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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教授生前的论文集。
该书收录任应秋教授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共119篇，临床验案21例，以及为他书所写的18篇序及部分
诗词，反映了作者20世纪中叶前后30余年研究中医学的概貌。
全书分为医学小议、学习指导、基础理论、医学史论、典籍研究、医学流派、方药琐言、争鸣碎语、
论治管见、医案实录、诊余文钞等11部分。
　　任应秋教授学识渊博，其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对中医各家学说的研
究，均有很深的造诣，本书基本反映了作者在以上诸方面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对从事中医基础理
论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具有参考价值。
同时，书中的学习指导部分，又为初学中医的人员指出了学习的方法与门径，因此对初学中医人员也
有参考意义。
书中还附有其临床验案的详细记录和诊治思路解析，对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医人员也有启示。
因此，本书对从事中医工作的各方面人员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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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应秋，字鸿宾，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
1914年8月5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
4岁即就读私塾，及长，入江津县国医专修馆攻读经学，其间曾求学于经学大师廖季平。
当时廖季平已年逾七旬，甚喜其聪敏好学，故悉心指点，并传授治学之法，使任应秋在治经学、训诂
学、考据、目录等方面打下扎实基础，为以后研究中医学奠定了文学方面的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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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医学小议怎样正确对待祖国医学遗产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培养高水平的中医理论骨干
中医文献亟待整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实为当务之急关于中医有没有理论的问题努力发扬中医学共同为
发扬东方医学而努力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医古文研究会成立暨首次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人勤春
来早，年老志益坚学习指导漫谈中医基本功从头学习，全面继承，打下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坚固基础!
学习中医典籍七讲一、如何学习《黄帝内经》二、如何学习《难经》三、如何学习《本草经》四、如
何学习《伤寒论》五、如何学习《金匮要略方论》六、如何学习脉法书七、如何阅读针灸书书山有路
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漫谈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古文学是中医学的基础文学与医学的关系基础理论辨
证论治中的几个问题气血略论祖国医学的阴阳认识论阴阳五行学说在祖国医学中的运用略谈辨证与辨
病从中医的“恒动论”谈谈体育活动和“导引”祖国医学的整体观五行生克浅谈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是
《黄帝内经》的指导思想补法的运用关于八纲辨证虚实补泻赘言中医学基础理论六讲　第一讲　阴阳
五行学说第二讲　脏腑学说第三讲　病机学说第四讲　诊法学说第五讲　辨证学说第六讲　治则学说
结束语历代医家对运气学说的评价及近代研究动态医学史论中医学的伟大成就春秋战国时代的医学观
念《红楼梦》作者的医学修养中医学史概述《四库全书·医家类》医籍鸟瞰⋯⋯典籍研究医学流派方
药琐言争鸣碎语诊治管见医案实录诊余文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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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怎样正确对待祖国医学遗产　　（原载《江苏中医》1957年6期）　　祖国的医学遗产是丰富而伟
大的。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　　根据列宁同志“在每个民族里有两种民族文化”（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
，118页）的学说，以及“在每种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哪怕不是发展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因
为在每个民族里有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不能免地要产生着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
意识形态”（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119页）的理论，我们是有充分理由来肯定中国古代文化（包
括医学在内）的优良部分的。
同时，列宁在这里也业已给我们树立了取舍的尺度。
　　关于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化，毛泽东同志有过明确的指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既不是一概排
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论联合政府》，1107页）。
又：“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
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
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民族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与革命性的东西
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
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
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
赞扬一切封建的毒素。
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79页）　　这些原则，对于我们学习中国医学史，特别是中国古典医学
史的人，是有着深刻意义的。
“一概排斥”，那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像过去一些资产阶级的西医说我们这也不科学，那也不科学，
甚而极歪曲的说“中药有效，中医没用”，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盲目搬用”，那就是一般狭隘民族主义者或国粹主义者所采取的保守态度，我们同样是坚决反对的
。
现在在一部分医务卫生人员中问对于祖国优秀医药文化遗产的无知或抹杀的态度，已经产生了有害的
结果，这是应该纠正并不容再继续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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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任应秋教授学识渊博，其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对中医各家学说的研
究，均有很深的造诣。
《任应秋论医集》基本反映了作者在以上诸方面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对从事中医基础研究的科学
工作者具有参考价值。
同时书中的学习指导部分，又为初学中医的人员指出了学习的方法与门径，因此对初学中医人员也有
参考意义。
书中还附有其临床验案的详细记录和诊治思路解析，对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医人员也有启示。
因此，《任应秋论医集》对从事中医工作的各方面人员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任应秋论医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