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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温病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代表著作《温病条辨》被称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
我国现代高等中医教育建立以来，温病学一直是一门主干课程。
由南京中医药大学孟澍江教授主编的第1至第5版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温病学》一直是全国中
医院校统一使用的教材。
其后陆续出现的一批新的温病学教材，但基本上仍然是在孟澍江教授主编的教材框架之内编写的。
这些教材的编写，构建了现代温病学的学科和课程体系，使温病学的理论证治内容逐步系统、完整，
在温病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孟澍江教授也可以说是现代温病学科的创建者。
　　孟澍江教授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他在青年时代接触到大量的温热病患者，对温病的诊治
有许多独到的体会，并收学徒多人。
其在从事院校中医教学工作后，又吸取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精华，所以对如何教授温病学有许多宝贵的
经验和心得。
他在进行课堂教学时，不仅能做到条理清楚、深入浅出，而且还经常枚举一些临床病案，以助学生加
深理解。
　　孟澍江教授在为本科生和进修班学员授课时，留下了一批宝贵的讲稿，现以他的第5版教材讲稿
为主，结合在进修班的一些教学内容，整理出《孟澍江温病学讲稿》一书，以供教学和研究之用。
　　本书按第5版教材的内容编排，由上、中、下三篇组成。
上篇主要介绍温病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主要内容有温病学的发展概况、温病的特点及分类、病因与发
病、辨证理论、常用诊法、治则和治法、预防和护理等。
中篇主要介绍各种温病的具体证治，包括风温、春温、暑温、湿温、伏暑、秋燥、大头瘟、烂喉痧等
痛。
下篇为温病名著选讲，介绍了清代温病学的主要代表著作：叶天士《温热论》、薛生白《湿热论》（
在《温热经纬》中名《湿热病篇》）、吴鞠通《温病条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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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他讲授《温病学》5版教材的讲稿整理而成。
全书分为上篇总论、中篇各论和下篇温病名著选讲三个部分。
书中以章为教学单位，对《温病学》教材的内容进行了精心的组织，体现了他对《温病学》这门学科
的认识，以及如何对该学科的“三基”内容予以突出，其中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表述，万法，以及如
何由浅入深，前后联系，分析比较等，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
    本书可供中医药院校教师讲授《温病学》时参考，也可供学习和研究温病学的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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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澍江(1921－2004)，男，汉族，江苏高邮市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温病教研组副组长、诊断学教研组组长、温病学教研室主任、图书馆馆长、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及中医专家组成员、卫生部全国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
省中医学会温病学组主任委员等职。
曾获得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等光荣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孟氏17岁时从师苏北名医王少江，学成后在乡里悬壶。
1955年入江苏省中医学校深造，翌年毕业留校任教。
从事中医工作60余年，具有丰富的教学和临床经验。
他是现代温病学的学科创始人，他与同事一起，首次对散在于多部古代著作的温病学内容进行了梳理
，按现代学科和课程体系，编写了用现代语言表述、符合现代课程体系要求的温病学教材，担任了中
医院校第15版全国统编教材《温病学》的主编。
同时，他还是一位临床大家，精通内科、妇科、儿科，对热性病、脾胃病、肝胆病、男子不育、妇女
不孕、月经病等的诊治尤为擅长，对各种疑难病证的处治有独到之处。
他领衔的南京中医药大学温病学学科一直在全国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在1982年即被确定为博士学位
授予点，先后培养了20余名硕士研究生和9名博士研究生，并主持了8届全国温病学师资进修班，为全
国各地输送了大批教学、科研、临床骨干。
自从事中医教育工作以来，他担任过伤寒论、温病学、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各家学说等多门课
程的教学工作，是我国著名的温病学家和中医教育家，被称为中医温病学界的泰斗。
 
    孟氏著作甚丰。
他主编的《温病学新编》、《温病学讲义》、《温病学》等被选用为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一教材，另
外又编写了《温病纲要》、《温病学教学参考资料》、《温病学概要》、《温热病专辑》、《温病学
》(教学参考丛书)、《叶天士外感温热篇薛生白湿热病篇阐释》、《温病的理论与临床》等十余部医
学专著，在省级以上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谈谈温病治疗中的滋阴法”、“温病学的发展与展望”、
“温病卫气营血学说若干问题的探讨”等30余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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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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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著名温病学家及其著作　　（1）吴又可，名有性，著《温疫论》。
本书成于崇祯末年，为我国第一部温疫专著。
书中提出了温疫不同于伤寒的病因病机特点，认为温疫为感受疠气（又称为杂气）而致病，疠气从口
鼻而入（传染、天受），触之即病，并有传染性，提出温疫的治疗以疏利透达、逐邪为主。
吴氏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后世戴北山、杨栗山等人均承继其说，被称为“温疫学
派”。
但吴氏提出的治疗方法有一定的针对性及局限性，并不能适用于各种温热病的治疗。
其对温疫的看法如下：　　病因：“疠气”；　　流行：“无问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　　感染
途径：由口鼻而人；　　治疗：以逐邪为第一要义。
　　（2）喻嘉言，名昌，别号西昌老人，江西新建人，后居常熟，著《尚论篇》、《医门法律》。
喻氏在温病学方面的主要学术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尚论篇》中提出瘟疫的治疗应根据上、
中、下三焦病位，治以逐秽解毒为主。
二是在《医门法律·秋燥论》中首次把秋燥作为一种温病单独提出讨论，并指出了其性质与病证的诊
断治疗。
三是将温病分为三类：冬伤于寒而病者（实证），冬不藏精而病者（虚证），冬伤于寒又不藏精而病
者（虚实相夹）。
但这一分类方法实用意义不大，故对温病理论的发展作用和影响不大。
　　（3）叶天士，名桂，号香岩。
叶氏著作可归纳为“二论五大医案”：二论指《温热论》和《幼科要略》；五大医案指《临证指南医
案》、《叶氏医案存真》、《眉寿堂方案选存》、《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及《叶氏医案未刻本》。
其著作虽不多，但对后世影响甚大。
　　叶氏为临床医学家，不仅在内科学方面有重要的建树，而且在温病学领域也起着奠基人的作用，
是建立温病学完整学术体系的杰出代表，被称为“温热大师”。
他的门人根据他口授而整理的《温热论》，又称为《外感温热篇》，是温病学理论的奠基之作。
虽然全书只有三千多字，但价值极高，其主要内容在以后的原著选讲中还要专门讨论，这里仅仅先概
括一下它的贡献。
　　①阐明了温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
指出了外感温邪的感染途径、侵犯部位和传变趋势，其中，逆传心包之说补充了前人的不足。
　　②创立了温病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纲领。
　　③发展及丰富了温病的诊断方法——舌诊、验齿、辨斑疹白痦。
　　④确立了温病各阶段的治疗大法，提出了许多温病证候的诊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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