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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沙涛主编的《医古文》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为文选，选注医学及与医学相关的古文44篇，包括医家传记、医论、医著序文、医案医话、医书
凡例、医书提要及医经校记等，以语言规范、词汇丰富、医理清楚为选文原则，并顾及历版教材的传
统篇目，以求具有连贯性；按体裁分为4个单元，医家传记（1～10课）、医论（11～25课）、医著序
文（26～36课）、杂著（37～44课）。
每篇文章的正文前都有一个“提示”，扼要说明所选版本、作者生平、著作内容及选文的内容。
本教材的“提示”是每一篇、每章的学习要点，并提供与所属篇章相关的阅读素材，注重检验词语解
释、文章理解、翻译、句读及有关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下篇为古汉语基础知识，内容包括汉字、词汇、音韵、语法、训诂、句读、今译、文意理解、古代文
化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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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文选
一、秦医缓和
练习题
二、扁鹊传
练习题
三、华佗传
练习题
四、皇甫谧传
练习题
五、钱仲阳传
练习题
六、孙思邈传
练习题
七、丹溪翁传
练习题
八、李时珍传
练习题
九、徐灵胎先生传
练习题
十、东垣老人传
练习题
十一、宝命全形论
练习题
十二、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
练习题
十三、养生论
练习题
十四、大医精诚
练习题
十五、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书
练习题
十六、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
练习题
十七、阳有余阴不足论
练习题
十八、医俗亭记
练习题
十九、诸家得失策
练习题
二十、病家两要说
练习题
二十一、不失人情论
练习题
二十二、秋燥论
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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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鉴药
练习题
二十四、用药如用兵论
练习题
二十五、与薛寿鱼书
练习题
二十六、《汉书·艺文志》序及方技略
练习题
二十七、《伤寒论》序
练习题
二十八、《黄帝内经素问注》序
练习题
二十九、《备急千金要方》自序
练习题
三十、《外台秘要方》序
练习题
三十一、《良方》自序
练习题
三十二、《本草纲目》原序
练习题
三十三、《医方集解》序
练习题
三十四、《类经》序
练习题
三十五、《串雅》序
练习题
三十六、《温病条辨》叙
练习题
三十七、医案六则
练习题
三十八、药论六则
练习题
三十九、医书凡例三则
练习题
四十、方论四则
练习题
四十一、《医学三字经》三则
练习题
四十二、医书提要三则
练习题
四十三、医话四则
练习题
四十四、《黄帝内经》注文四则
练习题
下篇　基础知识
第一章汉字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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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字形体的演变
第三节　汉字的结构
第四节　古医书中的用字
练习题
第二章词汇
第一节　古汉语词汇的构成与发展
第二节　词义的演变
第三节　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第四节　特殊词语的辨析
第五节　常用修辞方式
练习题
第三章音韵
第一节　基础知识
第二节　通假字
第三节　破读
第四节　容易误读的字
练习题
第四章语法
第一节　词类
第二节　词类活用
第三节　语序
练习题
第五章训诂
第一节　训诂的概念
第二节　训诂的术语
第三节　训诂的内容和方法
练习题
第六章句读
第一节　句读的方法
第二节　误读的表现及其原因
第三节　句读实例解读
练习题
第七章今译
第一节　今译的标准与类型
第二节　今译的方法
第三节　误译的表现及其原因
第四节　今译实例解读
练习题
第八章文意理解
第一节　文意理解的方法
第二节　误解文意的原因
第三节　文意理解实例解读
练习题
第九章古代文化知识
第一节　历法
第二节　记时方法
第三节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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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年龄
第五节　避讳
第六节　医官制度
第七节　工具书
练习题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一、繁简字对照表
二、常用异体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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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十八、药论六则　　【提示】药论是以药物的名物、产地、性味、功效、种植、采收、炮制、
剂量等内容中的某一项或数项为中心议题，进行事理论断，或具有说明、辨析性质的文体。
药论散见于各种医药专着或文史科技杂着中，一般篇幅简短，主题明确。
　　第一则“白矾”作者雷，南朝宋药学家，生活在公元5世纪。
所著《雷公炮炙论》，是我国最早的制药专着，记载17种炮制药物法，述药凡300种。
原书已佚，内容散见于历代本草。
本文选自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晦明轩金刊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证类本草》收录药物多达1740余种，现有辑本多种。
选文介绍矿物药矾石的加工炮制法，分为火煅阴埋降除火毒和加药火煅自然降除火毒两法。
第二则“采药”选自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据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胡道静校注本。
文章说明了采药时间不能拘于二月、八月，而应根据药用部位、药物生长情况以及地理气候条件灵活
决定的道理。
第三则“黄耆”选自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同氏仁寿堂刻本《本草蒙筌》。
作者陈嘉谟（公元1486—约1570年），字廷采，明代药物学家。
《本草蒙筌》凡12卷，载药742味，用问答题的形式介绍药物知识，颇便于初学。
选文是作者为黄芪所加按语，讨论黄芪与人参的异同及选用原则。
第四则“菊”选自199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金陵初刻本《本草
纲目》卷十五《菊》的“发明”。
文章叙述了菊的生长特点、功效主治以及多方面的作用。
第五则“制药论”选自清光绪五年己卯（公元1897年）月河莫氏刻本《研经言》。
作者莫枚士（公元1862-1933年），字文泉，精于文字、训诂之学，《研经言》为其研治医经的医论专
着。
作者在选文中对不正确的炮制法提出了批评。
第六则“制药法”选自徐大椿《徐氏医书八种·医学源流论》卷上，据光绪己丑（公元1889年）重刊
扫叶山房藏本。
本文阐述药物炮制的机理措施虽异，其根本目的则同，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进而谴责了炮制药
物“必求贵重怪僻之物”的错误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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