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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中医”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经方》说：“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
外，是所独失也。
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在这里“中”字念去声，中是针对“上医、下医”。
古人认为，治好病为上医，致病加重为下医。
不治疗虽不能愈病，但也不至于出事，就等于请中等医生看过了。
现代意义上的“中医”这个名词真正出现是在鸦片战争前后。
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区别中西医给中国的医学起了个名字叫“中医”。
这个时候的“中医”名称是为了和西医做一个对比。
到了1936年，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中医条例》正式法定了“中医”两个字。
实际上在西方医学没有流入我国以前，我国的传统医学不叫“中医”这个名字，而是有独特且内涵丰
富的称谓。
第一个代称是岐黄。
这个名字来源于《黄帝内经》。
因其是黄帝与岐伯讨论医学的专著，便称《黄帝内经》为岐黄之术。
自然，岐黄也就成了中医的别名。
　　第二个代称叫青囊。
现在知此名字并使用者甚少。
它的来源与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有关。
据说，华佗被杀前，为报一狱吏酒肉侍奉之恩，曾将所用医书装满一青囊送与他。
华佗死后，狱吏亦行医，使华佗的部分医术流传下来，据此，后人称中医为青囊。
　　第三个代称唤杏林。
这个名字的起始，也与三国有关。
有资料介绍，三国时吴国有位名医叫董奉，他一度在江西庐山隐居。
附近百姓闻名求医，但董奉从不收取钱财，只求轻症被治愈者种一棵杏树，大病、重病被治愈者种五
棵杏树，并由老虎守护。
数年后，董奉门前杏树成林，一望无际。
从此，人们便唤中医为杏林。
“虎守杏林”的故事也是从这里来的。
　　第四个代称称悬壶。
传说河南汝南的费长房在街上看到一卖药老者的竿杆上挂一葫芦，奇怪的是，天黑散街后，老者就跳
入那葫芦中。
为弄清底细，费长房以酒款待，老者后来约他同入葫芦中，只见玉堂俨丽，甘肴旨酒。
费长房即拜老者为师，学修仙之道。
数载后，他术精业成，辞师出山，又得壶翁传赠的治病鞭鬼之竹杖，从此悬壶行医。
从那时起，医生腰间挂的和诊所前悬的葫芦，便成了中医的标志。
　　在平常人眼里，中医是治疗慢性病的，或者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
总觉得西医帮助渡过了急、危、重等诸道难关，然后让中医来收尾，让中医来调养。
在他们看来，中医只能用来治一些死不了的病。
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中医只是啼鸣的公鸡。
你啼，天也亮；你不啼，天也亮。
中医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翻阅中国五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医学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医学是中华的国粹，是中华民族在
四项伟大的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及印刷术）之外的一项更伟大的发明。
如果要说意义的话，也许中医学对未来人类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前四项发明，因为它是人类告别纯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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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走向新文明模式的一座桥梁、一座里程碑。
　　夏商西周时期受认识能力所限，医巫并存。
但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形成了中医学的雏形。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医巫分离，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
性、实用性和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
临床医学的分科已现端倪，趋于专业化。
　　秦汉时，以伤寒（发热性疾病）、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乱割据的状态，而医药学在脉学、针灸学、药物方剂
、伤科、养生保健、中外交流等各方面却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为中药医学的全面发展积累了经验。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中医药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医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
这是中医药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峰。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政府的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北宋政府组织人员编纂方书和本草，设立校正医书局，铸造针灸铜人，改革医学教育，设立惠民局、
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等，有力地促进了医药卫生的发展。
 　　辽、夏、金、元与两宋王朝并立，至元灭宋统一全国这段时期，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
合时期，是中医药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多源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学
注入了新的活力，此时的中医学呈现了蓬勃的生机。
 　　明代，医药学发展出现革新趋势。
在探索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东学的输出、西学的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
交流接触中，互惠受益。
 　　清代前、中期，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的时期，王清任躬身于人体解剖，著有《医林改错》，
反映了“中国医界大胆之革命论者”的开拓进取精神。
 　　中国古代医学波澜壮阔的历史，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这样的医药文化及文明，
是世界医学史上所罕见的。
中国古典医籍数量之大，名医辈出，人数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
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
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有用的东西，这正是其生
命力所在的根源。
 　　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医学、传统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格局将会对这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医学史
作出客观的再现和评述。
 　　从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到现在流行的高致病性禽流感，我们都在等待下一个考验我们的疫情
会是什么？
该如何面对？
然而，在对SARS和禽流感的防治和治疗中间，人们发现有一样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发挥了关键性
的作用，那就是中医。
2003年4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考察广东省中医院后说，SARS患者接受中医治疗后缩短了发热时间
和住院时间。
专家们还建议，如果能把中医参与治疗提升到常规治疗层面对世界其他地方防治SARS将会很有帮助。
这大大鼓舞了中医界，也为这上千年的传统医学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分为三种：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
随着对中医的讨论，中医是什么，国人越来越清楚了，一为中国的传统医学，另则为医（治）人之道
、之术、之人。
健康是御病之基础、避病之前提，为人类的健康服务是中医之根本。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点中医>>

为此，信赖中医、学点中医、懂些中医的确大可为之，倡全民学中医决不为过。
中医是什么？
我们在前期出版的《中医是个好东西》一书中已经作了回答，简、便、效、廉的中医药是个好东西，
是国宝！
拥之、用之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最大的幸事之一。
 　　编者于泉城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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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医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症状诊断及疾病防治为主要内容，用朴素直白的语
言，重点介绍了中医基础理论所要表达的核心知识。
全书由临床和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医博士担纲编写，内容科学实用，通俗易懂，语言生动活泼，将深奥
的中医理论简明扼要地通俗化，给读者营造了一个轻松的阅读氛围。
本书适合中医爱好者、中医初学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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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十二、中医让“哑科不哑”　　明代大医学家张景岳曾说：“宁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宁治
十妇人，莫治一小儿”，极言为小儿治病之难。
这是因为小儿要么不会说话，难以述说感受、病情；要么虽会说话但表达不清，说了也白说，如聋似
哑，所以古代称儿科为“哑科”。
给小儿治病，“望、闻、问、切”缺了“问”，平添诊治难度，全靠医生真本事。
　　要说最难的要数御医给那些年幼的皇太子皇太孙们治病了，因为，这些人是皇上的心尖宝贝，但
这些人或是还不会讲话，或是还讲不清病情。
况且，中药味苦，难以入口，碰上太子太孙们头疼脑热，才急煞各位御医，不能叫皇上、皇后急虑，
还要叫疾病速速痊愈。
在大宋朝这事还真叫著名的小儿医钱乙给遇上了。
　　（一）御医妙手用黄土　　钱乙做过一段时间的翰林医官。
一天，宋神宗的皇太子突然生病，请了不少名医诊治，毫无起色，病情越来越重，最后开始抽筋。
皇帝见状十分着急。
这时，有人向皇帝推荐钱乙。
于是，钱乙被召进宫内。
皇帝见他身材瘦小，貌不出众，有些小看他，但既然召来，只好让他为儿子诊病。
钱乙从容不迫地诊视一番，要过纸笔，写了一贴“黄土汤”的药方。
　　心存疑虑的宋神宗接过处方一看，见上面有一味药竟是黄土，不禁勃然大怒道：“你真放肆！
难道黄土也能入药吗？
”钱乙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据我判断，太子的病在肾，肾属北方之水，按中医五行原理，土能克水
，所以此症当用黄土。
”　　宋神宗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心中的疑虑已去几分，正好这时太子又开始抽筋，皇后一旁催促道
：“钱乙在京城里颇有名气，他的诊断很准确，皇上勿虑。
”于是，皇帝命人从灶中取下一块焙烧过很久的黄土，用布包上放入药中一起煎汁。
太子服下一贴后，抽筋便很快止住。
用完两剂，病竞痊愈如初。
这时，宋神宗才真正信服钱乙的技术，把他从翰林医官提升为很高荣誉的太医丞。
　　钱乙著有《小儿药证直诀》，这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
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
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二）望闻问切解密码　　为什么钱乙能够“马到成功”？
那是因为他破解了小儿的哑语密码，辨证用药准确。
哑语破解了，哑科就不哑了。
怎样破解，还要靠我们的望、闻、问、切。
　　上海文献馆的董廷瑶老先生在《望诊心法》日：儿为哑科，望诊为要。
望什么？
当然神、色、形、态，大小便，五官七窍都要望，但望指纹和面色是小儿的特色。
看指纹时，要将小儿抱于向光处，检查者用左手食指、拇指握住小儿食指末端，用右手拇指在小儿食
指桡侧从命关轻轻推向风关（第一节为风关、末节为命关、中间叫气关）是指纹显露，观察指纹的浮
沉、色泽、和部位。
一般来讲，指纹浮沉看表里，色泽主寒热，三关测轻重。
　　闻诊包括听啼哭和嗅气味，就更需要细心了。
有一位细心的父亲叙说了照顾女儿的经历，很值得我们参考。
前一天晚上给孩子洗澡，恰巧那天天气突然变冷。
次日孩子哭闹不安，放到床上就哭，在怀里抱着就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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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估计是体温让孩子感到温暖，才会安稳睡觉，床上冰冷，自然影响睡觉。
他粗读了几本中医的书，自忖有一份恶寒就有一份表证。
恶寒就是怕冷，遇热则缓解。
女儿是由于洗澡不慎而受寒。
风寒之邪侵袭肺胃，侵袭肺则引起无汗，侵袭胃则食欲不振：可以根据中医“寒者热之”的治疗原则
处理。
自然，汤药是不适合的。
唯一可以采取的方法就是热敷。
热敷背部，以督脉为重点，热敷腹部，以肚脐为重点，经他的调理孩子很快就好了。
督脉主一身之阳，温督脉可以壮一生之阳而驱寒，肚脐又名“神阙穴”，小儿脏腑娇嫩、气血未冲、
经脉未盛，是为“稚阴稚阳”，不耐寒热。
所以，婴儿最容易被寒热所伤。
　　小儿病的问诊虽然困难，但有其独特之处。
问诊时，若小儿不能述说，可以询问其亲属。
内容与成人病所问相同，但却很注意小儿的孕产时顺逆情况，喂养和睡眠及儿科常见传染病等资料的
收集。
　　小儿切诊以按压囟门、颈腋、皮肤、胸腹为主，切脉常为指纹所取代。
　　疾病的信息收集全面准确了，密码也就破解了。
儿童疾病的特点是，发病容易，变化迅速。
因小儿的形气脆弱，对疾病的抵抗力较差，加上幼儿寒温不能自调，乳食不知自己节制，故易为六淫
所侵扰，更易为饮食所伤损。
因而外感（外感性疾病）与食滞（食积、呕泻、疳积）是儿科的两类常见病。
小儿夜啼、惊风，多由惊恐引起；小儿容易发生高热、昏迷、抽风；且其病证的寒热、虚实很容易发
生变化，常可朝为实热、暮则虚寒，故不可不察。
　　此外，因小儿为“纯阳之体”，生机活泼，脏气轻灵，反应敏捷，且病因单纯。
故患病后经过及时恰当的治疗和护理，病情比成人好转快，容易恢复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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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医学波澜壮阔的历史，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来曾中断，这样的医药文化发文明，
是医学史上所罕见的。
中国传统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
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有用的东西，这正是其生
命力所在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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