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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是全国唯一的行业规划教材。
由“政府指导，学会主办，院校联办，出版社协办”。
即：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宏观指导；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及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
会主办，具体制定编写原则、编写要求、主编遵选和组织编写等工作；全国26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科
专家联合编写；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协助编写管理工作和出版。
目前新世纪第一版中医学、针灸推拿学和中学三个专业46门教材，已相继出版3-4年，并在全国各高等
中医药院校广泛使用，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其中34门教材逮选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41门教材遭选为教育部“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有32门教材连续遴选为“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2004年本套教材还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指定为执业中医师、执业中医助理医师和
中医药行业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指导用书；2006年国家中医、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考试和中医药行业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均依据“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予以修
改。
新世纪规划教材第一版出版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先后两次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对本套教材
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评议。
专家们的总体评价是：“本次规划教材，体现了继承与发扬、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科
定位准确，理论阐述系统，概念表述规范，结构设计合理，印刷装帧格调健康，风格鲜明，教材的科
学性、继承性、先进性、启发性及教学适应性较之以往教材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入教学第
一线，分别召开以学校为单位的座谈会17次，以学科为单位的研讨会15次，并采用函评等形式，广泛
征求、收集全国各高等中医药院校有关领导、专家，尤其是一线任课教师的意见和建议，为本套教材
的进一步修订提高做了大量工作，这在中医药教育和教材建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工作为本套教材的修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5年10月，新世纪规划教材第二版的修订工作全面启动。
修订原则是：①有错必纠。
凡第一版中遗留的错误，包括错别字、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不规范的计量单位和不规范的名词术语
、未被公认的学术观点等，要求必须纠正。
②精益求精。
凡表述欠准确的观点、表达欠畅的文字和与本科教育培养目的不相适应的内容，予以修改、精练、删
除。
③精编瘦身。
针对课时有限，教材却越编越厚的反应，要求精简内容、精练文字、缩编瘦身。
尤其是超课时较多的教材必须“忍痛割爱”。
④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增加相应内容。
⑤吸收更多院校的学科专家参加修订，使新二版教材更具代表性，学术覆盖面更广，能够全面反应全
国高等中医药教学的水平。
总之，希冀通过修订，使教材语言更加精炼、规范，内容准确，结构合理，教学适应性更强，成为本
学科的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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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规划教材、新世纪全国高等中箕药院校规划教材”之一，供全
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生学习“伤寒习”之用。
   “伤寒学”中以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以及历代医家研究与发展《伤寒论》的学术成就为研究对
象，以六经辩证理论体系的内涵、外延与理法方药综合运用的基本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提高临床
辩证论治水平与临床疗效为最终目的的一门学科。
本学科既有基础学科的特点，又有临床学科的属性，又有临床学科的属性，既是学习和研究临床学科
的重要基础，又是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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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伤寒学的基本定义与构成要素“伤寒学”是以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以及历代医家研究与发
展《伤寒论》的学术成就为研究对象，以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的内涵、外延与理法方药综合运用的基本
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提高临床辨证论治水平与临床疗效为最终目的的一门学科。
本学科既有基础学科的特点，又有临床学科的属性，既是学习和研究临床学科的重要基础，又是基础
学科和临床学科的桥梁。
本学科具有理论体系完整、诊治内容丰富、实践性强等特点，既体现了中医各基础学科理论知识和技
能的综合运用，又体现了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因此是中医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
伤寒学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公元二三世纪之交，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的成书，为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迄今为止
近一千八百年间历代医家对《伤寒论》潜心研究的丰硕成果，则是本学科形成与确立不可或缺的重要
因素。
曾有观点认为，《伤寒论》作为一门经典著作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一门课程也无可厚非，但作为一门
学科则未必合适。
一般来说，一门学科的确立，应具备以下几个前提。
其一，有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研究领域，有其独特的研究内容；其二，有较长的历史渊源与学术发
展史，并且有不同的学术流派形成；其三，有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与研究文献；其四，在某一大的研
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但若以此标准来衡量，伤寒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却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本学科以六经辨证体系的内涵、外延，理法方药的综合运用规律和方法为主要研究内容，这无
疑是中医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
其次，本学科有近一千八百年连续不断的学术研究与发展史，而到明清之际，就已有学术流派的形成
。
虽然学者对学术流派的划分有不同的看法，但在这一学术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同流派的观点却是一致
的。
其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朝鲜、韩国，都有一大批执著的研究者，对
《伤寒论》的研究尽心竭力，取得了不可忽视的研究成果。
而据不完全统计，自《伤寒论》问世以来，历代与《伤寒论》有关的著作近3000种，自1950年至今，
在国内外期刊公开发表的文章达17000余篇。
本学科的研究领域，除经典著作《伤寒论》的学术思想与学术价值之外，尚包括其成书背景、版本流
传、学术沿革，以及历代注家研究《伤寒论》的方法、成就、时代特征等等。
这些都是中医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
其四，《伤寒论》作为第一部融理法方药为一体的辨证论治的专著，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奠定中
医临床发展基础的重要作用，其影响不仅遍及中医临床各科，而且还涉及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中
医诊断学、方剂学等相关学科，其在中医药界的重要学术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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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伤寒学(供中医药类专业用)(第2版)》：全国临床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药学、中医护理学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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