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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与智慧的结晶，有着数千年悠久的
历史和辉煌的成就。
肇自岐黄，源流近现代，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防病治病、保健养生的方法（邓：科学）。
近代国运衰殇，列强入侵，西学东渐，建立在解剖学与生理学基础之上的西方医学，亦随之传人中国
，与中国固有的传统医学发生了碰撞与交融。
民国时期是我国社会与意识形态嬗变的一个时期，我国医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日益激化的
中西医学论争中，因西方医学生动清楚，病原可见，病理可查，而中医学植根于中华文化，为天人相
应之整体观的复杂性科学，理论渊深。
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影响下，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学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认为中医学已落后
于时代，是玄而无据的骗人把戏，故主张以西医彻底取代中医。
引致废止中医的思潮此起彼伏。
不断地摧残、侵蚀着有几千年优良传统的中医学的根基。
这股反动逆流亦曾制造各种障碍阻挠中医学术的传承与发展，甚至公然企图以行政手段消灭中医。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学人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从联谊请愿到宣传
呼吁，从著书弘道到撰文辩驳，从办医刊建学校到函授课徒，这些中医学界的领跑者，好像一面面的
旗帜，砥柱中流，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申斥与抗争难以计数。
古老而又青春的中医学虽然经历了历史上最为艰难的岁月，但从中也获得了学术创新与发展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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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陆渊雷医书合集》内容简介：陆渊雷为近现代医家（1894-1955年）。
字彭年，江苏川沙县人。
自幼聪颖，攻习经学、小学、天文、历算，于医学亦多所涉猎，尝师事恽铁樵，并协助其举办函授学
校，又执教于上海多所中医院校。
后又与徐衡之、章次公等人创办上海国医学院，自任教务长。
后又任学术整理委员，并创刊《中医新生命》及遥从（即函授）部。
1949年后，又历任上海市卫生局中医顾问、中医学会主任委员等。
陆氏在学术上参汇中西两种医学，为近代中西医汇通学派之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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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现代文章研究中医新论汇编陆氏论医集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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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陆渊雷（1894－1955），名彭年，江苏沙县（今上海市川沙县）人。
早年师从朴学大师姚孟醺治经学、小学，通诸子百家，工书法、金石，熟悉近代数、理、化、天文等
近代科学，尤精于天文历算，并通晓英、法、德、日诸国文字。
1919－1925年先生曾执教于多所大中院校，讲授天文、航海、国学等，授课之余，研习中医学术。
其父震甫公，亦儒亦医，故陆氏早年就阅读古医籍，早岁问学于章太炎先生，1925年师从恽铁樵先生
，并协助创办函授学校。
1927年悬壶沪上，1928年先后任教于中医专门学校和上海中国医学院，1929年，与徐衡之、章次公一
起创办上海国医学院，聘请太炎先生为院长，自任教务长。
1932年办遥从部，创办《中医新生命》杂志，1931年后任中央国医馆常务理事，学术专任委员会委员
等职。
一直致力于整理和发扬中国医学，著述甚多，有《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陆氏论医籍
》、《中医生理术语解》、《生理补正》及《病理补编》等。
丹波氏云：温针，诸注欠详。
王纶《明医杂著》云：问：近有为温针者，乃楚人法，其法，针于穴，以香白芷作圆饼，套针上以艾
蒸温之，多取效。
答：古者针则不灸，灸则不针，未有针而加灸者，此后人俗法也。
此法行于山野贫贱之人，经络受风寒致病者，或有效，只是温经通气而已。
仲景楚人，此岂古温针之遗法耶。
柯氏云：坏病者，即变证也。
若误汗，则有遂漏不止、心下悸、脐下悸等证；妄吐，则有饥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等证：妄
下，则有结胸痞硬、协热下利、胀满清谷等证；火逆，则有发黄清血、亡阳奔豚等证，是桂枝证已罢
，故不可更行桂枝汤也。
桂枝以五味成方，减一增一，便非桂枝汤，非谓桂枝竞不可用。
丹波氏云：坏，成氏读为古坏切，云为医所坏病也，乃似于义不稳，有太阳病为医所坏，转为少阳、
为阳明者，则不得谓之为坏病也。
《巢源》云：或已发汗吐下，而病证不解，邪热留于腑脏，致令病候多变，故日坏伤寒。
《外台秘要》引文仲云：伤寒八九日不差，名为败伤寒，诸药不能消。
又引《古今录验》云：伤寒五六日以上不解，热在胸中，口噤不能言，唯欲饮水。
为败伤寒，医所不疗。
《千金方》作坏伤寒，所谓败伤寒，盖是坏败之义。
即坏病耳，当互证也。
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
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不知者。
伤寒因皮肤汗腺及浅层动脉之紧张，热血不得达于肌表，故恶寒而脉紧。
紧者紧张，与弦脉稍近，非急速之谓。
中风反之，故恶风而脉缓。
恶风由肌腠疏松，不耐风袭之故。
脉缓谓宽柔，非谓迟缓。
伤寒之体痛，亦因发热汗不出所致（详二卷三十六条）。
呕逆则为兼见之或然证，非正证，然亦可见正气有上逆之势焉。
成无己《明理论》云：恶风则比之恶寒而轻也。
恶寒者。
啬啬然憎寒也，虽不当风而自然寒矣。
其恶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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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常居密室之中，帷帐之内，则舒缓而无所畏也，一或用扇，一或当风。
淅淅然而恶者，此为恶风也。
丹波元简《伤寒论辑义》云：人之感邪气，其表虚泄而汗出者，名为中风，其表实闭而无汗者，名为
伤寒。
其实，受邪之风寒，不知果何如，只就其表虚表实，有汗无汗，而立其目，以为处疗之方耳。
故不日此伤寒也，此中风也，而下名为二字，其意可自知也。
渊雷案：风与寒皆为六淫之一，古人以为外感病之病原。
考其实际，风乃空气流动之现象，寒乃人体之感觉，初非真有一种物质名风名寒者，人而客于人体也
。
所以名为中风，名为伤寒，亦自有故。
《内经》之法，以寒属冬，以风属春，春主舒散，冬主敛藏，此固征诸外界事物而可信者也。
热病之无汗者，肌腠收缩，有似乎冬之敛藏，且大多数发于冬日，故名之为伤寒。
其有汗者，肌腠疏缓，有似乎春之舒散，且大多数发于春日，故名之为中风。
《伤寒论》虽非《内经》嫡胤，要亦有其因袭之处，后人误以为真有风寒之邪。
入而客于人体，非但违背事实，抑亦不知古人命名之意矣。
此两条。
言太阳病又分中风、伤寒两种，即所谓子目也。
此所谓中风。
绝非猝然倒地、口眼喁斜之中风，此所谓伤寒，亦非书名《伤寒论》之伤寒。
猝然倒地之中风是脑病，此中风是外感热病，犹俗所谓伤风耳。
书名《伤寒论》之伤寒，是广义的，包括多数急性热病而言，此伤寒是狭义的，亦是外感热病。
故《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
”《难经》虽系伪书，然伤寒之中又有伤寒，即是广义狭义之别。
可见伤寒之名，自古相传有广狭二义也。
夫俱名中风，而有迥然不同之两种病，俱名伤寒，而有广狭不同之两意义。
虽似漫无准则，但此等名称，有长时间之历史沿革，若欲率然重为订定，则尚非易易也。
中风与伤寒，皆是太阳病，故皆见脉浮发热恶寒之证。
太阳既必脉浮，可知中风之脉缓，是浮而缓，伤寒之脉紧，是浮而紧也。
抑缓之与紧，是脉象，是指端之触觉，初学者骤难辨析。
凡鉴别诊断，当取显然易见之证候，故中风伤寒之鉴别法，不在脉之缓紧，不在热之已发未发，不在
恶风恶寒之异，不在体痛呕逆与否。
而在病人之有汗无汗。
且缓脉常与自汗并见。
紧脉常与无汗并见。
中风条固明言汗出，伤寒条则未言无汗，然而知其无汗者，以其言脉紧也。
凡无汗之病人，其皮肤必干燥，若皮肤略觉潮润，或时时微汗出，即为有汗。
中风伤寒，皆因抵抗病毒而发热。
发热者体温过高，不适于生活。
于是出汗以放散其热。
是中风虽已发热，而调节体温之机能，犹未失生理常态也。
伤寒则发热而不汗出，此必因毒害性物质影响，使皮肤汗腺失其调节之职，有以致之，故伤寒之毒，
当盛于中风。
临床上，伤寒之热度，亦高于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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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陆渊雷医书合集》：陆氏学识广博，蜚声医界，提倡中西医汇通，对仲景学说能“用古人之法，释
以今日之理”，且推陈出新.疗效显著。
陆氏著有《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等书，以近代医学评述医经，独具见解。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陆渊雷医书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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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