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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药学是独具中国特色、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整合医学，继承创新、我主人随、弘扬其原创思维与原
创优势，服务人类健康，我们责无旁贷。
发展对外中医药教育事业是向世界传播、弘扬中华民族这一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渠道。
晚近，到中国学习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生中，学习中医中药的留学生数量一直名列前茅。
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渴望来华接受正规的中医学历教育，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医药学。
大批外国留学生、进修生学成归国后，将学到的知识广为辐射、传播，对扩大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影响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鉴于东西方地域、文化、语言、接受习惯等差异，带来交流上的障碍，而中医理论的深奥古朴，也给
留学生的学习带来一定的制约，确实需要编写一套为留学生学习，适教适学的中医药对外教育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此次邀我为这套中医药对外教育教材作序，我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容推卸。
读过整套教材的策划思路及部分书稿，发现这套教材在内容、形式上有许多新颖之处：譬如以大量直
观、形象的图表形式来诠释中医基础理论；以典型案例和操作实例来梳理辨证思路，演示中医技法，
提炼中医临证精髓；充分考虑留学生地域、文化、语言、接受习惯的差异，舍繁就简，文字通俗易懂
又不失中医本色；注重留学生中医整体思想和辨证论治思维方式的培养，密切联系临床实践；还有吸
收了中医中药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医名词术语更为规范化，中医英文翻译参照了更为
严格的标准。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队伍均为活跃在对外教育教学、临床一线的学术骨干，他们的教学经验得以充分
体现，也是培养人才的过程。
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将促进中医药对外教育教材建设不断完善、发展，使其逐步走向成熟。
为推动中医药事业真正走向世界，不断提高学术地位而努力，为生命科学与医学科学的进步做一份有
力度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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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方剂学是研究方剂组方原理、配伍规律及临证运用的一门学科，是联系中医基础与临床各科的纽
带与桥梁。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总论重点介绍方剂学发展概况、方剂的组方原则，以及方剂与治法的关系、方剂的分类方法、方
剂的剂型种类、方剂的用法等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
下篇各论依据以法统方的原则，按功用将方剂分为解表、泻下、和解、清热、温里、补益等章节。
每章后有思考题便于学生复习。
　　本书文字精练准确，行文流畅，逻辑严谨，立足中医传统理论，坚持“三基”教育思想，突出配
伍规律及中医辨证思维为特色，加大了配伍特点与临证加减运用内容，注重学生临床技能和综合素质
的提高。
 　　本书供接受中医药教育的海外学生（包括接受学历教育的学生及各种短期班学生）及国内接受双
语教学的学生使用，同时也是中医出国人员进行中医药国际交流的重要工具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方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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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方剂的起源与发展方剂是在应用单味药物治疗疾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了药物，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认识到几味药物配合
应用比单味药的疗效要好，从而逐渐发展成为方剂。
现存最早记载方剂的医书，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一部帛书（残卷），专家推测其成
书年代要早于《黄帝内经》。
原书无名，在目录之末有“凡五十二（病）”字样，全书共分五十二题，每题记载了治疗一类疾病的
药方，少则一二首，多则二十余首，现存医方共283首，据此马王堆帛书小组将该书命名为《五十二病
方》。
该书有方无名，其中部分药名后世未见，但已展示了方剂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书成，在这部最早的中医理论经典著作中，已记载辨证、治则、治法、
组方等理论，确立了组方原则、组方体例，并收载方剂13首，同时还见有汤、丸、散、膏、丹、酒等
剂型，为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后经王叔和整理，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
前书载方113首，后者载方262首，去其重复，共收载方剂314首。
其中绝大部分方剂组织严谨、用药精当、疗效卓著，后世称其为“经方”。
该书创造性地将理、法、方、药融为一体，而成为“方书之祖”。
晋唐时期，东晋的葛洪收集价廉、易得、有效的民间单方、验方，编成《肘后备急方》以备临时急用
。
唐代孙思邈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编撰《备急千金要方》（载方5000余首）及《千金翼方》（载
方2900余首）。
其后，王焘经数十年搜集视为“秘密枢要”的医方，编著《外台秘要》（载方6000余首），保存了《
深师》、《集验》、《小品方》等众多方书的部分内容，以上诸书，均是研究唐以前方剂的重要文献
。
宋代由翰林医官院组织编著的《太平圣惠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写的方书。
全书共100卷，载方16834首。
该书首详诊脉辨阴阳虚实法，次叙处方用药的法则，然后按类分叙各科病证，随列诸方，主治详明，
是一部临床实用的方书。
《圣济总录》是继《太平圣惠方》之后由政府编写的又一方书巨著，全书200卷，载方近20000首，系
征集当时民间及医家所献验方和“内府”所藏秘方汇编而成，概有内、外、妇、儿、五官、针灸、正
骨各科，内容极其丰富，是方剂文献的又一次总结。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代官府药局收集名医高手效秘之方，下太医局试验，经增补共载方788首，
而后颁行全国。
它是由政府编制的第一部成药药典。
金元时期，四大医家的出现，各自将其学术思想融入其代表著作之中。
刘完素善用寒凉，著《宣明论方》；张从正擅长攻下，著《儒门事亲》；李杲长于补土，著《脾胃论
》；朱震亨力倡滋阴，著《丹溪心法》，这些著作对方剂都有各自的创新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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