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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宁波中医药历史悠久，萌芽于史前，兴起于宋元，辉煌于明代，至清代仍旧保持了不凡的业绩。
宁波历史上医家辈出，陈藏器、日华子、高武、赵献可、柯琴等学者，造诣精深，名震华夏，在中国
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宁波中医药文化史》广泛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汲取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将宁波古代中医药历
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并予以详细的评述。
《宁波中医药文化史》第一次系统地勾勒和梳理了宁波古代中医药的历史，将名中医的事迹发掘出来
，并给予适当的评价，为区域医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前驱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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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见于《天元纪大论》，为岐伯所述者，见于《五运行大论》也。
如天符刺法、脉法、脉要、阴阳、传热论、本论、从容、奇恒，《内经》诸论多引之，皆千古经法之
遗也。
而所谓大要者，岐伯引之尤多。
惟是二皇之书，后世失其原本，故自《汉书》以后志方技者皆以《内经》为首。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孙事伦尽管有着丰富的医学文献知识，但并没有学到其师全祖望的考证功夫，
轻易地相信了《内经》中所谓的“羲农时所遗经论”。
《医语》之失就在于他过于相信了《内经》等书所记的所谓上古医事。
不过谈到《内经》的宗旨，孙事伦倒是颇能找词儿的。
医者问日：“《内经》千言万语，其要果安在欤？
”作者回答说：“‘无盛盛，无虚虚’，此二言者，《内经》之总龟也。
盖即所谓实者泻之，虚者补之，虚实辨而医之道思过半矣。
”这一回答倒也颇能概括中医学的精髓所在，不谓无见。
医案是患者情况与治疗经过的记录，关于其源流，孙事伦这样说：“杭大宗谓太史公传淳于意、陈寿
传华佗、李延寿传徐文伯，即可为诸人医案。
予谓《周礼》医师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则必使书其所治之病症，所用之方药，为得为失，昭然
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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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宁波中医药文化史》是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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