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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学史的讲授，以往主要着重于沿着医学发展的脉搏，铺叙历代著名医家的成长和成名史，对
时代背景、政治、文化和地理环境影响中医学发展的探讨不够深人，尤其是各代医家之间的师承传授
、亲炙私淑的脉络、学术理论的钵传嬗变，涉及较少。
而中医流派的划分，将历代著名医家本为一体的学术思想，划分为各种门派，且派中有派、一家两派
，割裂了中医理论的完整性和联系性，只强调门派之内的纵向钵传，忽略同一时代医家之间的横向联
系。
　　《中医发展史》从纵横两个方面，探讨中医学发展的轨迹，研究中医学的科学内涵、自身发展规
律以及快速发展的动力、停滞不前或缓慢的原因，找出发展方向，为今后的中医学发展提供借鉴，并
非是停留在对历史的回顾与陶醉中。
本教材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编写。
　　着重于讲授中医学发展史，删繁扩简，充实中药、针灸、骨伤等内容，补人中医理论中的主要学
说，重新厘定篇目和内容，突出社会背景、人文因素、科技文化、传染病等对中医学发展的促进与阻
滞作用，及中医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以历史时期为纲，以社会背景、人文因素、基础理论与临床各科为目，阐述同一时代背景下不同
医家对中医学认识和贡献、不同时期中医药理论嬗变的原因与结果及有师承渊源的医家的理论体系，
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因素。
　　以中医理论中主要学说，如脾胃学说、肾命学说、痰饮学说等为主要内核，阐述其在发展过程中
的内容流变、转移、扩大和完善，以丰富中医理论知识。
　　改变现有教材仅限于回顾历史，介绍医家的现状，使《中医发展史》真正达到以史为鉴，使读者
读后知历史，比现状，想发展，促使读者思考中医学的未来。
　　《中医发展史》由李成文主编，第1章、第2章由王琳编写，第3章由梁润英编写，第4章由李成文
编写，第5章由姜志平、赵延坤编写，第6章由梁玉杰、李成文编写，第7章由倪世美、李成文编写。
全书最后由李成文统稿。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学院领导及教务处、图书馆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学院院长的高
度重视，多次召集有关人员讨论教材编写内容，及教学大纲。
尤其是教务处长梁华龙教授对教材编写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袁占盈教授对本教材的编写也给予了高度
关注，各家学说教研室的老师们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还参考了诸多同仁的专著与研究成果。
著名中医学家、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在百忙中审阅了全书，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限于作者水平，书中或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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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研究中医学的起源，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社会背景、人文因素、科技文化、医
政、中医教育、流行病与传染病、国外医药等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不同时期中医各科的发展特点及
其突出成就，主要中医学说形成的源流、内涵、发展演变轨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
着重研究中医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及自身特点，揭示不同时期中医学发展特点与规律，以扬长避短，为
当代及今后中医学发展提供借鉴。
本书第1版深受广大中医师生的欢迎，第2版在第1版基础上做了很大改进，内容更加完善，可作为中医
院校各专业的基础教材供学生使用，也可作为中医爱好者了解中医历史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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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原始社会一春秋时期（远古—公元前476年）　　第三节 中医药的起源　　原始社会，人类
在求生存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与威胁生命的创伤疾病作斗争，不断地摸索能医治创伤疾病的药物和
方法，从偶然的发现到有意识的寻找，从点滴零碎的认识到共同的经验，逐渐产生了原始的中医药知
识。
　　一、中药知识　　有关中药起源的传说颇多，但以伏羲氏和神农氏为主，这与原始社会畜牧业、
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淮南子·修务训》谓：“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识水泉之甘苦，⋯⋯当　　此之时，一日
而遇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
”《帝王世纪》称：“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天伤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
草四卷。
”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共同采集，成群出猎，共同消费得来的食物，有时误食一些
有毒的植物，引起腹泻、呕吐、昏迷，甚至造成死亡。
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人们逐渐掌握了一些植物的形态和性能，了解到哪些植物对人有害、哪些植物
对人有益，这样便积累了一些植物药知识。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工具的制作技术不断改进，渔猎经济发展，为原始人提供了较多的肉类、鱼
类、蚌蛤类食物，使其渐渐认识了某些动物的脂肪、血液、肝胆、骨骼和壳甲等有一定的治病作用。
随着采矿业的发展，人们对矿物的性能有所了解，并认识到某些矿物对治疗疾病有一定的作用，这样
，人们又逐渐掌握了矿物药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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