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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季钟朴医学论丛》选入《季钟朴医学论丛》基本是三个内容：（1）十论医学教育；（2）试论
中医生理学；（3）论中西医结合。
后二者内容或见诸于1989年季自费出版的《十论中医生理学和中西医结合》一书，全部移植至《季钟
朴医学论丛》。
“再论中医生理学”部分，则全部是季主编的《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其中由他亲自撰写的部分摘入
。
《季钟朴医学论丛》第三篇《再论中西医结合》大部分为季钟朴担任中西医结合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中西医结合杂志》主编、名誉主编时应邀所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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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十论医学教育一、我与医学教育结缘二、当前高等医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三、我国高等医学教育（1954～1957）在学习苏联及其他方面的经验总结四、医学教育工作在大发展
、大革命时期的若干基本经验五、略论医学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六、教学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七、
医学院校学生的基本训练问题八、必须指导学生阅读教材九、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措
施十、关于中医西结合专业七年制教学计划的几点建议（说明）第二篇 十论中医生理学引言一、略论
中医生理学的指导思想二、略论中医气血学说三、经络现象研究的今天和明天四、经络研究思路的探
讨五、试论中医脾胃生理六、试论中医心肺生理七、试论中医肾的生理八、试论中医肝胆生理九、关
于中医“证”的研究思路十、试论中医养生学及其他第三篇 再论中医生理学第一章 生理学概说第一
节 现代生理学概说第二节 中医生理学概说第三节 中医生理学的指导思想与方法第四节 现代生理学的
研究方法第二章 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与物质基础第一节 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生命活动的物质
基础第三节 组织、器官与系统第三章 细胞的基本功能第一节 细胞兴奋性与生物电现象第二节 细胞膜
的运输功能第三节 细胞膜的感受功能第四章 机体机能的调节第一节 神经调节第二节 体液调节第三节 
反馈自控调节第四节 内环境稳态第四篇 十论中西医结合一、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指导思想二、关于中
西医结合研究三、团结起来，为创立新医药学派作贡献四、历史的回顾和经验教训五、清官医案的整
理六、我国针灸研究工作的展望七、对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估计、预测和保证八、建设中西医结合理论
体系的探讨九、中医证型客观化研究的评估十、中西医结合30年的回顾与展望第五篇 再论中西医结合
一、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在医学自然辩证法讨论会上发言提纲）二、中西医结合和医学科学现代化三
、团结起来，坚持中西医结合方针，为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而奋斗四、中医虚证辨证标准的
客观化问题五、团结中西医、坚持中西医结合方针，办好研究会，为继承发杨我国传统医药学作贡献
六、关于中医证型客观化研究的评估七、关于中西医结合点问题八、关于中医生理学术语英译的意见
九、抓住特色、抓住重点、继续攀登十、中西医结合之我见十一、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创刊15
周年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十二、面向21世纪的中国传统医学发展中医学的战略思路十三、中
西医结合研究过程中有关特色、硬核和接轨的探讨（大纲）十四、经络研究的发展方向及方法学讨论
会上的发言提要十五、以辩证唯物论指导中西医结合十六、从比较求结合第六篇 科研管理篇一、谈中
医治则客观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二、改革科研管理扩大研究所自主权第七篇 书序篇一、《慈禧光绪医
方选议》序二、《中西医结合诊疗手册》序三、《中医经络现代研究》序四、《常见消化系统疾病舌
像图谱》序五、《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与实验技术》序六、《中医肝脏象现代研究》序七、
《中医脉象今释》序第八篇 其他一、恩师潘菽教授救我出狱二、解放区的生理学教学和医学二、志在
改革三、学习长征英雄，促进中医药发展四、真情永在五、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六、深切怀念季钟朴
院长七、成书前后（代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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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大革命前的1954年到1966年期间，医学教育除了大发展以外，主要是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对
于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法等一系列工作都进行了改革。
总结各个阶段的医学教育经验，在教学改革中间，对怎样正确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教学与生产劳
动的关系、提高与普及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关系、红与专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在医学教育上，由于自己参加了医学教育实践，同时在我担任教育司司长期间，曾在全国各个地区进
行过比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亲身经历了调整、改革和提高的各个阶段，也经历了从解放前的教学经
验、战争时期的教学经验，以及建国后各个阶段的医学教育经验，比如学习苏联时期、技术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前后，可以说在医学教育上有一定的心得，同时对医学教育工作也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
。
虽然我在后一时期是做医学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但是我对医学教育的兴趣并不因此消减，因为我对医
学教育有很深的感情。
　　我在医学院校工作期间也做了少量的科研工作，曾立过一次大功。
关于医学科研工作是在调到卫生部以后，担任医学教育司司长时期兼任全国医学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
工作，主要是管理全国高等院校的医学科研工作。
当时的任务是在高等医学院校中间组织附设研究室和研究所，并规划在医学院校中建立100个研究室或
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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