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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地处长江中下游，东海之滨，雨量充沛，气候宜人，生物繁茂，人杰地灵。
有史可稽，其地春秋时吴越争霸，战国时属楚。
考古发现，浙江有河姆渡、马家浜、菘泽、良渚与跨湖桥等新、旧石器时代遗址。
在中医药领域，上古时期药学家桐君采药于桐庐城东桐君山，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药物，著《桐
君采药录》。
东汉时上虞人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将硫化汞制剂喻为“河上姹女”、“黄芽为根”，诗样仙境般
的描述，首记化学及制药。
晋代葛洪炼丹于杭州葛岭、丽水括苍。
金元以下，医分门户，义乌朱丹溪创“相火论”，树滋阴大旗，学术相传，成丹溪学派。
高等中医院校5版《中医各家学说》规划教材言学术流派，计有伤寒、河间、易水、丹溪、攻邪、温
补、温病七个学派，浙江七居其四。
除丹溪学派外，伤寒有朱肱《南阳活人书》、柯琴《伤寒来苏集》；温补有赵献可主命门，张景岳创
“真阴真阳均不足论”，制左归、右归方剂；尤其是海宁王孟英，为温病四大家之一，彪炳史册。
细细统计，深入探究，浙江之医派赫然可表的，还有以清乾隆时绍兴人俞根初为鼻祖的“绍派伤寒”
，以聚众讲学于杭州侣山堂，开医疗、教学、研经于一体的钱塘学派，有以探究三因、易简务实的永
嘉医派。
明以后，浙江的针灸领先全国，高武的《针灸聚英》、杨继洲《针灸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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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每一学派，从简介（源起与发展、重要医家医著）、学术主张、诊疗特色、制方用药特色、学
术影响与薪传、验案选编和医论医话选7个方面予以研究阐述。
其中简略论述每一学派医家学术思想产生的外环境（如社会、政法、经济、文化等），突出医家的学
术主张，尤其对诊断治疗和制方用药特色给予重点阐述，俾对当今临床提供参考。
如朱丹溪擅用知母、黄柏，称其有坚阴之效，绍派伤寒治四时感证多芳香宣透，温补学派张景岳之擅
用熟地，温病学派之重视轻清透解与益养阴津等，各具特色，均有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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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篇第一章 医经学派第一节 医经学派简介一、医经学派的源起与发展医经学派是指致力于医
经研究的医学流派。
《汉书·艺文志》记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
，而用并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
”汉代曾有医经七家，其代表著作有：《黄帝内经》18卷，《黄帝外经》37卷，《扁鹊内经》9卷，《
扁鹊外经》12卷，《白氏内经》38卷，《白氏外经》36卷，《白氏旁篇》25卷。
后世仅有《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传承下来，由《素问》、《灵枢》两个部分各81篇组成。
该书从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制方等方面对人体
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以及诊断治疗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从而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因此，所谓医经学派，就是研究《黄帝内经》的一个学派。
 历代均有研究和发挥《内经》的医学家及其著作，古之学医者亦必先从医经入手，故学者颇着力于《
内经》的注释、训诂等工作。
浙江人杰地灵，历代文人从医者众，尤其是明清时期，儒学盛行，尊经复古和考据之风浓厚，更是将
注释、阐发、辑佚古代经典医著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涌现了诸多儒医名家，所以就自然地形成了“医
经学派”。
据文献考证，宋元时沈裕生著《素问集解》，滑寿著《读素问钞》等；明代马莳著《素问注证发微》
、《灵枢注证发微》，许兆祯著《素问评林》，张景岳著《类经》、《类经图翼》（含《类经附翼》
）等；清代张志聪著《素问集注》、《灵枢集注》，高世栻著《素问直解》，沈又彭著《医经读》，
俞樾著《内经辨言》，莫枚士著《研经言》等。
其中尤以马莳、张景岳、张志聪三者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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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浙江中医学术流派》：品读中医流派，洞悉证治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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