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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仲瑛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临证施治屡起沉疴，理论探讨迭现新论，在六十年的工作中，发
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此次整理，以反映周老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为主线，有选择性地收载了有代
表性文章中的精华内容，并分治学、教育、新论、急症、科研等方面予以归纳，本书对中医理论研究
者与临床工作者均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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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仲瑛，男，汉族，1928年6月出生，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江苏省名中医。
2009年，获得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国医大师称号。
江苏如东人，家世业医，自幼随父著名中医专家周筱斋教授学习医术，出道后悬壶乡里。
为求医术精深，又先后就学于上海中国医学院、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1956
年毕业后留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先后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讲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副院长等职，1983年调任南京中医学院，任院长，现为该校教授、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江苏省重点学科“中医内科（急难症）学”的学科带头人，是首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获得者，七届人大代表，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理事，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江苏省药品审评委
员会顾问，江苏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首批
授予的全国著名中医（500名）之一。
先后荣获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研究生教师称号。
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50余年，对中医内科的各种常见病，尤其是急难病症（如心、肺、脑血管病，
肝胆、脾胃疾病，免疫性疾病及肿瘤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发挥中医辨证论治优势，具有良好
的疗效。
在学术上始终认为临床医学必须以提高疗效为首要目标，先后提出了审证求机论、辨证五性论、知常
达变论、复合施治论等理论观点，对外感热病倡“气营中心说”、急性肾衰创“三毒说”，而对内伤
杂病创“内生六淫说”、“第二病因说”等，揭示了临床辨证论治的特殊规律。
辨证强调注重病机分析，尤其重视气血痰瘀等病理因素的影响，对疑难杂病多采用复合立法，用方精
于识辨类方的异同，选药擅从同类药中寻求个性及其配伍关系，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的学术思想体系。
创立以脏腑为疾病系统分类的内科学总论，对临床专业分化发挥了先导作用。
创建了“中医内科急症学”分支学科，主编教材、参考配套用书，为振兴中医急症医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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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治学篇　谈中医治学与成才之路　读经典，谈感悟　关于中医古典医籍的学习　中医现代化初级阶段
的中医职责　中医药发展的路向教育篇　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回顾及刍议　应将师承教育纳入中医
高等教育新论篇　一、瘀热论　　瘀热相搏证的提出及其对中医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　　从“泻下通
瘀”法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少尿期——谈蓄血、蓄水与伤阴　　瘀热型血证初探　　重症肝炎瘀热发黄
证辨治述要　　凉血通瘀法是治疗脑出血急性期的重要法则    孙络热与高脂血症关系初探    从瘀热论
治风湿免疫性疾病　二、湿热论　　“湿热论”钩玄    “湿热伤阴夹瘀”临证浅识　　清热祛湿法在
肝炎治疗中的运用　三、三热论    从“三热”论治糖尿病的经验    对“消渴三热论”治法方药的探讨
　四、痰瘀论    从痰瘀同病辨治疑难病症的经验    五脏痰瘀初探    从脏腑病位谈化痰祛瘀法的运用    从
病因谈化痰祛瘀法的运用    浅论心悸从痰瘀辨治    糖尿病从痰瘀辨治初探　五、毒邪论    略论毒邪学
说及临床应用    “伏毒”新识    略论“癌毒”及其临床运用　六、其他    审证求机论    知常达变论    药
随证转论    复法组方论急症篇　一、概论　⋯⋯疑难病篇方药篇科研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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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治学篇　　谈中医治学与成才之路——走出困惑，自信自强　　中医药学是具有我国民族特色，
而又正在走向世界的一门医学科学，它既是古老的，又是新兴的，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且经临床反
复实践，证实了其疗效和实用价值。
它与西医学具有互补关系，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正如中国社会科学家田森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
的“中医药学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引自邓铁涛教授文），我们理应为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优
秀遗产而自豪，为继承发展而努力。
　　遗憾的是，近代随着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的输入，崇洋思想甚嚣尘上，民族虚无主义对民族文
化强烈冲击，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科学，受尽歧视、轻视的不平等待遇。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有人提出要用西医学改造中医学，在中国医学界甚至中医队伍中受这种思想
毒害的负面影响至深，给中医药的发展方向与思路造成了困惑、迷茫与误导，严重干扰了学子的专业
思想和自信心，出现姓中不信中的怪现象，导致中医自身的淡化、质化、西化，虽然培养人才数量不
断增长，却形成后继乏术的结果。
　　为了正本清源，必须理解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从宏观角度、采用系统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
体反应状态，与西医学的微观研究，即从构成整体的各个局部的结构与功能分析，两者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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