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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温疫论》：疫病时代的救命书　　随着西方科学思想的传播，人们越来越习惯采用实证性的思
想来思考我们的传统文化，首当其冲的便是看上去并不那么“科学”的中医。
当中医无法用西医的理论体系证明自己时，中医便被简单地视为不可信，然而，历史展示给我们的确
是另一种事实。
　　欧洲历史上最恐怖的灾难无疑是中世纪的“黑死病”，一个鼠疫导致欧洲2500多万人死亡，整个
欧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反观中国，自西汉以来发生了数百次的瘟疫，但从未出现过欧洲那样地狱般的人口灭绝，究其原因，
并非是中国的瘟疫不如欧洲的强，而是因为拥有默默守护我们民族两千年的中医。
　　提起中医与流行性传染病，多数人很难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似乎西医的病毒学说才是治疗传染病
的专利，讲究阴阳五行的中医是无论如何都解释不了H1N1病毒的。
实际上，虽然没有类似西医的病毒理论，中医同样拥有一套独立、完整的疫病治疗理论，并且传统中
医正是在与传染病的交锋中发展而来的，对于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才是真正的“行家里手”。
　　传统中医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由人们熟知的《伤寒论》所确立的“内伤杂病”，另一
种就是由《温疫论》确立的“外感热病”，即温病派，其主治的就是我们现在概念中的传染病。
中医的疫病治疗由来已久，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运气”“五疫”“六淫”的说法，因为天文、地
理、气象、节侯等自然生态因素的变化，会造成与通常认识中不同的传染性疾病。
后世历代名医都注意到这种问题，不断从各自的角度推进温病的研究，直到到《温疫论》出现。
　　《温疫论》为明代著名温病学家吴又可所著，是我国第一部传染病专著。
全书分上下两卷，共86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温病产生的原因、症状、治疗及调养方法，是中医温
病派的典籍之作。
《温疫论》认为，导致传染病的根源是因生态环境变化而产生的戾气，戾气经由口鼻进入人体，并能
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传染，疫病防治的关键就是如何遏制或祛除戾气。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迥异于西医的疫病防治体系：　　首先，被西医视为不可预见的传染病在中医
看来可以预测与预防的。
由于戾气是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那么根据时令、环境变化的特点就能够提前判断可能爆发的传
染病。
比如今年肆虐全球的H1N1甲型流感，不过是因为近年“表寒里热”的特点而产生的一种“时行感冒
”。
　　其次，疫病的传染并非是必然的，同样接触过病人，有些人会因为体内正气充沛而不受影响，有
些人就会因为正气不足而被戾气侵入。
这提供给我们一个有别于西医的认识：即使在诸如甲流大范围传播的情况下，只要我们能够遵循中医
对此疫病的预断，提前服用对症的药剂，就能够提升自身免疫力，将传染病挡在体外，获得最有效的
保护。
　　最后，在传染病的治疗方面，现在多用的西医治疗以对抗为主，强调使用药物消灭病毒，但药物
研发的滞后、强效药物产生的副作用都是西医无法解决的问题。
而中医则主张协调，不论病毒如何千变万化，治疗的对象都是一个始终不变的人体。
中医认为人体自身就具有非常强大的调节系统，这种最符合生命规律的免疫系统才是最有效的“药物
”。
治疗的目的就是强化身体内的正气，以正压邪。
　　虽然中医被大众忽视了很久，虽然西医看似“无所不能”，但是中医治疗价值还是在一次次疫病
的冲击中被人们重新认识。
预防、调理为主的治疗思想、更快速有效地应对、更符合中国人体质特点的治疗方案，使西医不再是
我们面对传染病时的唯一选择。
在疫病泛滥的今天，我们编著这本《图解温疫论》就是希望给读者提供另一条抵御、治疗疫病的途径
，多一条路、多一种方法，我们与家人的生命就多了一份保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解温疫论>>

不要让一场本可化解的疫病带来一生的伤痛。
　　《图解温疫论》延续图解经典的一贯方法，用图像、图表、流程表等形式将抽象的认识形象化、
深奥的概念通俗化、复杂的问题条理化，使读者阅读中医古籍却不用浪费一个脑细胞。
本书中原文部分以刘方舟校梓积秀堂藏版为主校本，以石楷等参校的金陵常庆堂刻本和许永康校阅的
会德堂刻本为参校本，译文及评介由曹东义及杜省乾两位中医名家所著，他们的译介让晦涩难懂的中
医原著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在此特向二位老师致谢。
　　中医博大精深，而编者水平有限，若书中有欠妥之处还望各位读者给予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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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温疫论》为明代著名温病学家吴有性所著，是我国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对中医温病派的形成、发
展影响深远。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86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温病产生的原因、症状、治疗及调养方法，书中汇
集了历代多为中医名家疫病防治的思想精华。
《温疫论》奠定了温病在外感热病中的理论基础和临床规范，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对温
病从伤寒中分离出来并形成温病学派有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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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br>c/cB002YQ481U_05.jpg　　第一章 温病初期的原因与症状　　1 原病：邪气是引发传染病的根
本原因　　疫气：染息疫病的原因　　【原文】　　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
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
余论则不然。
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
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
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猁气，在岁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
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
　　【译文】　　患疫病的原因，过去认为是由于四季天气的变化过于激烈，超出了那个季节应当有
的变化范围造成的，比如春天的气候应当温暖，却反而很寒冷；夏天的气候应当暑热，却反而很凉爽
；秋天的气候应当寒凉，却反而非常热；冬天的气候应当寒冷，却反而很温暖。
人们受到反常气候的影响，不论老少患病的表现都相似，就把这种病叫做疫病。
我的观点却不是这样，气候的寒热温凉，是四季的正常现象，由于刮风下雨、阴天日晒，稍微影响气
候的变化。
假如秋天的气候偏热，必定是由于晴天过多；春天的气候过于寒冷，其原因即是多雨。
比较起来，也是自然界常有的事情，不一定造成疫病的流行。
伤寒和中暑的病证，是感受寒邪和被暑热所伤，都是被自然界的正常气候伤害，而患疫病却是被自然
界特殊的“戾气”伤害的结果。
　　疫病在一年之中，发病情况有多有少；在四方的病情，有轻有重；在四季的分布，患病率有的多
有的少。
这一类疫病流行的时候，不管男女老少，体质的强弱，只要接触了这种疫气，就会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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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紫图书馆“图解经典”系列第97本，以现代手法诠释汉易集大成之作。
　　　　甲流爆发至今日，世界已有40万甲流患者，死亡6250例，我国内地不完全统计有69160例患者
，死亡53例。
如何预防甲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医卫组织的头等大事。
纵观世界温疫爆发史，自西汉以来，中国历史上爆发过大小数百次的瘟疫，但从未有过西方大范围的
死亡状况。
归根到底，中医的预防治疗功不可没。
甲流在中医病学中被认为是温病的一种，虽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却是可以预防，可以治愈的。
　　《温疫论》为明代中医学家吴又可所著，是我国温病学的集大成作，书中集合了历代名医疫病防
治的思想精华，系统地论述了温病产生的原因、治疗方法，并针对性的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人体质特
点的治疗方案，在近千年的温病治疗中被广泛应用，成效显著，是真正历经实践检验的治疗之道。
　　　　◆ 揭秘疫病的产生周期和途径，看清现代“超级病毒”　　◆ 一剂达原饮，一碗桂枝汤，
简单方剂加减变化，轻松提高免疫力，有效预防流感等疫病　　◆ 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精彩实用的专
家评介，让不懂医学的你也能读懂这本传世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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