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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药膳，就是食疗。
药膳学即食疗学，是上千年来由我国独创的一门兼有保健与医疗的专门学科，并且由此传播影响到相
邻的日本、朝鲜等国，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配合中医药学的发展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这门学科的历代文献遗产虽仍有很多流传迄今，但却尚未能得到举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因此为
了促进弘扬传统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需要，有必要初步总结历代传世药膳文献的渊源，演变轨迹及其
学术成就，并且建议在今后中医科研与教育领域中适当加强与充实这方面的科研力度与课程内容。
这也就是我不揣微薄能力撰写此书的初衷与目的。
此书在撰写过程中承蒙中卫御苑福膳的朱怀彬先生，新华社音像中心的葛芸生先生和王朝香女士的热
心支持并多次协助打印全稿，我院李琴同志也打印了此书初稿，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张同君同志协助出
版问世，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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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著名中医文献学家、医史学家马继兴研究员集悉心积累编写而成，共4篇28章，广泛收集了历代
史档、类书、文集以及中医养生、药学、膳食等古籍中有关药膳学的内容，进行系统深入地整理研究
而成，是一部中医药膳学专著。
    第一篇，作者以现代及历史发展的不同视角，诠释中医药膳学的概念、研究范畴、现实意义。
并指出中医药膳学应包括“食论、食养、食药、食治、食禁、食谱、食史、食制”8个部分。
它的形成与中国历代药膳官制的发展及民间饮食习俗紧密相关，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第二篇，以翔实的资料，展现自周朝以来的丰富药膳著作的分布状态，乃至日本、朝鲜等国早期
的药膳研究情况。
这些内容为构建中医药膳学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理论基础。
    第三篇，复辑现已亡佚的药膳文献54种，反映了当时药膳发展风貌。
        第四篇，精选存世的药膳文献14种，以备读者查阅。
        通过本书药膳文献的展现，将有助于拓宽中医药膳学研究的视野，深化该学科理论研究的范畴与
层次。
随着药膳学的深入发展，本书为中医药膳学教育提供了系统而明确地研读方向。
为从事中医药膳研究和开发人员提供一部难得的案头必备书，对当今大众使用药膳方法达到养生保健
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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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继兴，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
1945年毕业于华北国医学院。
中医领域首批博士生导师。
担任中国药学会常务理事、药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首届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文献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
还担任北京中医药学会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的首届主任委员。

    致力中医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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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二、《养生方导引法》以下辑自《诸病源候论》按，在《诸病源候论》中引用《养生方导引法》一
书佚文虽然不少，但并不全与食治有关，大多论述导引法等内容，故在本书中仅将其与食治有关者予
以引录，其他从略。
《养生方导引法》云：“人常须日已没食讫。
食讫，即更不须饮酒，终天不干呕。
诸热食、腻物，不饮冷醋浆。
喜失声、失咽。
热食，枕手卧久，成头风目涩。
”（均见《诸病源候论》卷二“头面风候”）《养生方导引法》云：“凡食讫，觉腹内过饱，肠内先
有宿气。
常须食前后两手撩膝，左右欹身，肚腹向前，努腰就肚，左三七，右二七，转身按腰脊极势，去大仓
腹内宿气不化，脾痹肠瘦，脏腑不和，得令腹胀满日日消除。
”（见《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一“宿食不消候”）《养生方导引法》云：“若腹中满食饮，若饱。
端坐伸（生）腰，以口内气数十，满，吐之。
以便为故。
不便，复为之。
有寒气腹中不安，亦得之。
”又云：“端坐伸（生）腰，口内气数十，除腹中满，食饮过饱，寒热，腹中痛病。
”（均见《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一“食伤饱候”）十三、《养生方》1.以下辑自《诸病源候论》按，
在《诸病源候论》中引用《养生方》一书佚文虽然不少，但并不全与食治有关，大多论述导引法等内
容，故在本书中仅将其与食治有关者予以引录，其他从略。
《养生方》云：“饱食仰卧久，成气病头风。
”又云：“饱食沐发，作头风。
”（见《诸病源候论》卷二“头面风候”《养生方》云：“饮水勿急咽，久成气病。
”（见《诸病源候论》卷十三“上气候”）《养生方》云：“五月勿食未成核果及桃、枣，发痈疖。
不尔，发寒热，变黄疸。
又为泄痢。
”（见《诸病源候论》卷十七“水谷痢候”。
又见同书卷三十二“痈候”及卷三十三“痤疖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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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药膳学》挖掘我国丰富的食疗内容，由我国著名中医文献专家马继兴研究员集悉心积累编成此
书。
充分体现了《中医药膳学》的权威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大众采用药膳方法达到养生保健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从事中医药膳研究和开发人员提供一
部难得的案头必备书，对世界中医工作者也有参考价值。
中医药膳是在古代中医食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中华民族的养生保健做出了重要贡献。
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在我国热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除了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外，其中所展示
的中医药膳也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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