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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感热病学是中医学领域里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学术体系，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学科。
要正确认识这种学术创新，就必须把中医外感热病放在与西医对比的参照系里进行比较，或者放在世
界大科学的背景里进行考量，这样才会看到中医外感热学的进步，才会了解中医外感热病学的巨大成
就。
　　所有的外感热病都有一个过程，起点都是发热，而终点各有不同，或愈或死，或康复或残疾，病
人经历的过程有千万个不同，患者体内的物理化学过程也非常复杂。
中医学智慧地提出来几套辩证论措施，经过历史沉淀，即将走向统一。
这个统一的过程，就是外感热病诊治规律提炼的过程，也是指导思想、行为模式转化的过程。
历史上外感热病每一次转化，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业绩，都体现出学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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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医外感热病的历史与现实创新反对中医的人士，强加给中医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是说中医
从来不进步，也没有找到进步的方法。
这完全是对于中医的误解与攻击。
自古以来中医学一直以它特有的方式发展着，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
我们在这里就是以中医外感热病学说为例，看一看中医在诊治传染性、感染性疾病过程之中的发展与
创新，阐述中医对中国和世界人民卫生事业已经作出的贡献，以及将来巨大的潜在价值。
第一节　中医诊治模式转化与学术创新“赛先生(科学)”来到中国已经一百多年，科学的中国化过程
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时刻，国家又提出自主创新战略，中医药在其中的地
位与作用，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到目前为止，人类只消灭了一个疾病“天花”，依靠的是中医的原始创新，而不是抗生素，更不是靠
解剖、生理、病理、微生物知识。
中医所开创的免疫学原理，也是控制其他传染病的法宝，免疫技术就是依靠预防接种“疫苗”。
而“疫苗”的科学原理与实用技术的原始创新，起源于中医，而后传向世界，造福于人类，它是中医
免疫科学思想哺育出来的实用技术。
后面我们还要展开叙述，在这里先从科学创新谈起。
从引进到自主创新的战略转变。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引进科学技术，并且做了不少消化吸收、进一步再创新的工作，取得了明
显的成效。
从废科举兴学校，到建立门类比较齐全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国走过了百年曲折道路。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加快引进、消化、吸收科学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中国的经济大步前进，国家实力和地位空前提高。
人民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之后，健康医疗、社会民主、平等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成为了新的
课题。
这些问题只能靠自主创新去解决，而不能靠引进国外的现有模式完成。
因此，自主创新的问题就逐渐成了今后发展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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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病新论:从热病诊治沿革看中医的发展》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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