种药物的记述，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
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
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
本草学的知识。
如三七的功效，李时珍总结为“止血、散血、定痛”，这是很符合实际的高度概括。
又如延胡索止痛、大风子治麻风等功效，李时珍都给以明确的肯定。
（5）纠正了一些反科学的见解：李时珍通过科学的总结，批判了以往记载服食水银、雄黄可以成仙
的说法，纠正了一些反科学的见解。
例如水银，李时珍指出“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
药。
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
方土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
”又如“草子可以变鱼”等一些反科学见解，李时珍给予说明更正。
（6）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本草纲目》不仅对药物学作了详细记载，同时对人体生理、病理、疾
病症状、卫生预防等作了不少正确的叙述，而且，还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在植物学、动物学、矿
物学、物理学以及天文、气象等许多方面有着广泛的论述，因而对上述各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丰
富了世界科学宝库。
（7）辑录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本草纲目》所引载的16世纪以前的文献资料，有些原书后来佚失，
但由于《本草纲目》摘录记载，使某些佚书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
总之，《本草纲目》的贡献是巨大的。
但是，限于历史条件，作者也存在错误之处。
例如，他相信“烂灰为蝇”、“腐草为萤”及妊妇食兔肉“令子缺唇”等不科学的说法；赞成“古镜
如古剑，若有神明，故能避邪魅忤恶”的无稽之谈；宣扬“寡妇床头尘土”治“耳上月割疮”的封建
迷信之说等。
然而，总的来说，李时珍的成就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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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医学史(第2版教材)(修订版)》是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的一册，供中医、中药、针灸专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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