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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医四十多年来，我做过中西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的临床工作，还从事过较长时期的
教学和科研。
不敢说自己医贯中西，博古通今，学验俱丰，却一直在殚精竭虑地探索和实践，特别是致力于中西医
汇通或中西医结合。
青年时代，为学求博，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医学，乃至其他古今中外学问。
中年之后，由博返约，自觉颇得医学真谛。
毕生心得不敢私秘，于是勉力整理成文，以期有助后学。
但西医体系过于庞大，有关拙见已见《医学中西结合录》，不再重复。
故本书虽略涉西医，却以中医为主，又以临床为重。
初拟书名《洪钧医学传心录》，稿将成，有朋自远方来，建议取现书名。
全书取问答体，便于直接切入实质问题且简明扼要。
如果觉得某些问答过于简略，请参看《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内经时代》《中西医比较热病学史》《
伤寒论新解》《中西医结合二十讲》和《医学中西结合录》等有关论述。
完稿后，蒙人民军医出版社热情相约，十分荣幸。
本书不能代替医学院校的教科书和一整套教学，却将帮助读者截断众流、执简驭繁地把握中医临床理
法方药体系。
对于如何把握西医，本书或可作为津梁，助你踏上坦途。
是否值得自许如上，只有请读者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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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几十年中医临床经验的总结，由临证真传和医理心典二篇组成，详述了作者临床诊疗感悟
和在诊疗过程中遇到的医案的评述与分析，立论精辟，有重要的临证参考价值，是中医临床医师不可
缺少的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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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洪钧，河北省威县人，1945年生，1969年毕业于原第七军医大学，长期在原籍从事临床工作。
1978年考取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届中西医结合研究生，专攻东西方比较医学史，师从马堪温研究员。
毕业后，在河北中医学院任教。
自1990年开始，侧重研究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
主要著作有：《近代中西医论争史》（1989年，安徽科技出版社）；《内经时代》（1985年，内部）
：《中西医比较热病学史》（1987年，内部）；《伤寒论新解》（与马堪温先生合著。
1996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河北卫生年鉴》（策划主持人，副主编。
1989年，河北科技出版社）；《希波克拉底文集》（译著。
1990年，安徽科技出版社；2008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西医结合二十讲》（2007年，安徽科
技出版社）；《医学中西结合录》（200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
在期刊上正式发表的论文约40篇。
其中，《近代中西医论争史》有美国宾州大学席文教授撰的英文摘要；《内经时代》和《中西医比较
热病学史》有台湾学者撰文评介。
1990年10月应特邀出席东京第6次国际东洋医学会，作“近代中医在中国”报告。
1998年至2000年在英国行医1年半。
2000年之后主要在故乡行医。
2006年12月至2007年1月，应邀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安徽中医学院和深圳市中医院等地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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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治疟疾用唐拾遗药丸（按：旧时故乡常出售的抗疟中成药）、奎宁、氯喹；治感冒用藿香正气水、银
翘解毒片、防风通圣丸、感冒通等，群众都知道。
不过，一旦病情复杂、危重，用非处方药无效，或加重，或出现了其他问题，就非仔细判断虚实寒热
据以立法不可。
当然，还常常需要更细一些的判断。
不过，只有做出第一步判断之后，才有必要或有可能做更细的判断。
弄不清虚实寒热的医生，不大可能进一步辨证。
问：温病按卫气营血或三焦辨证，虚实寒热不是不重要了吗？
答：温病家之所以常常不辨寒热，是因为他们预先认定温病病因是温邪（还有湿和暑等，但不很重视
），于是，卫气营血证大都是热证。
如果是寒证，温病家也会用姜附等热药。
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治寒湿就有椒附白通汤、桂枝姜附汤、附子理中汤及其加减等。
至于虚实，温病家也很重视。
所以，不但有痛下、数下之法，也有补益法。
《温病条辨》治久痢、休息痢就有参茸汤、参苓白术散、肉苁蓉汤等。
问：我们熟悉的辨证纲领是“八纲”，其中包括“寒、热、虚、实”，为什么您特别突出“四证”呢
？
答：当代医家熟知的“八纲”，是近代医家祝味菊提出来的。
他说：“杂病种类繁多，古人以为不出八纲范畴，明八纲则万病无遁形矣。
所谓八纲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也。
”（祝味菊口述、陈苏生整理之《伤寒质难》。
）祝氏八纲的直接渊源，是明代大医张景岳和清代大医程国彭的思想。
在张氏那里，八纲的表述是：“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
⋯⋯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是也，是即医中之关键。
明此六者，万病皆指诸掌矣。
”（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
）程氏的表述是：“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而已。
病情既不外此，则辨证之法亦不出此”。
（程国彭《医学心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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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赵洪钧临床带教答问》：中医临床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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