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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药学历史悠久，理论独特，疗效卓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体系，在世界医学中，也独树
一帜。
中医药学术的继承、创新始终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核心任务。
在21世纪，中医药学要现代化、国际化，其前提则是对前人理论和经验的继承。
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如果不能很好地继承，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因此，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很好地发扬。
　　中医药理论、经验的传承，或以文献文物为载体，或以延绵不断的师承授受为主要方式。
张老启蒙于四书五经，文史根底深厚，而后由儒而医，理论、实践密切结合，治疗经验独到，被中医
界誉称“活辞典”。
现先生已至耄耋之年，上承家传师授、下积70年的临证、教学及科研实践经验，更为难得的是，至今
仍坚持临证不辍。
因此，整理张老的临床经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吾有幸自弱冠起，即侍诊张师，后又接受高等教育，相继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其间对张老学术
经验的整理及学术思想的研究从未间断，随着研究的深入，体会亦日渐深刻。
蒙先生厚爱，承担了张老学术思想经验的整理工作，无论是张老早年的读书札记，还是晚年的手稿，
可谓字字珠玑，足以启迪后学，张老拳拳中医之心，亦跃然而出。
　　1957年，张老在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山东中医学院前身之师资班）任教，曾作新汉宫月一阕：
“和风时雨天，湘帘高卷，美丽远景在面前。
向科学进军号角，鼓舞了挖掘遗产，医界齐腾欢。
人人齐努力，个个跨征鞍，红光普照到人间。
”今日读之，仍觉心潮澎湃。
承此整理工作，深感责任重大，惟求勉力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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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志远先生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长期从事中医各家学说教学和临床工作，医术精湛，名冠一方。
本书由追随其10余年的门人整理，围绕临床选材，分医理阐发、用药经验、验方效方、临床治疗实践
录、读书临证札记五部分，突出反映了张志远先生独特的学术思想及宝贵的处方用药经验，所论扎实
具体，珠玑满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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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国庆，生于1975年，浙江温岭人，双医学博士生（中医内科学、西医神经病学），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
现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栓病分会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脑保健专业
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151人才工程培养人选，浙
江省中西医结合脑血管病重点建设专科后备学科带头人，温州医学院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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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医理阐发　　第一节　玄府学说　　玄府一词始见于《内经》，原指汗孔。
金代刘河间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借用“玄府”之名，发展《金匮要略》“腠理”之说，创造性地
提出了一种新的学说，即以无物不具的“玄府”作为无处不到的气机升降出入活动的结构基础，是中
医学对人体组织结构认识的一种深化。
玄府学说在明清时期得到发展和完善，表现为眼科玄府学说的形成。
玄府学说在清代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周学海《形色外诊简摩．舌质舌苔辨》中的“细络’’说，明确指
出细络即玄府。
张老认为玄府是中医学经络系统中细小孙络的进一步分化所形成的一种细络系统，能直接渗灌气血于
组织器官，且能双向流动，五官、四肢百骸、脏腑器官、神明意识活动等均依靠其来得到气血渗灌，
在人身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玄府学说作为中医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在指导中医临床诊疗中发挥着不可或缺、日益显著的作用，
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临床意义。
　　一、中风病玄府说　　中风的病机关键在玄府闭塞，气血不通，神机不遂。
如刘河间云：“由于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
，筋骨不用，而卒倒无所知也，是为僵仆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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