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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书集成》整理说明 

 

《中华医书集成》整理、汇编了上至黄帝、下至民国五千年中华历代著名医学典籍二

百一十余种，计四千五百万字，系中华五千年中医经典之汇萃。编纂本书旨在全面而系统

地推介和弘扬中华医学成果，给海内外所有爱好中医学的朋友提供一套具权威性而又实用

性的大型中医丛书。 

全书按中医学科分为十七类，即：医经类、伤寒类、金匮类、温病类、诊断类、本草

类、方书类、内科类、外科类、伤科类、妇科类、儿科类、五官科类、针灸类、养生类、

医论医话医案类、综合类，涵盖了现代中医学的全部学科。 

各类之下，均全文收录能代表该类学术成就的典籍。收录的原则，既注重著作的历史

影响、学术价值、实用价值，又兼顾各学科的均衡性。一般只收各典籍原文，不收注释、

附录；某些著作的注释因其本身的学术价值很高，则予以收入，如《类经》《伤寒贯珠集》

《金匮要略心典》等。原则上不收丛书，个别影响特别大者从严收入。 

在版本选定上，通过对《中国医籍考》《宋以前医籍考》《中国医籍志》《中医图书联合

目录》等古今目录学类工具书的普查，参考现有中医古籍版本研究的成果，结合国内中医

文献研究专家的咨询，确定每一种医书的底本，并根据各种书目的不同情况选择一、二种

较佳版本作为参校本。各书底本的选择，尽量用学术界所公认的最佳版本，或选初刻本或

现存最早刊本，如《本草纲目》用金陵本，《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用元麻沙复刻本；或选孤

本，如《伤科汇纂》用嘉庆博薛施堂抄本；或选精校精勘本，如《时病论》用雷慎修堂本，

《灵枢经》用明居敬堂本，《温病条辨》用问心堂刻本。 

本次整理中的校勘工作，以版本校勘为主。一般只校是非，不校异同，对底本中的错

简、倒文、讹误、脱漏、衍文等，依参校本予以勘正，并于每卷卷末出校勘记说明。校勘

记的写法力求简明扼要、规范统一。并尽量吸收古今医学界有关的校勘、辨证、考异、订

误等方面研究成果，在尽量保存底本原貌的基础上，择善而从，精校精勘，力求使本丛书

能成为一套独立存在的善本。 

为方便广大读者的阅读，全书采用横排、简体，新式标点。有关文字的简化：① 以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文字使用规范条例》、《简化字总表》及《辞海》等权威辞

书为依据，对原则上能够简化的汉字尽量简化。② 古体字、俗体字、不规范字和明显的版

刻混用字、版刻误字，一律改为规范简化字。③ 异体字一般改为规范简化字（正体字）。

异体字的确定，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依据。但在

某些人名、地名、书名、职官、封号等专用名词和一些特定词组中，仍保留原样。④ 通假

字、约定俗成的代用字，一般保持原样不变。⑤ 涉及字形比较或字义解释、音读辨析时，

被比较或被注释的字，仍保留原样。⑥ 因底本为竖排本，原文中具指示右边文字之义的“右”

字，今统一改为“上”字。 



 

 

标点符号的使用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 1996 年联合发布的《标

点符号用法》为依据，并结合《古籍整理通例》和中医文献学的相关规定，以逗号、句号

为主，适当使用其他标点符号。因工作量过大，无法对原稿中的引文一一核对，故尽量少

用引号。医书中方剂内容较多，此次整理采取了统一的标点和排版方式，以清眉目。夹注

采取小字(6 号楷体)加括号的办法处理。 

此次整理原则上依底本的分段进行分段；对底本中一些文字内容过长而不便阅读的段

落，则酌情再分段。 

部分医籍原著无目录，或目录与正文出入较大，此次整理均据正文予以了增补或修订，

以便查阅。 

每部医籍皆撰写有整理说明，简要介绍该书成书年代、作者、篇幅、主要内容、学术

影响、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和版本流传情况，以及此次整理所采用的底本和校本，以便于

读者使用。 

全书的编纂历时 5 年，从资料普查、编纂设计、确定体例、选目、选本、校勘、标点

至成书，自始至终得到了各位学术顾问、各位审定专家的细心指导和热情关注，他们对解

决重大疑难问题，保证这部巨著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各位主编、各书的整理者及广大的

编辑和工作人员，几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辛勤劳动，为这部巨著的问世，倾注了自己的

心血，作出了贡献。本书的编纂、出版，还得到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上

海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学院、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

山东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研究院、湖北中医学院、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古籍出版社

等单位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本次整理由于工程巨大，学术性强，整理、编纂者虽力求减少疏漏，但实际上疏漏还

是会有的，本书编委会敬祈海内外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和完善。   

 

 
《中华医书集成》编委会     

一九九九年六月     

 

 

 

 

 



 

 

整 理 说 明 

 

《医学源流论》，成书于 1757 年，清·徐大椿著。徐大椿(1693～1771 年)，原名大业，

字灵胎，晚年自号洄溪，江苏吴江人。其博学多识，精于医术，一生著述颇多，除本书外，

尚有《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难经经释》、《兰台轨范》、《医贯砭》、《伤寒类方》、《慎疾刍

言》、《洄溪医案》等。 

    全书 2 卷，93 篇，分经络脏腑、脉象、病证、方药、治法、书论、古今等 7 门。

“经络脏腑门”论述经络脏腑之生理、病理，以及元气存亡、阴阳升降、君火相火等；“脉

门”论述脉证之轻重、诊脉决死生等；“病门”论述病因病机、内伤外感、寒热虚实真假，

以及中风、亡阴亡阳、吐血、咳嗽、胎产诸病等；“方药门”论述药性专长、药性古今变迁、

用药如用兵，以及方剂配伍、古方、单方、禁方等；“治法门”论治病诸法、治法要点等，

尤重运气与人体关系；“书论门”涉及对古代医书如《难经》、《伤寒》、《金匮》、《脉经》、

《千金》、《外台》等的评论，并阐述了妇、疡、幼、痘、兽医、祝由各科的特点；“古今门”

主要评述古今医家。 

    本书充分反映了徐氏对祖国医学理、法、方、药的见解。学术上，极力推崇《内

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乎古法”，而对后世

医家多有诋毁；诊断上，重视四诊合参，反对单凭脉断病，详于辨证，主张于病同人异、

兼证、兼病之别，亡阴亡阳之分，最宜详审；治病主张不能单用汤剂，单方、验方、针、

砭、按摩等法均应相宜使用。其论有理有据，说理精凿，尽管学术观点难免有失偏颇之处，

但其学识和临床经验，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主要版本有清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半松斋初刻本、《四库全书》本和日嘉永五年(1852)博

采药宝刻本，此次整理以清乾隆二十二年半松斋初刻本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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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现存古籍约十万册，传承数千年。按古代

典籍涉及诸多门类,有所谓经史子集之称者，当以文化为主干，囊括《大

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左传》

《尔雅》《孝经》等，歧黄医术亦列于其中，子部收录有“医家类”，足

可概见一般。我国传统医药科学经数千年的临床实践和理论进步，位列

全球传统医学之冠，造福民众，享有盛誉，是以我国宪法指明要在发展

现代医学的同时，也要发展我国传统医药学，实现中西医并重的方针。 

我国医学典籍约有一万余册，涵盖诸多学科。著名典籍中，有号称

中医药学四大经典的《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及《神农本草

经》。随后金元四大家之学派兴起，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之面世，以

及献可景岳及温热病诸大家的成就，都为传统医药学之发展，作出极大

的贡献。 

明末清初，西洋医学输入，中西医汇通派出。建国以来，我国政府

进而提倡中西医并重，促进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策略，临

床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中西医学优势互补，学术发展，著作林立。 

湖湘俊贤何清湖教授，有鉴于古传医书浩瀚，而坊间医籍又良莠不

齐，版本欠佳，选书诸多不便，为弘扬传统，瞩目发展，继承经典及先

贤经验，立足临床，医理循源，广邀国内专家群体，精心加以校订编修，

校勘句读，计有二百三十册之谱,成《中华传世医书》巨著，纸质版己于

1999 年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使各类传世医书，方药诊籍，得以方便

内外妇儿等各科医师及研究人员选读和参考，各得所宜，功莫大焉。

今何清湖教授又与时俱进，为更好更方便广大读者阅读参考，组织出版

发行电子版，索序于我，我钦佩其毅力和为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理想,乐为

之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可冀   

2011 年暮春于北京   

时年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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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人类、有了文字，也就有了医药，有了关于医学的文献记

载。中华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有过长

期领先于世界医学的辉煌，即使在现代医学日新月异、发展迅速的今天，

中医学仍能焕发生机，发扬光大，并传播于海内外，受到世界众多科学

家的青睐，并为之探索与研究。其魅力所在，究其由，一为其独特的辨

证论治诊疗体系指导防治疾病的卓越疗效；一为其精深博大的理论体系

能符合现代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的转变。 

浩瀚博大的中华医学典籍，她是数千年来无数医学家不断实践潜心

研究的成就，凝聚着他们的汗水和心血，同时也反映了中华医学发展辉

煌的历史。其中，有现存最早系统创立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黄帝内经》，

有东汉时期张仲景奠定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伤寒杂病论》，有唐代孙

思邈集方数千首的《备急千金要方》，有金元四大医学家刘完素、张子和、

李东垣、朱丹溪学术争鸣、各创新说的代表作《素问玄机原病式》《儒门

事亲》《脾胃论》和《丹溪心法》，有明代李时珍所著被称为中药百科全

书享誉世界的《本草纲目》，等等中华医学几千年来的这些典籍至目前为

止由于缺乏系统的整理和出版，不仅给热爱中医学的现代学者和读者阅

读、研究带来困难，并且对中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为

了解决这一现实问题，《中华医书集成》肩负时代赋予的使命，对中国历

代医学典籍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总汇，并根据学科的属性进行分类，力

求底本精善、校勘精细、标点准确，改古籍的竖排、繁体为现代通行的

横排、简体，为世人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宏富、完善的大型现代中医学

丛书，解学者和读者买书、读书之难。清代学者张之洞有言：读书不明

选书，读而无功；版本不佳，事倍功半。《中华医书集成》兼目录学与丛

书双重功能，既可引导读者登堂入室为发掘中医学宝库提供钥匙，又可

为读者提供一套中医学十分完整的百科全书。 

世纪之交的中医学是医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生

命科学。中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研究的领域是健康与疾病，包括如何

维护和促进健康，如何发挥智力潜能，如何预防和治疗疾病并使患者康

复等内容。中医学自身的学术特征，是以生物学为基础，与理化数学交

融，与人文哲学渗透的学科。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区别，主要是其独特的

理论体系和临床辨证思维模式具有丰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是中国古代



 

 

哲学指导下的医学。当今不少学者正在积极探索中医学术发展的途径。

首先提出以大学科的观念，注重多学科的交叉，开展学术研究，再者是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挖掘哲学原理对医学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从

方法学角度看主要是实体本体论与关系本体论的结合，若能相辅相承，

将会推动中医学术的进步。有人提出中医学术研究应遵循“继承、验证、

置疑、创新”的思路展开。当然继承是源头、是基础，尤其在明确了研

究方向，立项立题之后，重视文献研究，占有扎实的本底资料十分重要。

联系到《中华医书集成》的出版，为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的学者开展中

医学术研究可资启迪和借鉴；对于各级各类临床医师可提供防治疾病宏

富的经验。 

《中华医书集成》编委会相邀全国著名的一些中医学家对此丛书的

编纂工作进行审定，首先感谢编委会的信任，并对诸位先晋鼎力相助，

如期完成顺致谢忱。编委会全体同志能不畏艰辛、默默耕耘，对发扬民

族传统文化作出如此贡献，诚属难能可贵，令世人敬佩! 然因工程浩大，

参编者众多，错漏难以完全避免，祈望海内外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以便再版时修订和完善。书将付梓，实为中医学术繁荣与中医事业发展

做了有益的工作，故乐为之序。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永炎     

一九九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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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贱工也。古者大人之学，将以治天

下国家，使无一夫不被其泽，甚者天地位而物育，斯学者之极功也。若

夫日救一人，月治数病，顾此失彼，虽数十里之近不能兼及，况乎不可

治者，又非能起死者而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虽然，古圣人之治病也，

通于天地之故，究乎性命之源，经络脏腑气血骨脉洞然如见，然后察其

受病之由，用药以驱除而调剂之。其中自有玄机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

盖与造化相维，其义不亦精乎！道小则有志之士有所不屑为，义精则无

识之徒有所不能窥也。人之所系，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圣贤豪杰可以

旋转乾坤而不能保无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听之医者而生杀唯命矣。

夫一人系天下之重，而天下所系之人其命又悬于医者，下而一国一家所

系之人，更无论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独是其人者，又非有爵禄道德之

尊、父兄师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其人之自视亦不过为衣食口腹之

计。虽以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业不甚贱乎？任重则托之者必得伟人，

工贱则业之者必无奇士，所以势出于相违而道因之易坠也。余少时颇有

志于穷经，而骨肉数人疾病连年，死亡略尽，于是博览方书，寝食俱废，

如是数年。虽无生死骨肉之方，实有寻本溯源之学。九折臂而成医，至

今尤信，而窃慨唐宋以来，无儒者为之振兴，视为下业，逡巡失传，至

理已失，良法并亡，寂然伤怀！恐自今以往，不复有生人之术，不揣庸

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补所全者，或不仅一人一世已乎！ 

 
 

乾隆丁丑秋七月洄溪徐大椿书于吴山之半松书屋 

 

 

 



 

 

 

|《《《中中中华华华传传传世世世医医医书书书》》》前前前言言言|   

 

中医古籍以竹简、丝帛、纸张等形式千古流传，承载着中华医药的

渊源，积淀着中医药文化的厚重，至今仍然是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学生、

中高级中医药从业人员不断研习的宝藏，阅读中医古籍是中医药界人士

必备的能力。对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进行整理发掘，以利于后人更有效

率的学习，并在整理过程中正本清源，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大事。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湖南中医药大学联合国内 10 余家中医药院校，

历时 5 年，整理出版了我国规模最大、最权威的中医古籍集大成之作《中

华医书集成》。这套书按照现代中医学的科学方法将中医古籍进行分类，

在此之下，对大量古籍进行了细致的遴选，既兼顾著作的历史影响和学

术价值，又兼顾实用价值和学科的均衡，同时对版本选择规定了严格的

遴选原则。校勘工作追求精益求精，并且照顾到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每

部医籍都撰写了整理说明，利于读者追根溯源。这套书出版后在读者中

反响强烈，至今已经绝版。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推出新的中医古

籍丛书已很有必要。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医古籍的整理保存、检索查阅有了新

的数字化手段。光盘、网络这些新的载体让中医古籍之瑰宝得以更广泛、

更顺畅地流传。我们不失时机地推出电子版中医古籍《中华传世医书》，

此套丛书在纸质版《中华医书集成》基础上再次审校加工、设计排版，

希望呈现给读者更加赏心悦目、便于检索、携带方便的中医古籍。此次

电子版的整理出版，再次得到了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北

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南京中医药大

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湖北中

医药大学、南方医科大学、云南中医学院、中山大学等的大力支持，在

这里对他们的鼎力相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让我们静下心来，

沿着古代医学大家的足迹，通过这部同时散发着书香和焕发智慧之光的

中医古籍集大成之作，拾级而上，提升中医文化修养，加强中医药临床

理论与实践能力。 

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  何清湖     

二○一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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