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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程雅君编著的《中医哲学史》(第二卷魏晋至金元时期)是中医和中医哲学进入多元互动、“百家争鸣
”的时期，传统中医哲学以儒为魂、以道为体、以释为用，金元四大医家的思想已经表现出“三教合
一”的趋向，促成了“三教合一”中医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

《中医哲学史》共有四卷：第一卷先秦两汉时期；第二卷魏晋至金元时期；第三卷明清时期；第四卷
近现代时期。
分卷分期的依据，请见中国哲学史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老师为拙作所赐之《序
》。
整套《中医哲学史》的规划，一直得到方克立老师的悉心指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心川老师、罗希文老师、胡孚琛老师、刘瑞祥老师、高翔老师、朱葆伟老师、柯
锦华老师、刘长林老师、王葆玄老师、冯国超老师、陈静老师、张利民老师、张南老师、陈其／一老
师、陈霞老师、周勤勤老师、魏长宝学长等，科技部的贾谦老师、张超中学长等，北京师范大学的沈
湘平学长等，四川大学的赵昌文老师、徐开来老师、卿希泰老师、詹石窗老师、李刚老师、张钦老师
、李知恕老师等，巴蜀书社的侯跃生老师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予我以启悟，给我以勇气。
正可谓“常念师恩深重处，正逢学海苦航时”。

本课题创新团队主要成员有：冯国超(中国社会科学院)、沈湘平(北京师范大学)、尹邦志(西南民族大
学)，程雅群(西昌学院)。

虽然如此，限于学力，错谬在所难免。
《中医哲学史》是需要一辈子做的学问，真诚希望能与同道交流。
后二卷将陆续推出，恳请前辈大德能及时不吝指教，是为挚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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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雅君，男，1973年1月生，安徽安庆人。
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四川大学哲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
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出版二十万字。
《金元四大医家与道家道教》与近五十万字《医道还元注疏》。
负责《中医哲学史（道医卷）》（纵向课题）、《中医哲学史（先秦两汉时期）》（四川大学重大课
题）、《道教药物学》（横向课题）三项，亦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明清道教养生文化研究》。
曾获得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人才基金资助一次，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一次。
学术专长：中医哲学。
2004年7月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工作。
职称：副研究员。
硕士导师是中医医史文献大家，成都中医药大学宋兴教授；博士导师为消化病与风湿病大医，成都中
医药大学王再谟教授。
一期博士后合作导师为宗教学大家，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李刚教授；二期博士后合作导师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胡孚琛、罗希文两位研究员。
胡老师是“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罗老师是“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首席专家，“中国哲
学史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在人文上，私淑方克立老师、黄心川老师、朱葆伟老师等等。
众多大德的教导，构建了作者基本的学术良心和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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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第一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医学(公元220-581年)
鉴古之风三教三源流三玄三道妙
观今之论一医一说法一药一复方
第一节医政制度、医家传记与医学著作
一医政制度
二医家传记
三医学著作
第二节医学理论与临床
一理论研究
二临床进展
第三节中药学与养生学
一中药学研究
二养生学研究
第四节少数民族医学与中外学术交流
一少数民族医学
二中外医学交流
第二章魏晋玄学与医学
服散伤身自古知医求甚解
重玄误国从今论道莫空谈
第一节魏晋玄学概论
一何晏、王弼
二嵇康、阮籍
三郭象
第二节玄学对医学的影响
一玄学的“物化”——寒食散
二医学家的哲学思想——王叔和的《脉经》
三玄学家的养生思想——嵇康的《养生论》
第三节裴颁、欧阳建
一裴颁、欧阳建
二杨泉、皇甫谧
第三章隋唐五代医学(公元581～960年)
盛世隋唐新修本草安天下
大医思邈备急千金济众生
第一节医政制度、医家传记与医学著作
一医政制度
二医家传记
⋯⋯
第四章道教与中医学
第五章佛教与中医学
第六章唐宋儒家等与中医学
第七章魏晋至隋唐著名医家的中医哲学思想
第八章两宋时期医学
第九章理学和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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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气学和中医学
第十一章辽夏金元时期医学
第十二章中医哲学从“道”向“三教合一”的嬗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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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与汉代“五毒方”相近似。
宋代文学家杨亿，曾在笔记中记述了宋人按郑玄法合药治愈疮疡的事例。
可见“五毒方”通过方书记载或口耳授受，不绝如缕地流传下来。
《刘涓子鬼遗方》等外科专著中，很少使用炼丹产物。
随着服丹中毒事故的不断发生，人们对丹药内服的方式产生了怀疑和恐惧，而对外用丹药治疗外科疾
患的疗效和安全程度却给予了越来越充分的肯定。
一些外科专著及综合性医书的外科篇卷中，都大量记载了丹药的制备方法和临床应用，外科成了丹药
的主要用武之地，炼制外用丹药成了炼丹术的主流。
根据丹药的烧炼方法和化学组成，可把众多丹药配方分为氧化汞类（如红升丹）、氯化汞类（如白降
丹）、硫化汞类（如太乙小环丹）以及其他杂类四大类型。
目前各类丹药仍被用于骨髓炎、骨结核、淋巴结核等，在外科临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战乱频繁时期，骨伤科疾患更多见，从而积累了临床经验，促进了骨伤
科诊疗技术的进步。
葛洪所著《肘后救卒方》中，在世界上最早记载了下颌关节脱臼手法整复方法：“令人两手牵其颐已
，暂推之，急出大指，或咋伤也。
”书中还首先记载用竹片夹板固定骨折：“疗腕折、四肢骨破碎及筋伤蹉跌方：烂捣生地黄熬之，以
裹折伤处，以竹片夹裹之。
令遍病上，急缚，勿令转动。
”②他论述了开放性创口早期处理的重要性，指出金疮伤口因污染水或异物导致“肿痛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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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哲学史(第2卷):魏晋至金元时期》是由巴蜀书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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