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书书书

檴

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檴

殜

殜殜

殜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发明性的

科学大家
（ 5 ）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书

书书书

皨

皨皨皨皨皨皨皨皨皨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目　录

李时珍 （1）
!!!!!!!!!!!!!!!!!!!!

少年学医 （1）
!!!!!!!!!!!!!!!!!

求取功名 （6）
!!!!!!!!!!!!!!!!!

弃文从医 （9）
!!!!!!!!!!!!!!!!!

苦心学医 （12）
!!!!!!!!!!!!!!!!!

青胜于蓝 （15）
!!!!!!!!!!!!!!!!!

楚王府行医 （20）
!!!!!!!!!!!!!!!!

太医院辞职 （26）
!!!!!!!!!!!!!!!!

浪迹天涯为《本草》 （33）
!!!!!!!!!!!!!

《本草纲目》问世 （42）
!!!!!!!!!!!!!!

瓦　特 （48）
!!!!!!!!!!!!!!!!!!!

一个不同寻常的孩子 （48）
!!!!!!!!!!!!

漫漫发明路 （50）
!!!!!!!!!!!!!!!!

晚年才有钱 （59）
!!!!!!!!!!!!!!!!

门捷列夫 （63）
!!!!!!!!!!!!!!!!!!

年少成名 （63）
!!!!!!!!!!!!!!!!!

1



皨

皨皨皨皨皨皨皨皨皨世界最具发明性的科学大家

老来惊人 （70）
!!!!!!!!!!!!!!!!!

一生福祸 （75）
!!!!!!!!!!!!!!!!!

巴甫洛夫 （82）
!!!!!!!!!!!!!!!!!!

婚姻与爱好 （82）
!!!!!!!!!!!!!!!!

荣誉与待遇 （85）
!!!!!!!!!!!!!!!!

成功与失望 （89）
!!!!!!!!!!!!!!!!

詹天佑 （96）
!!!!!!!!!!!!!!!!!!!

冯　如 （101）
!!!!!!!!!!!!!!!!!!!

张　衡 （106）
!!!!!!!!!!!!!!!!!!!

2



皨

皨皨皨皨皨皨皨皨皨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李时珍

少年学医

李时珍，字东壁，号濒湖，明代正德十三年出生，湖

北蕲州（今间接蕲春县）人。

李时珍的祖上是摇着铜铃走街串巷的铃医（走方郎

中）。虽然李家世代行医，但没有多大名气，祖父在李时珍

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李时珍的祖父攒下了点钱，于是供李时珍的父亲李言

闻读书，并考取贡生，跨进儒林。但由于在乡试中屡试不

第，便弃儒从医，继承祖业。李言闻饱读医书，因此医术

大有长进，加之医德高尚，成了当时蕲州一带有名的医生。

李时珍的母亲张氏，是一个贤慧的家庭妇女，由于身体虚

弱，生了李时珍以后不久就病倒了。李时珍还有一个哥哥

叫李果珍。

幼年时期的李时珍身体瘦弱，经常咳嗽发烧，他深深

体会到生病的痛苦，立志长大后做一个像父亲那样医术高

明、医德高尚、为人解除痛苦的医生。

可是，李时珍的父亲却另有想法。明代嘉靖二年（公

元 1523 年），李时珍 5 岁时，父亲便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儿

1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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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天，李言闻把儿子叫到跟前，告诉他说：医生这个

行业虽然可供温饱，但是社会地位不高。自古以来就是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谓“医卜近贱”，在士、

农、工、商四行中排在最末一等。历代史书里都把行医列

在“方伎列传”里面，称之为“小道”、“贱业”。李言闻

列举了李家祖上世代都是摇铃走街的铃医，社会地位低下，

饱受歧视。李家从他起，为了摆脱低下的社会地位，学读

书全力奋斗，想改变门庭，只是科举考试连连失败，才弃

儒从医。李家从他起始由铃医晋升为坐堂医生，虽高了一

等，还是不能与读书人家相比。他见李时珍聪颖，才智过

人，便把求取功名、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为

了让李时珍立志奋发读书，李言闻给他讲了古代有名的医

界大师的遭遇。

李时珍听完父亲的话后，便暗下决心奋发看书，同时，

扁鹊的故事也让他终生难忘。

明代嘉靖六年，李时珍 9 岁，开始上私塾学习八股文，

为日后的科举考试作准备。

做完功课，李时珍常替父亲抄写药方，跟父亲上山采

药，认得了许多医书上记载的和没有记载的药草。遇到不

太了解的，他都一问到底，直到弄懂为止。李言闻却责怪

儿子，读书像这么努力就好了。但是，他仍旧满足了儿子

的要求。只是不时提醒儿子，读书才是他的正业，不要把

过多的精力放在医药上面。可是，由于耳濡目染的关系，

李时珍仍然对医学十分入迷。

李时珍捧着父亲写的《蕲艾传》在家里后院的药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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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个没完。这个小小的药圃是父亲精心培植的。父亲医术

高明，医德高尚，是蕲州一带的名医，后来曾经被推举当

过太医院吏目，官不大，是个正九品，但也算国家的医官

了。李时珍的父亲对医学有很深的造诣，著有《四诊发

明》、药书《人参传》、《蕲艾传》等。父亲对研究药草具

有浓厚兴趣，李时珍深受影响。

一天，李时珍蹲在药圃的一个角落里，专心地研究栽

在墙角的蕲艾。他手捧父亲写的《蕲艾传》，对照药圃中的

实物仔细观察。父亲著的书上对蕲艾的描述既准确又细致，

与实物丝毫不差。李时珍想：自己以后做学问，也应该向

父亲学习，一丝不苟。

由于父亲的著作中记述得十分详尽，李时珍越看兴趣

越浓，决定采一篮艾叶回去炮制。他很快便采满一篮艾叶，

突然脚底滑溜溜地，紧接着一条白花蛇突地从蕲艾丛中探

出头来，李时珍惊得尖叫起来。

正在危急之时，父亲突然出现在李时珍身边，只见他

从地上抓了一把泥沙，往白蛇身上一撒，那蛇立即瘫了下

去，摆成之字形，接着父亲扬起药锄，一锄就把蛇头斩了

下来。蛇身在地上扭动了一会儿，便再也不动了。

父子俩都松了一口气。李言闻拽着死蛇说：“这就是我

常和你说的蕲州白花蛇。蕲蛇是我们蕲州的特产之一，与

新艾、蕲龟、蕲竹齐名。由于当今皇上患有风湿病，指定

要蕲蛇治疗。官府为了讨好皇上，命令百姓大量捕蛇，蕲

蛇被捕得越来越少，如今要找到一条蕲蛇都很困难。为了

向官府交蛇，老百姓苦不堪言，编了首民歌诉苦：‘白花

3



皨

皨皨皨皨皨皨皨皨皨世界最具发明性的科学大家

蛇，谁叫你能辟风邪！上司索你急为火，州中大夫只逼我，

一时不得皮肉破，积骨如巴陵，杀尔种族绝，白花不生祸

始灭。’蕲蛇如今稀罕得成了宝了，现在我正好用它来制造

咱们家传的白花蛇酒。这种酒可以治中风伤湿、半身不遂、

口目歪斜、骨节疼痛以及陈久性的疥癣、恶疮、风癫等

等。”

说着，李言闻从李时珍手里接过白花蛇，用钉子将蛇

身钉在木板上，用小刀截掉尾巴，小心地剥掉蛇皮剔去蛇

骨，然后，用药锄挖了一个坑，将蛇皮、蛇骨、蛇头和蛇

尾放进坑中，并指着蛇头对李时珍说：“你看，这条蛇的眼

睛还是睁着呢。蛇死后一般眼睛都是闭着的，唯有蕲州白

花蛇死后眼睛是睁着的，这是辨别真假蕲蛇的办法。蛇头、

蛇皮、蛇骨都有剧毒。剖完蛇后要将它们小心掩埋，以免

伤人。捕到的蛇经过处理后，便可以用来炮制白花蛇酒了。

来，我把祖传的制作方法教给你。”

父亲提着蛇，李时珍挎着竹篮，一起走进了他们家的

药材炮炙房。

李时珍从记事起，就跟着父亲在炮炙房里学制中药，

这一次，他向父亲学习制作祖传白花酒的方法。仔细观察

父亲将白花蛇放在一个瓷体内，倒了一瓶糯米酒入内，用

手把白花蛇反复用酒洗涤，直到糯米酒把它浸润得透亮，

才把它放入一个小细瓷坛中，然后配药：羌活 2 两，当归 2
两，天麻 2 两，秦艽 2两，五加皮 2两，防风 2两。用锉刀
将药锉成细粉，装进生绢袋中，用麻绳扎紧封口，把它放

进白花蛇的瓷坛中，再倒进一瓶糯米酒，用箬叶密封坛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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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父亲将瓷坛放入一个盛有水的大锅中。

李时珍仔细观看父亲制作的全部过程，并牢记在心里，

他觉得炮制药材真是趣味无穷。先前还是那么可怕的毒蛇，

经过加工炮制，几天以后就成了药效显著的药酒，简直不

可思议。趁着兴致，他就在炮炙房里用采来的艾叶制药，

于是，他再将父亲的《蕲艾传》看了一遍，默记下制药的

方法。然后，将艾叶扬去尘埃、残屑，放进一个大石臼中，

用一根木制捣杆捣碎，捣成艾茸后，去掉渣滓，再把剩下

的白色艾叶捣成柔烂得像棉花为止。捣好艾叶，他找来硫

磺末，加入艾叶中拌匀，然后，将艾叶、硫磺糊制成细条，

装在一个簸箕中，拿到屋外放在屋檐下阴干，常用的硫磺

艾便制成了。从这以后，李时珍常到炮炙房，帮助父亲炮

制各种药材。为了不影响学业，他把书带进炮炙房，一面

看书，一面学制药。

童年时代的李时珍，从采药、制药中，既感到制药的

艰辛，又体会到制药的乐趣。父亲的一言一行，默默地影

响着他，李时珍对祖国医学的知识是从父亲教导、阅读父

亲写的书开始的。父亲写的《蕲艾传》不仅使他了解了家

乡的特产蕲艾，还知道了家乡所产的蕲蛇、蕲龟、新竹等

药材都是闻名天下的。尤其是父亲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实事

求是的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时珍。后来，李时珍在

编著伟大的药物学著作《本草纲目》时，常常引用父亲写

的书、父亲说的话。李时珍编著的《濒湖脉学》也是在他

父亲著作上“选精择华”融汇己见而成的。李时珍的另一

部著作《蕲蛇传》也是受父亲《蕲艾传》的影响，从而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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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启迪撰著的。

父亲，成了李时珍走上医学道路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求取功名

明代嘉靖九年（公元 1530 年），李时珍 12 岁。经过几

年私塾学习，他已经刻苦地把四书、古诗等课业读熟，并

学习写诗，做八股文了。

第二年，蕲州知府周训看中了李时珍，将他选送到黄

州去应“童试”。

李言闻带着儿子，来到热闹非凡的黄州府，李时珍无

暇去观赏府城的风光，专心致志地应试。“童试”考两门，

一为“四书义”（八股文），一为“试帖诗”。李时珍两门

考试的成绩都属优秀，一举考中秀才。秀才，是科举考中

的“生员”的俗称。凡考中生员的人，便跨入了儒林，在

府、州、县学的学生名额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取得生员资

格，便能进一步考举人、贡生、进士，一步步登上儒林的

高峰。进士是朝廷选拔官吏的首选对象。全省会考中乡试

第一名解元、全国会考中的第一名会元、殿试中的第一名

状元，是历代文人在各级考试中追猎的目标。特别是状元，

一中便会“夺魁天下”，是科举中的最高荣誉，是士子们追

求的最高目标。

李时珍 13岁中秀才，少年得志，前程似锦，父亲感到

莫大的欣慰。他及时告诫李时珍：“中了秀才固然可喜，但

距离举人进士的目标还差得很远。”他要李时珍奋发努力，

6



皨

皨皨皨皨皨皨皨皨皨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去参加在武昌举行的三年一届的全省统考。

明代嘉靖十三年（公元 1534 年），16 岁的李时珍兴致
勃勃地跟随李言闻，坐船逆江而上，来到省城武昌，参加

三年一度的全省统考———乡试。这三年来，他勤奋好学，

饱读诗书，由于他生性聪慧，记性很好，读书过目不忘，

已经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做起文章来也头头是道，

常得到父亲赞许。父子俩都有必胜信心，举人似乎已是唾

手可得。

发榜的日子终于到了，父子俩早早起床，赶到书院的

大门外。大门外的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秀才们和他们的

亲属都在这里翘首等待。李时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

广场上站着等了 1 个多时辰，书院的官差才打开大门，将
一张张黄榜张贴在大门外的粉墙上。

闹哄哄的广场顿时变得寂静下来，千百双眼睛都在搜

寻着自己或亲人的名字。李时珍踮着脚尖，目光从攒动的

人头上扫视过去，只见告示上密密麻麻的黑字。他在黑字

中粗略地搜寻了一遍，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心中一阵发

紧。他赶紧从头到尾，一个一个名字地细看起来，没有自

己的。他仍然不甘心，又从后面往前仔细地一个字一个字

地看，再从前面往后先找到李字，再仔细看李后面的名字，

直到看得两眼发花，仍然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父亲叹着

气硬把他从人堆里拉了出来，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名

字怎么会没有。

李时珍垂头丧气地跟在父亲身后，回到了客栈。面对

着无精打采的儿子，李言闻强压下自己心头的失望，鼓励

7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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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道：“考举人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有的人考到六七十岁

才中举，你还年轻，下次乡试时，也才 19 岁。我们收拾书
籍回家去吧！苦读 3 年，再来应试！”

3年之后，李时珍仍由父亲陪同，再次上武昌参加乡
试，这一次又以失败告终。父亲送儿子回家以后，掩饰不

住失望的心情，愤愤地离家行医去了。

6年面壁的劳累，科举失利的苦恼，困扰着李时珍，他
病倒了。他患的是当时叫“骨蒸病”的肺结核，咳嗽不止，

时而咳出血来。他全身发烧，身上火燎燎的，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新过门的妻子吴氏急坏了，不知如何是好。李

时珍找来医书翻阅研究，自己开了药方，吃遍了柴胡、麦

门冬、荆介这些书上说能治骨蒸病的药，谁知病情不见好

转，反而越来越重了。

幸亏这时父亲行医回来了。父亲听妻子张氏说儿子患

了重病，马上进屋探病。父亲望着脸色憔悴的儿子，心里

十分难过，怪自己不该在儿子生命攸关的时刻外出，使儿

子的病拖了 1 个多月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他赶紧摸了摸
儿子的脉，虽然脉息如疾雨沾沙，病蚕食叶，涩而无力，

但无死相，还有希望。他忙坐下来仔细探视。李时珍看着

父亲为自己诊病，眼睛一亮，他知道自己有救了。李时珍

从小就佩服父亲的医术，他在 10 岁前，身体十分虚弱，全
靠父亲用药调养，10岁以后身体才好起来。父亲摸脉以后，
询问儿子这 1个多月来吃了些什么药。

李时珍把自己开的药方给父亲看，父亲摇了摇头：“错

了，错了！柴胡虽是治劳乏羸弱之药。但劳有五劳。若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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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肝、胆、心，是必用之药；或者，脾胃有热；或者，阳

气下陷，柴胡也是引清气、退热的必用药。但是，惟有劳

在肺、肾者，不可用柴胡。你既有肺热，又在病中新婚，

肾劳而虚。此二者柴胡都是禁药，难怪你的病势越来越沉

重。”

父亲说完，立即开了一个药方，只有黄芩一味药。李

时珍心中好生奇怪，但也不敢多问。

说来也怪，吃了父亲开的药，第二天烧就退了，咳嗽

也好了些。又喝了几天父亲开的黄芩汤，竟能下床行走，

咳嗽病也痊愈了。

李时珍想起自己从小对医药就抱有极浓厚的兴趣，父

亲一味黄芩治好了自己患了 1 个多月的沉疾，使他对父亲

的医药学佩服得五体投地。想到考场上的失利，他不由得

萌发了学医继承祖业的念头，但被父亲断然拒绝。父亲严

厉地告诫他：“科举虽然两次受挫，但不能垂头丧气，还要

作最后的努力，你天资聪慧，再苦熬 3 年，一定能功成名
就。”

李时珍望着父亲坚定的信念，听到那不容商量的口气，

只得叹了一口气，不作声了。为了李氏家族的荣誉，为了

改换门庭，他不得不收起学医的念头，再苦斗 3 年作最后

一次拼搏。

弃文从医

明代嘉靖十九年（公元 1540 年）一个秋天月夜，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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淼的长江上，一叶孤舟顺水漂流。李时珍和父亲坐在船头，

喝着闷酒。李言闻望子成龙的科举梦又一次破灭了，他想

不通儿子才华四溢、满腹经纶，竟然不为主考看重，落得

个榜上无名，第三次赴武昌应乡试，仍然失败而归。

李时珍看着父亲面色憔悴、神情沮丧的样子心里很不

好受。为了转移父亲的情绪，他把一直藏在心里，已经思

考多时的医学问题谈了出来。他对父亲说：“《 孟子·告于

篇》上讲：‘心之官则思，’《内经》上也说：‘心者，君主

之官，神明出焉。’这两部书里都是说，心脏是主管人的思

维活动的。儿仔细思考了这个问题，觉得不对。本来，《内

经》上说过，‘脑为髓之海⋯⋯ 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

胫疫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按这种讲法，是人脑主

宰我们的视觉、听觉和运动器官的。再往深处想，我们思

考问题时，是心在想，还是动脑子想呢？读书读久了，是

头昏头痛，还是心昏心痛呢？显然这主要是前者。所以，

儿以为，脑才是六神之府，思之官。”

李时珍这番独出心裁的言论使父亲颇为震动。《内经》

是祖国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产生于战国和秦汉之间，它

运用精气、阴阳、五行学说，总结和阐述了中医的基本理

论，两千年来中医理论的发展，可以说都起源于《内经》。

《内经》上提出的心是思之官，千百年来有学问的人都视为

真理，医经、儒经都这么叙说。儿子却敢向传统挑战，提

出怀疑，真不简单！李言闻并不保守，他仔细一琢磨，儿

子所说何尝没有道理。李言闻不由得感叹：“真是有心栽花

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这几年来，天天督促儿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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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苦学，尽了最大努力，发奋读书，几乎丢了命。但是，

老天不遂人意，3次应试都名落孙山。万万没有想到，儿子
仅凭着家族的影响，自己平时关于医药学有意无意随便说

说，就记在心里，对‘心之官则思’竟动了脑筋，作了如

此深刻的见解。自己行医数十年，也曾著书立说，但对于

这么重大的医学问题，却从未产生疑虑，真是庸才！儿子

果然聪明颖悟，才智过人，勇于探索。其实七十二行，行

行出状元，既然儿子在医学上能够如此钻研，何不让他跟

着我学医呢？别让他像我那样了，为了科举白白耗费了青

春，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李时珍见父亲沉默不语，便把自己想放弃科举考试，

跟随父亲学医的想法说了出来。这个念头在他心里许多年

前就有了，但是为了显耀门庭，不辜负父亲的期望，他藏

在心里不忍心说出来。看来，科举仕途与李家这一代还是

无缘，自己的志向也不在这里。于是，李时珍趁父亲思想

已经转变，便把多年来深思熟虑的话说了出来。

李言闻看着为应试累得瘦弱不堪的儿子，心头不禁涌

出无限爱怜，觉得儿子的选择不能说最佳，但也算是条好

的出路了。于是，他默默地点头同意。

这样，从 23 岁开始，李时珍就弃文从医，继承父业，
走上了医学的道路。

李时珍青年时代关于“脑为六神之府”的想法，经过

尔后几十年的行医实践的检验，获得了充足论证证实。最

后，写进了他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卷三十四·辛夷条。

“脑为六神之府”说，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脑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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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器官，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心之官则思”的错误认识。

时代为李时珍铺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那艰涩的八股

文扼杀了多少热血青年。但李时珍并非凡人，他坚定不移

地走上了医药之路，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苦心学医

李时珍在他伟大的一生中，在医药事业领域，能获得

如此巨大成功，出于他有幸遇到了两位恩重如山的老师。

第一位恩师是他的启蒙老师，父亲李言闻。

他的父亲李言闻在当地玄妙观坐堂行医，医案旁设了

一个座位，是他给收为徒弟的儿子专门设下的。李言闻每

当自己看病诊脉后，都口授药方，让李时珍笔录药方，按

方抓药，并同时向他传授不同方剂药物的匹配用量情况，

药物间的协同作用，以及如何抑制药物的毒性等等。比如

每个药方的用药都是按“君、臣、佐、使”的配合规则。

“君”药是方剂中治疗主症，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根据需要

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协助主药以加强其功效起治疗

作用的药物。“佐”药是协助主药治疗或抑制主药的毒性和

剧烈的性味，或是反佐的药物。“使”药是引导各药直达疾

病所在或有调和各药的作用。一般小病，开一个处方，抓

几剂药即可治疗好。大病或重病则需有步骤地进行治疗，

先怎么处方，用哪些主副药物，病情见好后再换处方，改

换用药，到治疗痊愈。

李时珍跟随父亲从开方、抓药学起，不仅认识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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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还进一步了解到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特征。所

谓“四气”，就是指寒、热、温、凉 4 种药性，药性的寒凉
和温热是与病症性质即热性病症、寒性病症相对而言的。

李时珍了解到：能够治疗热性病症的药物，属于寒性或凉

性，如黄连是寒药，治热病泻痢；因陈蒿微寒，即是凉药，

治黄胆身热。能治寒性病症的药物，属于热性或温性。如

附子是热药，能治因大汗而阳气衰竭、四肢寒冷等；草果

是温药，能治因胸腹冷病而发冷较重的病疾。药物还有辛、

甘、酸、苦、咸 5种味道，辛味能散能行；甘味能补能缓；
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泻能燥；咸味能软坚润下，还有淡

味能渗湿利小便。药物作用的趋势又分升降浮沉。升是上

升，降是下降，凉是发散上行，沉是泻痢下行。升药上行

而向外，有升阳、发表、散寒等作用，沉降药下行而向内，

有升阳、降逆、收敛、清热、渗湿、泻下等作用。

父亲还常常结合一桩桩鲜活的医案，将治病救人的道

理讲给李时珍听。两人不多久便把李时珍因科场失利造成

的烦恼忘得一干二净，父亲仔细热心传授医道，儿子认真

踏实努力学习，父子俩情投意合，享受到无穷乐趣。

李言闻向李时珍讲解中国医学中辨证施治的道理：所

谓“辨证”，就是综合病人所出现的各种症状，以及一切与

疾病有关的因素加以分析，来探求病变的性质和转机，从

而了解疾病的本质，作为施治的准则。李言闻说：东汉医

学家张仲景在《内经》等古代医学典籍的理论基础上，运

用辨证施治的医疗规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治疗外感病

及其他杂病的医学理论和方法。张仲景在多年临床诊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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