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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源于古徽州的新安医学，始于宋元，盛于明清，流传至今。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其区域优势明显，流派色彩浓厚，学术成就突出，历史影响深远，是中医药学的
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新安一隅，地灵人杰，新安医学以名家众多著称于世。
据考证，自宋迄清，见于史料记载的新安医家达800余人，其中在医学史上有影响的医家达600多人。
明清两代更是新安医学的鼎盛时期，此间数百年，人才辈出，名家迭见，新安一地也因此被当代中医
界誉为孕育中医名家的“硅谷”。
　　众多的新安医家在医学理论和临床上卓有建树。
明清时期新安医家的理论创见及用药轻灵、圆机活法的临床风格，对整个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一些代表性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已成为当代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汪机首倡“新感温病”学说，从此温病成因有了“伏气”、“新感”两说，为明清时期开展温病学
术争鸣、提高温病的治疗水平奠定了理论基础。
明代的方有执通过对伤寒热病的诊治和研究，大胆将《伤寒论》整移编次，辑成《伤寒论条辨》，从
而创“错简重订”说，开《伤寒论》错简派之先河，揭开伤寒学派内部各家争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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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汪昂（1615～16957），字切庵，安徽休宁人。
他有感于古之本草书目不无缺憾，李时珍《本草纲目》备而未能要，《药性歌赋》之类要而未能备，
因衷集诸家本草，由博返约，既取其备，又欲其要，精选适用者479味，著为《本草备要》。
每药先辨气味形色，次著所入经络，再为发明其功用，而以主治之症具列于后。
通过四步之序，使人开卷了然，用之不致舛误。
文体锻炼成章，便于诵读。
　　《本草备要》自刊行以来，风行海内，其版次之多，为本草著作之冠。
其内容深入浅出，实用便捷，既是清初以来初学中医者的必读之书，更是一部既备且要的优秀本草普
及读物。
现代著作，盛行数十年已属不易，而《本草备要》风行数百年不衰，实属罕见。
在校注过程中，我们渐渐体悟了作者之用心良苦。
　　本书l683年初刊，载药402味。
1694年增订，增至479味。
作为本草普及读物，《本草备要》是成功之作。
由于当时印刷技术有限，曾给汪昂留下遗憾，他在凡例中写道：“若以本文（指正文内容）另誊，尤
便诵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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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丛书主编简介：　　王键，1956年出生于安徽歙县新安王氏医学世家，现为安徽中医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安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首批跨世纪学科与技术带头人、新安医学研究省
级创新团队带头人。
长期从事新安医学的继承整理与临床应用研究，参编了《新安医籍丛刊》、《新安医籍考》，主编了
《新安医学精华丛书》、《新安医家名著丛书》，发表了一系列新安医学研究的学术论文。
现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基础理论分会副理事长、内经分会副理事长、中医药文化研究会副主任委
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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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伤于七情六欲、饮食作劳为内伤；伤于风寒暑湿为外感。
如内伤发热，时热时止；外感发热，热甚无休。
内伤恶寒，得暖便解；外感恶寒，絮火不除。
内伤头痛，乍痛乍歇；外感头痛，连痛无停。
内伤则手心热，外感则手背热。
内伤则口淡无味，外感则鼻塞不通。
内伤则气口脉盛，多属不足，宜温、宜补、宜和；外感则人迎脉盛，多属有余，宜汗、宜吐、宜下。
盖左人迎主表，右气口主里也。
昂按：东垣辨内伤外感最详，恐人以治外感者治内伤也。
今人缘东垣之言，凡外伤风寒、发热咳嗽者，概不轻易表散，每用润肺退热药，间附秦艽、苏梗、柴
胡、前胡一二味，而羌活、防风等绝不敢用。
不思秦艽阳明药，柴胡少阳药，于太阳有何涉乎？
以致风寒久郁，嗽热不止，变成虚损，杀人多矣。
此又以内伤治外感之误也。
附此正之。
　　自汗属阳虚，盗汗属阴虚。
亦有过服参耆而汗反甚者，以阳盛阴虚，阳愈补而阴愈亏也。
又宜清热养血而汗自止。
　　《蒙筌》曰：歌有“肺热还伤肺”之句。
惟言寒热，不辨虚实。
若肺中实热者忌之，虚热者服之何害？
又日：诸痛无补法，不用参、耆。
若久病虚痛，何尝忌此耶？
　　始痢宜下，久痢宜补。
治疟意同。
丹溪日：叶先生患痢后甚逼迫，正合承气症。
予曰气口脉虚，形虽实而面黄白，必过饱伤胃，与参、术、陈、芍十余帖。
三日后胃气稍完，再与承气汤二帖而安。
又曰：补未至而下，则病者不能当；补已至而弗下，则药反添病。
匪急匪徐，其间间不容发，噫！
微哉。
昂按：此先补后下法之变者也。
非胸有定见者，不可轻用，然后学亦宜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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