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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为了系统、深入学习温病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原中医研究院）从1978年招收首届研究生起，就选择
了被誉为“温病四大家”之一、吴瑭的《温病条辨》作为温病学的代表性著作进行研读。
《温病条辨》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部古医著被列为研究生的专业必修课，至今
已三十余年。
　　为了帮助研究生研读《温病条辨》，了解和学习温病学的学术成就与现代发展运用，20世纪80年
代初，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先后聘请了多位在温病学研究、教学和临床诊治方面卓有成就的著名中医
学家、教授作了多次专题学术报告。
其中有：董建华、赵绍琴、方药中、潘澄濂、孟澍江、黄星垣、邓铁涛、米伯让、高辉远、朱良春、
王伯岳、时振声等。
报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温病学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问题和温病学的现代研究、发展与运用。
其中如：伤寒与温病学派之争、伏邪学说、卫气营血研究、中医急症、中医对若干急性传染病的诊治
经验、方药运用、《内经》中有关温热病的论述及对温病的预测、《温病条辨》研究等等。
《温病汇讲》就是在收集、记录、整理上述学术报告的基础上编著而成。
内容丰富翔实，而且对临床具有广泛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书第一版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此次受人卫社委托，将书稿重新审读
，并做适当修改。
对书中提到犀角等药，现临床已禁用，但为保留原貌本书未作修改，仅供读者参考。
另外，本书所引用的病例，大都是20世纪70～80年代，故某些实验室检验值单位与现在不符，为保留
原病例，未作换算；书中引用古籍原方，为保留原貌，药物剂量单位未作换算，请读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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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温病之说，源于《内经》。
后世中医学论著中，亦代有论述，不断有所发展。
至清以后，温病学家名家辈出，著述如林，于此形成了温病学派。
在温病学的诸多论著中，吴瑭所著的《温病条辨》一书，系统地、完整地、有创见地论述了温病的辨
证论治规律，并熔诸家之精华于一炉，是一部集大成的温病学专著。
因此，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在研究生系统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的过程中，选取该书作为系统学习中医温
病学说的教材，列入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之一。
    在辅导研究生学习《温病条辨》的过程中，为了帮助研究生学习研究中医温病学的发展和成就，了
解和学习当代温病学说在理论研究和临床运用方面的成果，我们组织了多次有关温病研究的专题学术
报告。
报告人绝大多数是国内以研究温病闻名的专家、教授、学者，也有少数是在温病科研、教学、临床方
面有较深体会和实践经验的中年骨干。
在这些专题报告中，有的就温病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有的就温病学说中的某一个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有的在运用温病学说治疗某些急性传染病方面进行了经验总结，有的对温病学说的近代研究
方面进行了报道，有的对伤寒与温病学派之争进行了讨论，内容十分丰富。
为了给温病学说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参考资料，我们将上述专题报告的讲稿加以整理，并经本人同意和
审阅，汇编成册，命曰《温病汇讲》，以期对继承发扬中医温病学的学术成就并进一步开展中医急症
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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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论中医学对于急性传染病韵一般认识  ——兼评伤寒与温病学派之争温病特点、范围及其临床鉴别叶
天±温病学说的探讨“在卫汗之可也”并非应用汗法论“到气才可清气”论“入营犹可透热转气”温
病卫气营血研究的概况温病学的学术成就及其继承发扬扬长补短推陈出新吴瑭《温病条辨》评介《温
病条辨·原病篇》试解伏邪学说及其评价对温病学中有关问题的讨论清法和下法在温病临床中的具体
运用“通利疗法”在温热病中的应用养阴生津法在温病领域中的应用论阴精实质及养阴法则的临床运
用《温病条辨》代表性方剂的分析紫雪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三方临床应用的体会中医治疗热病急
症的经验内科急症应用六神丸的探讨中医内科急症治疗研究概况对湿温证治的临床体会治疗湿温病的
体会试论小儿湿热病证《温病条辨》痹、疸、疟论（讲课提纲）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辨证论治的体会
中医对钩端螺旋体病的认识和防治中医对流行性出血热的认识和防治运用温病学说治疗小儿肺炎温病
医案选讲统一寒温辨证体系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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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医对于急性传染病认识很早，公元前14世纪甲骨文上就已经有“疟疾”等传染病的记载，《周
礼》和《礼记》中也记述了多种疫病以及一些“逐疫”的方法。
我国古代医学文献自《内经》、《伤寒论》至以下历代医学论著，对于急性传染病，也代有发挥，不
论是在急性传染病的病因学和病机学认识方面，或者是在临床诊断治疗和对传染病的预防方面，都有
很多卓越的见解和有效的防治经验，内容丰富多采。
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是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的最早专著，金元以前历代医家基本上都是以《伤
寒论》为基础来对各种急性传染病进行辨证论治。
金元以后，特别是在清代温热学派形成以后，不少温热学家，反对以伤寒法治疗温病，这就掀起了伤
寒和温病之间的学派之争。
这个争论，持续了几百年，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对现代医学的同一种传染病，例如“流行性感冒”或“大叶性肺炎”，伤寒家认为是伤寒，温热家则
认为是温病，立论既不相同，治法也迥然各异，而结果却往往又都有一定疗效，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
多歧之惑。
因此，如何正确理解中医对于急性传染病的一般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伤寒与温病学派之争，使伤
寒与温病学派能在中医理论基础方面相互取长补短，统一起来，这是在当前发掘继承整理提高中医药
学中的一个十分有意义并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为此，作者不揣谫陋，特撰本文，试就上述问题提出个人的意见，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指正和批评。
第一、中医对于急性传染病的病因学认识中医对急性传染病的认识，从文献资料上看记载很早。
早在三千年前殷商时代甲骨文卜辞中就已经有疫病流行的记载。
不过从甲骨文卜辞中所述的内容来看，当时殷人把疫病的发生和流行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天降”，
或由于已故祖先对自己的“惩罚”，如甲骨文中记载：“武丁疾身，唯妣及它”，“武丁病齿，上帝
可赐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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