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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一门课程，不论是公共课、专业课，还是专业基础课，都是为其培养目标的需要而设，都是
为培养专业人才所需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质而设。
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医古文》课程，就其本身的内容来看，是一门汉语语言学课程，主要学习的是文
选、词汇、语法、修辞、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等，而就其功用来讲，它又是中医药
人员阅读、研究、整理古代医籍的工具，正因为它具有专业工具课的性质，所以它又是中医专业知识
结构中必备的专业基础课。
《医古文》教材迄今已七易其版，与其它任何一门课程一样，都必然要经历初创、发展，逐步走向完
善的过程。
从1959年起，卫生部曾组织有关院校先后四次编写《医古文讲义》，这就是前四版教材，其内容基本
是文选加语法的教学，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毕竟尚处在初创阶段，要据此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显
然是不够的。
1963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自编了一套医古文辅导教材，增加了训诂、版本、目录、校勘
、工具书等内容，试用以后，感到效果较好。
“十年动乱”以后，直到1980年，我们在原稿的基础上作了补充修改，定名为《医古文基础》，由人
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书问世后，颇受中医院校师生、中医药工作者和西学中人员的欢迎，先后重印十余次，而且成为此
后全国统编五版教材的框架，对于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的古籍阅读能力、文献整理能力和中医科研能
力，收效颇为显着。
随着教育改革形势深入发展，现在又特别提出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其内容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
最主要的，说得通俗一点，那就是现代精神文明建设。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余年的灿烂文明史，历代贤哲，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以及其它什么思想学派，都为
我们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精神文明财富。
余且不论，就拿在中国古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儒学来说，儒家提出的仁爱，《礼记·大同篇》阐述的
社会模式的理想，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观、济世观及其进取精神，孔子“匹夫不可夺志”
的人格精神，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主平等思想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不正是建设现代精神文明所可开发的资源吗?医家的修身观与儒学有直接关系，而医学的养生观又与道
家思想渊源密切，因而古代文史哲方面的名家名篇也应该入选到医古文教材中来。
理工院校设有《大学语文》这门课程，显然是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而设置的，而中医院校的《医古
文》，它不仅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而且也应当是一门人文素质教育课。
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在其所著《千金方》中有一篇中医人才教育的专论，题为《大医习业》，应该值
得各级、各类中医药人员认真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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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古文基础》分为上、中、下三编。
上编内容涉及医话选、医论选、传记选、序文选、《内经》选、道家选、《易经》选、诗词选；中编
内容涉及工具书常识、古书的句读、语法训诂学常识、古音学、古籍的语译、目录学常识、版本与校
勘；下编内容涉及常见序词选释、常见难字音义、附文语译。
该书对于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的古籍阅读能力、文献整理能力和中医科研能力收效显著。
它不仅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而且也是一门人文素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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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振民，男，1935年生，江苏武进人。
1959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59年至今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
1990年晋升教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先后担任全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新世纪全
国中医药教材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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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第一章 医话选   方药等分解⋯⋯⋯⋯⋯⋯⋯⋯⋯朱昇恒   三折肱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辨⋯⋯黄凯
钧   脉理不可臆断⋯⋯⋯⋯⋯⋯⋯⋯毛样磷   医鉴⋯⋯⋯⋯⋯⋯⋯⋯⋯⋯⋯⋯陆以湉   锡餳不辨⋯⋯⋯
⋯⋯⋯⋯⋯⋯⋯陆以湉    医须周察⋯⋯⋯⋯⋯⋯⋯⋯⋯⋯陆以湉   食无求饱⋯⋯⋯⋯⋯⋯⋯⋯⋯⋯娄
居中   学医犹学弈⋯⋯⋯⋯⋯⋯⋯⋯⋯赵彦晖   大病不守禁忌论⋯⋯⋯⋯⋯⋯⋯朱震亨   书方宜人共识
说⋯⋯⋯⋯⋯⋯⋯顾文煊      第二章 医论选   用药如用兵论⋯⋯⋯⋯⋯⋯⋯⋯徐大椿   小儿则总论⋯⋯
⋯⋯⋯⋯⋯⋯⋯张介宾   不失人情论⋯⋯⋯⋯⋯⋯⋯⋯⋯李中梓   不治已病治未病论⋯⋯⋯⋯⋯⋯朱震
亨   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张从正   大医精诚⋯⋯⋯⋯⋯⋯⋯⋯⋯⋯孙思邈   养生论⋯⋯⋯⋯
⋯⋯⋯⋯⋯⋯⋯嵇 康    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书⋯⋯⋯⋯⋯柳宗元   三因论⋯⋯⋯⋯⋯⋯⋯⋯⋯⋯⋯陈 言  
内外伤辨感⋯⋯⋯⋯⋯⋯⋯⋯⋯李 杲   秋燥论⋯⋯⋯⋯⋯⋯⋯⋯⋯⋯⋯喻 昌       第三章 传记选   李时珍
传⋯⋯⋯⋯⋯⋯⋯⋯⋯⋯顾景星   李杲传⋯⋯⋯⋯⋯⋯⋯⋯⋯⋯⋯李 濓    庞安时传⋯⋯⋯⋯⋯⋯⋯⋯
⋯《宋史》   钱仲阳传⋯⋯⋯⋯⋯⋯⋯⋯⋯⋯刘 歧   丹溪翁传⋯⋯⋯⋯⋯⋯⋯⋯⋯⋯戴 良    徐灵胎先
生传⋯⋯⋯⋯⋯⋯⋯⋯袁 枚   皇甫谧传⋯⋯⋯⋯⋯⋯⋯⋯⋯《晋书》   郭玉传⋯⋯⋯⋯⋯⋯⋯⋯⋯⋯
⋯范 晔   华佗传⋯⋯⋯⋯⋯⋯⋯⋯⋯⋯⋯陈 寿    扁鹊仓公列传⋯⋯⋯⋯⋯⋯⋯⋯司马迁      第四章 序文
选   《医学心悟》自序⋯⋯⋯⋯⋯⋯程国彭   《串雅》序⋯⋯⋯⋯⋯⋯⋯⋯⋯赵学敏   《类经》序⋯⋯
⋯⋯⋯⋯⋯⋯⋯张介宾   《本草纲目》原序⋯⋯⋯⋯⋯⋯王世贞   《备急千金要方》序⋯⋯⋯⋯⋯孙思
邈   《伤寒论》原序⋯⋯⋯⋯⋯⋯⋯张仲景   《黄帝内经素问注》序⋯⋯⋯⋯王 冰   《新修本草》序⋯
⋯⋯⋯⋯⋯⋯孔志约   《小儿药证直诀》原序⋯⋯⋯⋯阎孝忠   《外台秘要》序⋯⋯⋯⋯⋯⋯⋯王 焘    
 第五章 《内经》选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节）   《素问·异法方宜论》   《素问·刺志论》   《
素问·脉要精微论》（节）   《素问·宝命全形论》   《灵枢·本神》   《灵枢·外揣》   《灵枢·五
变》   《灵枢·贼风》   《灵枢·邪客》（节）      第六章 道家选   《老子》五章   《庄子》两篇   一、
逍遥游（节选）   二、养生主       第七章 《易经》选   乾 第一   《系辞传》二章   《说卦传》三章   序卦
传   杂卦传      第八章 诗词选   词二首⋯⋯⋯⋯⋯⋯⋯⋯⋯⋯⋯⋯辛弃疾   诗二首⋯⋯⋯⋯⋯⋯⋯⋯⋯⋯
⋯⋯文天祥   赠眼医王生彦若⋯⋯⋯⋯⋯⋯⋯⋯苏 轼   五律二首⋯⋯⋯⋯⋯⋯⋯⋯⋯⋯⋯王安石    行医
叹⋯⋯⋯⋯⋯⋯⋯⋯⋯⋯⋯⋯徐大椿   养生诗二首⋯⋯⋯⋯⋯⋯⋯⋯⋯⋯陆 游   旋风吟⋯⋯⋯⋯⋯⋯
⋯⋯⋯⋯⋯⋯邵 雍   余病痢，医者误投参耆遂至大剧⋯袁 枚   中编      第九章 工具书常识   一、为何要
运用工具书   二、字典和辞典   三、类书和丛书   四、索引   「附］《汉书·艺文志》序及方技略（节
）      第十章 古书的句读   一、要重视句读训练   二、误读举例   三、怎样断句   「附］《甲乙经》序⋯
⋯⋯⋯⋯皇甫谧      第十一章 语法   一、实词   二、虚词   三、句子   「附］《康熙字典》序   《察病指
南》序⋯⋯⋯⋯赵崇贺       第十二章 训诂学常识   一、什么是训诂学   二、训诂学的内容   三、传注训
诂的体例和方法   四、怎样运用训诂   「附］名医⋯⋯⋯⋯⋯⋯⋯⋯⋯徐春甫   读药书漫记⋯⋯⋯⋯⋯
⋯⋯刘 因       第十三章 古音学   一、为什么要学习古音学   二、上古的韵部和声纽   三、研究古音的作
用   四、《内经》的韵例   「附］治痰嗽⋯⋯⋯⋯⋯⋯⋯⋯张 杲   《格致余论》序⋯⋯⋯⋯⋯朱震亨      
第十四章 古籍的语译   一、语译的标准   二、语译的方法   三、语译的具体要求   「附］疡医⋯⋯⋯⋯
⋯⋯⋯⋯⋯《周礼》   汤液醪醴论⋯⋯⋯⋯⋯⋯⋯《素问》      第十五章 目录学常识   一、为什么要学
习目录学   二、什么是目录学   三、目录之种类与范围   四、关于四部分类的内容   五、常用书目简介   
［附」千金外台论⋯⋯⋯⋯⋯⋯徐大椿   《小儿药证直诀》原序⋯⋯阎孝忠      第十六章 版本与校勘   
一、版本的由来及发展   二、古书的版本   三、关于校勘   四、校勘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下编      第十七
章 常见虚词选释   一、代词   二、副词   三、介词   四、连词   五、语气词      第十八章 常见难字音义   第
十九章附文语译   一、《汉书·艺文志》序及方技略   二、《甲乙经》序   三、《康熙字典》序   四、
《察病指南》序   五、名医   六、读药书漫记   七、治痰嗽   八、《格致余论》序   九、疡医   十、汤液
醪醴论   十一、千金外台论   十二、《小儿药证直诀》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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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医论选　　用药如用兵论　　【导读】医论，是有关医学问题的专业性论文，是医家在其
专业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对医理、药理、治法以及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
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表明自己的论点而进行论述的一种理论文章。
这类文章，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有力，或摆事实讲道理，或类比推理，或析理阐述，从而
使论点得到科学的成立。
大量阅读中医专业论文，对于提高理论水平，开拓思路，增强素质，指导临床和社会实践，自有重要
的作用。
本书所选10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医学说的方方面面。
　　《用药如用兵论》是论述用药之法的一篇论文，题目就是论点。
作者徐大椿（1693～1771年），又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县人。
出身书香之家。
曾祖徐韫奇，“好古博学，积书甚富。
”祖父徐钒（qi），“举博学宏儒，官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在文苑中很有声名。
父徐养浩“考授州司马不就选”，也是位读书人。
徐大椿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却没有走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路，他淡于功名利禄，尤恶时文（八股
文），他一生所走的道路是学医济世的道路，行医50年之久，其生平大略可见本书《徐灵胎先生传》
。
徐氏医学著作甚丰，有《难经经释》、《兰台轨范》、《伤寒论类方》、《慎疾刍言》、《医贯砭》
、《神农本草百种录》和《医学源流论》等。
本文选自《医学源流论》。
全书共93篇，分上下两卷，完稿于1757年。
内容分经络、脏腑、脉象、病证、方药、治法、书论、古今7类，本文即选自《书论》类。
文章采用类比的方法，以用兵之道来推论用药之法，阐明了一系列用药治病的原则，对于临床处方用
药，不无参考之处。
文章说理精辟透彻，文字流畅，比喻生动，是一篇别开生面的医学论文。
　　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①，五毂焉善②，五果属助③，五畜焉益④，五菜焉充⑤，而毒蕖剐以之攻
邪⑥，故雎甘草、人参，误用致害⑦，皆毒檠之颓也。
古人好服食者⑧，必生奇疾⑨，猫之好戟腾者，必有奇殃⑩。
是故兵之彀也以除暴⑧，不得已而后舆⑩；蘖之彀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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