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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着现代青年中医和学子如何提高中医临证修养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培养中医思维方式
和临证能力为中心，结合现代中医学人所面临的社会人文和自然科学环境之变化、中西医并存等现实
因素，对广泛存在的青年一代中医学人临证素质薄弱之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阐明了在目前理论研究
暂时难以创新的状况下，中青代中医学人应当在认真继承前人学术的同时加强自身的中医临证修养，
提高临床疗效的重要性。
从修医德、读经典、跟师临证、学医案等多方面探讨了如何拓展中医辨证思维，在临证中创新等提高
中医临证修养之思路和方法：本书采取了医话、杂谈的形式，所述之理联系实际，既穿插了古今名医
大家之理论观点和临证实例，亦有作者自身的临证感悟和学术观点，实事求是，论述严谨而富趣味性
，对理解中医临证之精髓，掌握临证之思维方法均有启发和指导意义，不仅是中医临床医师参考书，
也可供中医学子及爱好者学习中医之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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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深涛，1959年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1983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医系。
曾就职于牡丹江市中医院并一直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1993年博士毕业后就职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现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天津市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医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曾被评为天津市卫生系统跨世纪优秀青年技术人才，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承担并取得多项科研成果，主要著作有《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中医辨治》、  《糖尿病肾病中医辨证
论治》、《亚健康状态与中医养生方药》等。
于《中医杂志》、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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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医院校式教育与临证修养　一、学习中医的态度 　 （一）“知学”与“乐学” 　 （二）处理好热
爱与质疑之关系  　（三）“铁杆中医”与处理好中西医之关系 　 （四）终身学习　二、学习中医与
骆驼进食——死记硬背与灵活运用　  （一）背诵与水到渠成 　 （二）诵背与储备　三、学中医要植
根于临证  　（一）熟读王叔和  不如临证多  　（二）疑难源于书本，冰释于临证  　（三）主动临证
与多读书　四、掌握中医学的思维特征 　 （一）中医思维及其构架 　 （二）中医思维的特点——得
意于象 　 （三）临证中思维方式的运用  　（四）思维方式的优化和发展　五、“文以载道”——国
学与中医　六、“由博返约”  　（一）“博”与“约”之关系  　（二）由博转约    （三）“医贵多
技”　七、“尽信书不如无书”    （一）读书之信与不信    （二）要活读书，不要读死书医道，基于
临证修养之积淀　一、“无德不成医”　二、“医不三世”与沉而勿躁    （一）学中医与“安贫乐道
”    （二）“60岁再谈名医”与年轻有为　三、“勿以善小而不为之”    （一）小经验寓大智慧    （二
）组方中的少数之奇    （三）“单方一味，气死名医”  四、“心贵乎虚”——弃门户之贝    （一）门
户之见与偏见    （二）撷长修短    （三）把自己看低一点是睿智的　五、对信息敏感性之培养    （一
）抓住病人表现之关键信息    （二）注意信息的整体性    （三）过滤信息之能力　六、“得意忘象”
——整体与局部之辨    （一）人体之整体系统性    （二）整体之辨——整体为因，局部为果    （三）
局部之辨——局部为因，整体为果    （四）“大整体观念”　七、临证预见能力之修养　　⋯⋯读经
典医籍，临证修养之基石跟师，临证修养之阶梯医案，临证修养必读临证修养，开阔思路广读书，临
证修养之源临证修养杂谈临证探索——难病治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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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医院校式教育与临证修养　　一、学习中医的态度　　凡做事之前必有于斯之态度，此本为常
理。
然之所以特别强调学习中医之态度，是缘于当今之中医学人中虽然有志于此道者众，仍尚有犹豫彷徨
者，甚至有信心渐失而终放弃者。
如此之成因虽杂，但究其根源仍在于学人自身之态度。
凡事态度决定行动，学好中医更是如此。
态度端正了自能志坚于此道而明其志，即使是学始于朦胧或犹豫，亦可通过不断地临证修养而渐至精
进。
　　（一）“知学”与“乐学”　　古人将学习分为“知学，好学，乐学”三个层次。
自古圣贤多“乐学”者，而仲景于《伤寒论。
序》中引孔子之言“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
”并谓自己“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应是自谦之语了。
若单从字义上看，古人似乎是在言人之于学识的天分和方法，然以笔者之见，其深义实是强调学习之
态度。
无论学什么，天分再高，若无求学之满腔热忱，亦难达乐学之境，即凡事取决于态度。
现实亦是如此，无论什么学科，都是学有始于“乐学”者、有始于“好学”者、更有始于“知学”甚
至“困学”者，且以“学海无涯苦作舟”者尤众。
学习中医亦不出此，又不仅如此。
因中医之学中还有学始“疑窦从生”者，甚至于知学过程中仍“犹豫不定”者。
虽然其成因较复杂，然与中医之传统医学的学科特性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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