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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晚近，中医药学被世人称为整体医学，具有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体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独具中
国特色的生命科学。
历经数千年而葆其青春，始终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天人相应、辨证论治、形神一体是其独特理论的渊薮，丰厚、鲜活的临证经验与治疗疑难重症的显著
疗效是其坚实的根基，还有历代医家的传承与拓新，是其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历代先贤的深切感悟
和卓识的新知，求证诠释着这一博大精深的理论与实践，不断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和时代特征。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医学之所以能得以传承与发展，全赖文献的承载与传播。
纵览历代中医文献，其中既有对前人学术的继承，又有时人对中医学理论的完善与发展。
因此，无论继承、验证还是创新，文献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要发展中医学，不但要重视古代文献的研究，对于当代医家的研究成果也要进行及时的整理与总结，
这样才可能在更高的层面取得新成果。
毋庸置疑，充分占有本底资料，对基础研究的设计、观察总结至关重要。
尤其在今天，中医药学面对高度非线性研究对象而预期达到相对论的整合效应，对于文献学与史学的
学习与运用将成为教师、医师与科研工作者的基本功，切切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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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自先秦时期以来的历代中医文献中记载失眠病证的精华。
内容包括病因、发病机制、分类、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中医学对失眠病证的认识、辨证论治和与
失眠病证有关的心脏的生理功能、治疗原则、现代中医治疗举例、病证专方专药、著名老中医经验举
例、名医验方案析（方名、适应证、病案举例、方解、案析）、失眠病证的单味药治疗、复方治疗、
古方（药物组成、方义、加减、疗效观察）、中成药及中药新剂型治疗；针灸、推拿疗法、护理及其
他治疗失眠病证的方法。
本书对历代失眠病证的精华进行了系统新编，具备了实用与文献资料收集的双重作用，适合专科医师
和中医文献研究者阅读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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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季澜，1955年生上海市人。
北京中医药学大学医学人文系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
科带头人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
从事中医教学科研与临床工作近30年。
临床主治内科心脑血管呼吸，消化系统疾病研究领域为中医文献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内科临床文献。
主编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和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医文献学》及北京市精品教材项目《
中医药信息检索》。
先后主持与承担国家及省部级课题6项。
主要获奖威果有主编《十部医经类编》获中华中医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主编
《中医文献检索》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主编《中医药信息检索》获北京市精品教材，《
近代中医珍本集》（主要编写者）获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基础研究三等
奖《二续名医类案》（主编之一）获台湾立夫优秀著作奖。
出版著作16部（其中独著主编10部）发表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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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失眠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眼眠为特征的一类疾病，此类疾病实际上包括了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
由于其他病痛而致不能获得正常睡眠者为继发者，在病程较短的情况下，只需治疗原发性疾病即可。
并非其他病痛引起的，以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主要临床表现者，属于原发性。
但在古代医学文献中，对于这两种情况未严加区分，而使失眠病的病名不一，所指证候亦不尽相同。
一、先秦至三国时期的医学文献（一）马王堆汉墓医书在现存医学文需中，有关此类病证的最早记载
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两书始将本证称为不卧、不得
卧和不能卧。
如：《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巨阴）脉：是胃脉也⋯⋯不食，不卧，强欠，三者同则死。
”《足臂十一脉灸经》：“足厥阴脉⋯⋯其病：病脞瘦，多溺，嗜饮，足跗肿，疾痹⋯⋯皆有此五病
者⋯⋯不得卧，又烦死，死。
”《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太阴脉：是胃脉也⋯⋯其所产病⋯⋯不能食，不能卧，强欠，三者同
则死。
”《十问》：“一夕不卧，百日不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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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失眠》：心系病证医家临证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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