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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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真传》，成书于 1699 栻 栻年，清·高世 撰。高世 ，字士宗，浙江钱塘人。童年

丧父，家贫自学医，后随张志聪钻研《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并讲学于侣

山堂，除本书外，另著有《素问直解》。 

全书 1 卷，摘述高氏与其弟子讲学论道内容 44 则。其中基础部分主要阐发阴阳气血、

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诊断、治则、方药、五运六气；临床部分则阐述内、妇、儿科特

点和常见病的病因、症状、治疗。 

该书析理透彻、深刻。如论述痘疹，高氏指出体虚者要扶正祛邪，不可一味攻伐。又

如其辨痢疾之分“寒热虚实，顾本顾标”，论喘之虚者“其本在肾，其标在肺”，论“常山

乃治疟之要药”及其真伪、用法等等，都切合临床实际。书中虽有矫枉过正之辞，实为补

偏救弊而发。 

主要版本有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宝笏楼刊本、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上海图书集

成印书局铅印《医林指月》本、1939 年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和 1983 年江苏科学技术出

版社铅印本等，此次整理以《医林指月》本为底本，以 1983 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

为参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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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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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之道奚起乎? 造物以正气生人，而不能无夭札疫疠之患，故复假

诸物性之相辅相制者，以为补救；而寄其权于医，夭可使寿，弱可使强，

病可使痊，困可使起，医实代天生人，参其功而平其憾者也。溯自农皇

肇起，辨草木以著药性；轩岐继作，明阴阳以著《内经》；至汉末，笃生

张仲景先师，上承农、轩之理，著卒病、杂病两论，率皆倡明正学，以

垂医统。仲师既没，而经论之道遂失其传，舛谬纷纭，靡所止极，甚且

家自为书，人自为学，世之所以赖有医者，反不若无医之为愈。每为旷

览，窃尝病之。我土宗夫子，性灵独异，学识超群，注释经论，既已述

大道而正其传，暇日集群弟子，往复论难，提命之下，及门手录，颜曰

《医学真传》。其间阴阳、血气、藏府、经络，与夫五运六气之理，凡前

圣所孕含未剖者，阐著靡遗，而诸书所表章未备者，迄无余蕴，洵足补

救斯人而为功于造物，其所系岂浅鲜哉! 嗣等汇集成帙，摘其要者，梓

以问世，使皆知医之传有其真，而学以不伪，是诚我夫子扶挽斯道之志

也夫!  

 

      时康熙己卯之春钱唐王嘉嗣子佳敬题 

 

 

旻粤自苍 好生，轩岐应运，而吐辞立说，皆为福民寿世之符，送难

设奇，罔非起病回疴之术。自兹以还，作者代有，如淳于意、张仲景，

以及丹溪、东垣诸君子，靡不饮流池上、洞腑垣中，其定方用药，靡不

窾曲曲中 ，诚渡世之慈航，济时之宝筏也。自正学失传，医宗罔据，而

阴阳虚实，每以臆猜，表里炎凉，鲜从脉究，譬之南辕北辙，却行求前，

冀其有济，盖亦难矣。吾杭高士宗先生《医学真传》一书，潜搜默会，

剔隐钩微，意宗前哲，而言其所未言；说本先民，而发其所未发。辨之

于疑似，而无毫厘千里之差；晰之于微茫，而有一举百当之妙。固已入

堂跻奥，而非稍窥藩阃者，所可望其肩项也。余雅不攻医，客岁缘弱息

患疹，本属轻证，可调和立愈。延请儿科数人，皆称时彦，始则太用攻

发，致起痰喘，继又过投寒凉，禁止饮食，遂致不起。及读《真传》言

疹一段，而始叹弱息之死，攻发使之，寒凉速之也。况疹非痘比，治之

匪难，而犹见惑于临证，因是知肌表荣卫之中、脏腑经络之内，其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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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倍于疹者，能保其百无一失也乎? 噫! 医之误人，非特余实被之，

世之未读是书，而愦愦焉以人命为尝试者，真实繁有徒也。因将是书谨

为重梓，俾远近播传，庶几藉是以上窥淳于、仲景诸公之旨，则此书固

医学之指南云!  

 

  时康熙岁次庚寅仲春月钱塘姚远圣功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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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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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子春，先生聚门弟子于侣山讲堂，讲学论道，四载有余。群弟子先后进问，道渐以

明，医渐以备。先生著示及门，嗣等手录者，不下百余则。因谓及门曰：此医学真传也，

汝等录之，将来可以公诸天下矣。嗣等因摘述而授之梓。 

医 道 失 传 

    医道昉乎轩、岐。轩、岐著《内经》一十八卷，阐明阴阳、血气运行之理，藏府、经

络交会之道，上下内外，升降出入。道晰其微，理晰其奥。以为后之医者，必明三阴三阳

之六气，血气生始之根源，五藏交通，六府会合，及络脉经脉之浅深，皮肌筋骨之外内，

始可言医。仲景先师《伤寒·序》云：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

才高识妙，不能探其理致。慨世之医，昧圣贤经论之本源，袭后人方书之糟粕，汤方歌括

之册，视为秘典，分门别类之书，奉若圣经，岂不谬哉! 我故曰：轩、岐没而医道亡，仲

师死而真传绝，洵不诬也!  

医 门 经 论 

    神农本草曰《本经》，黄帝灵枢、素问曰《内经》，皆圣经也。仲景先师，著卒病曰《伤

寒》，著杂病曰《金匮》，此贤论也。医门圣经、贤论，犹儒者之五经、四书也。故医门经

论，乃医学正传，其余《难经》、《脉诀》及后人一切方书，皆逐末亡本，肤浅不经，不可

为训。何世之医者，于圣贤经论，从未尝读，即读亦未解，解未能明，明未能用。悲夫!  

五 运 六 气 

    天地至大，人物至广，不外阴阳五行之理。五运，即五行也。六气，即三阴三阳也。

故木、火、土、金、水曰五运；厥阴、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曰六气。五运合五

行，而六气亦合五行。天以此成四时而生万物，人以此成有形而合无形。是五运六气实医

学之根源，神农本之而著药性，黄帝本之而著《内经》，仲师本之而撰《伤寒》、《金匮》。

今人但知风、热、湿、火、燥、寒为病，岂知厥阴主风，风，木也；少阴、少阳主热，热，

火也；太阴主湿，湿，土也；阳明主燥，燥，金也；太阳主寒，寒，水也。此风、热、湿、

火、燥、寒之病，而五运六气即主之，五脏六腑亦因之。其本末不可不察也!  

六 淫 外 感 

    六淫外感之说，世多不得其解，谓人外感天之六淫则为病，而孰知其非也。盖厥阴、

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曰六气，风、热、湿、火、燥、寒曰六淫。天有之，人亦

有之。故居其内以通脏腑者，六气也；居其外以通于天者，六淫也。天之六淫，与人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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