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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国家组织编写并审定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从初版迄今已历二十余年。
其间曾进行了几次修改再版，对系统整理中医药理论、稳定教学秩序和提高中医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但随着中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原有教材已不能满足并适应当前教学、临床、科研工作的需要。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促进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卫生部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高
等中医院校中医药教材编审会议。
首次成立了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组成32门学科教材编审小组。
根据新修订的中医、中药、针灸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修订了各科教学大纲。
各学科编审小组根据新的教学大纲要求，认真地进行了新教材的编写。
在各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贯彻了一九八二年四月卫生部在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
育工作会议”的精神，汲取了前几版教材的长处，综合了各地中医院校教学人员的意见；力求使这套
新教材保持中医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正确处理继承和发扬的
关系；在教材内容的深、广度方面，都从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出发，注意符合教学的实际需要和具有
与本门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水平；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
；同时又尽量减少了各学科间教材内容不必要的重复和某些脱节。
通过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和全国中医院校的支持，新教材已陆续编写完毕。
本套教材计有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内经讲义、伤寒
论讲义、金匮要略讲义、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妇科
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医伤科学、针灸学、经络学、腧穴学；刺灸学、针灸治疗学、
针灸医籍选、各家针灸学说、推拿学、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中药化
学、中药药理学等三十二门。
其中除少数教材是初次编写者外，多数是在原教材，特别是在二版教材的基础上充实、修改而编写成
的。
所以这套新教材也包含着前几版教材编写者的劳动成果在内。
教材是培养社会主义专门人才和传授知识的重要工具，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才的培养。
要提高教材的质量，必须不断地予以锤炼和修改。
本套教材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因而殷切地希望各地中医药教学人员和广大读者在使用
中进行检验并提出宝贵意见，为进一步修订作准备，使之成为科学性更强、教学效果更好的高等中医
药教学用书，以期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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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各家学说(供中医专业用)》是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的一册。
本套教材有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医外科学、中药学、方剂学、内经
讲义、伤寒论讲义、金匮要略讲义、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儿科学
、中医妇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医伤科学、针炙学、经络学、腧穴学、刺炙学、针
炙治疗学、针炙医籍选、各家针炙学说、推拿学、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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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1、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2、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3、学术争鸣在祖国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各论4、伤寒学派5、河间学派6、易水学派7、攻邪学派8、丹溪学派9、温补学派10、温病学派11、其
他著名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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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0.4.1  创立卫气营血辨证、阐发温热病病机吴又可创温疫邪伏募原之说，余霖创温疫邪留于胃，布散
于十二经之说，叶天士根据自己的诊疗实践，在河间理论的影响下，仍从表里以分辨温病，将其概括
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创立了卫气营血的辨证方法。
吴又可之温疫说，虽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并在学术上有一些独到见解，但不可否认，其学说有他一定
的局限性，对于湿热疫邪为病辨证施治较为合拍，而对于温热疫邪为病则嫌不足。
因此，余霖又创立了清瘟败毒饮来治疗温热疫，虽在当时取得一定疗效，但对温病发展的不同阶段，
不同的病症表现，如何辨证治疗，亦缺乏系统而全面的认识。
总之，二家虽为温病的发展各作出不同的成绩，但其学说均不十分成熟。
叶桂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细心研究温病的发展变化规律，在他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丫自
己一整套认识温病的理论，并总结出治疗的法则。
首先，他接受了吴又可温邪从口鼻而人的观点，并观察到温病初起有表证阶段的存在，根据肺主卫、
外合皮毛的理论，提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的认识，并根据表证不解又有人里或热扰心神的不
同表现，得出了“卫之后方言气”、“逆传心包”的看法。
气分里证不解，亦可扰及心营，进一步可以动血耗血，叶氏又总结出在卫分气分证之后，可发展为营
分血分诸证，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将温病学的理论形成系统，补充与发展了《伤寒论》治疗外
感病的辨证方法，为后世医家所公认。
不仅如此，叶氏在临床实践过程中，还总结出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人营犹可
透热转气”、“人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奠定了温病的治疗大法。
除此之外，他对于邪犯肺卫，有挟风挟湿之不同，治疗要辛凉宣透的主张；对于温病不燥胃津，必耗
肾液的观点；对于湿热病的治疗，清凉之品只能用到十分之六七的经验；对于治疗湿热交蒸而阳气被
遏，成为蒙闭之势者，要用“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方法；对于温病中“气病有不传血分，而
邪留三焦”的认识，等等，都是具有卓识的宝贵经验，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叶桂以前，虽有不少医家致力于温病学的研究，但均不及叶氏的理论认识之完善，直至今日，他的
理论认识与临床治疗经验，仍被临床所证实，卫气营血的辨证方法被后世医家所沿袭应用，邪留三焦
的认识，被吴瑭发展为三焦辨证，他医案中的不少处方，被吴瑭总结成温病治疗的代表方剂。
所以，叶桂被后世称之为温病大家。
温病学发展至叶桂，已经成熟与大体完善。
10.4.2  重视辨舌验齿，充实温热病诊断温热邪气既踞于里，或损心营，或伤胃津，或耗肾液，或为正
虚，或为邪盛，于舌于齿，都有一定变化，叶氏一生临床，经验丰富，在察舌验齿方面，尤有匠心，
总结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诊断经验，且于临症有较高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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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中医各家学说》是中医专业中反映历代中医学成就，具体阐述医学家的学说及其经验的一门后
期提高课程。
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学习了中医学科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与掌握中医历代著名医家的学术思
想、学术成就和主要医学流派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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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各家学说(供中医专业用)》是中医专业中反映历代中医学成就，具体阐述医学家的学说及其经
验的一门后期提高课程。
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学习了中医学科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与掌握中医历代著名医家的学术思
想、学术成就和主要医学流派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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