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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著名老中医李可先生，经半个世纪苦苦搜求，寻找到并亲自主校《圆运动的古中医学》这本“
中医秘籍”? 李可老中医认为：该书作者、清末民初的中医学家彭子益，是“中医复兴之父”，是继
医圣张仲景之后第二位医中圣人。
    中医学派，必将逐一攻克世界十大医学难题中之心、肺、肾三衰，肿瘤等奇难重危急症，为全人类
的健康长寿作出重大贡献。
    该书以《易经》河图中气升降圆运动之理，破解《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
病论》、温病学说的千古奥秘，批判地继承、发展了古中医学，从头绪纷繁的古医经中，理出了“生
命宇宙整体观” 、科学实用的中医系统科学。
成为当代继承发展中医学的入门向导、成功阶梯。
    读彭子遗书，深感她不仅是医病之书，更是一册“医医病书”，久历临床者读之，更如醍醐灌顶，
格外亲切。
犹如长者在侧，耳提面命。
    彭子遗书的问世，将唤醒国魂与医魂!将引起中医界高层的沉痛反思，将引导老、中、青三代中医走
出误区与迷阵，开创中医复兴的新世纪! 世界医学的有识之士，必将受她的启发，重新认识“生命与
宇宙整体观”，借鉴彭子学说，实现战略突破，从困境中脱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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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子益(1871-1949),云南大理鹤庆人.清末民国年间著名白族医学家.　　彭子益少年时代就对医道情有
独钟。
经过不断的精心研读，他对传统中医理论典籍的理解和把握达到了一个辨识透辟，由博返约的层次。
成年后，彭子益游学京华，在清廷太医院当宫廷医师，从而乘机大量阅读了秘藏在深宫中的珍贵中医
典籍，医学造诣更是一日千里。
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以后，山西督军阎西山聘请他到太原中医学校讲学。
他的大半生就此在讲授中医学理论和培养中医人才中度过。
抗战期间，彭子益一度回云南。
由于省民政厅长丁又秋的大力支持，他先后教育培养了400多名医学爱好者。
其间他尽心尽力口传身授，把自己一生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为云南省医学的发展倾注了
很大的心血。
　　云南著名学者方树梅先生曾经说过："近代愈加奇形研习，从事著述，辨证之细，析理之精，皇皇
巨著，为滇医界放大光明者，则以彭子益先生为最著。
"这是对彭子益在近代云南医学史上的作用给予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他生前遗留下来的16种医学著作，是我国中医学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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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内经》经文读法　　《内经》曰：春伤于风，夏必飧泄。
夏伤于暑，秋必痃疟。
秋伤于湿，冬必咳嗽。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自王叔和编次仲景《伤寒论》原文，自己加上伤寒序例曰，中而即病为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
，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
于是后世遂谓冬日受有寒气，藏在人身，至春变成温病。
春日受了风气，藏在人身，至春变成飧泄。
夏日受了暑气，藏在人身，至秋变成病疟。
秋日受了湿气，藏在人身，至冬变成咳嗽。
　　果然如此，试问如何用药。
治夏日飧泄，岂不要用散风的药乎。
治秋日疟病，岂不要用清暑的药乎。
治冬日咳病，岂不要用去湿的药乎。
治春日温病，岂不要用搜寒追毒的药乎。
如此用药，必定要将病治重的。
世人治温病喜用大清大下之剂者，其根据即在叔和冬日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一语。
而且因此根据，并认《内经》春伤于风，夏生殆泄云云，实系风藏在人身，至夏变为飧泄云云了。
学中医者，容易学错，此其大概也。
如要学不错，必须将大气升浮降沉中的圆运动，按着春夏秋冬五行六气的原理，整个的实地体验明白
，自然了解《内经》文义之所在。
　　盖风者，春木疏泄之气也。
平人大便不病殆泄，全在小便清通。
小便清通，全在木气疏泄。
春日损伤了风木之气，当春之时.风木当令，虽或被伤，仍能疏泄，小便清通，故不病飧泄。
到了夏令，风木气退，无力疏泄水分，水分混入大肠，故飧泄也。
所以治之之法，必用疏泄助木气之药。
　　暑者，夏火燔灼之气也。
平人汗孔开通，荣卫无阻，不病痃疟。
汗孔开通，全在火气充足。
夏日伤损了火气，汗孔不开，当夏之时，火气虽伤，汗孔虽闭，大气尚未收敛，故不病疟。
到了秋令，火气已退，汗孔不开，秋金收敛，将荣卫之间所停积的污垢，敛于血管之中，阻碍荣卫的
运行，遂成疟病。
疟病的寒热往来，即荣卫阻而复通、通而复阻之故也。
所以治之之法，必用开通肺金之药。
　　湿者，土气运化之津液也。
平人肺家滋润，收敛下行，气道流通，不病咳嗽。
秋日燥金司令，湿气全收。
秋时伤损了湿土的津液，当秋之时，燥气虽然司令，白露尚未成霜，肺家津液，尚未枯涩，肺气下行
，尚能通利。
到了冬令，阳热归下，万物坚实，肺家津液枯涩，气降不下，阳热逆冲，故病咳嗽。
所以治之之法，必用润脾肺助津液之药。
寒者，冬水封藏之气也。
平人水气能藏，阳根不泄，养成木气，交春阳和上升，化生心火，煦和畅遂，不病温也。
阳根者，藏则为生气，不藏则化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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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伤损了水的藏气，阳根外泄化热。
泄之盛者，在本冬即病冬温，泄之不盛者，冬时木气未动，尚未发生疏泄作用。
一交春令，木气疏泄，将木气本身根气，摇泄而起。
木气失根，故病温病。
温病都是虚证，原因即在于此。
所以治之之法，必用培养木气之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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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由“中医复兴之父”，继医圣张仲景之后的第二位医中圣人彭子益所著。
该书以《易经》河图中气升降圆运动之理，破解《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
论》、温病学说的千古奥秘，批判地继承、发展了古中医学，从头绪纷繁的古医经中，理出了“生命
宇宙整体观”、科学实用的中医系统科学，成为当代继承发展中医学的入门向导、成功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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