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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选说明

一、在近代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国当属一个颇具特

色的时期。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歧视、压制、打击，甚至欲

取缔中医的反动政策，中医学术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是西方

医学强烈地影响、渗透、冲击着传统医学，许多人对中医的科学

性产生了动摇乃至怀疑。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医界

人士依然坚持与疾病作积极的斗争，并致力于中西学术的融合与

汇通，使传统学术得以继承和发扬，学术研究仍达到20世纪较

高的水平，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医家和颇具特色的医著。一些医家

历经晚清和民国两个不同时代，阅历丰富，学术纯青，他们在清

代考据学风气的影响下，重视对古典医著的考证、校勘和诠释，

辑复整理出的一大批古医籍文献，考据精当，论理准确，体现了

当时中医学术的潮流，对传播和发展中医学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医家们的宝贵经验，成为中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

仍对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有

的甚至还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几代中医学人。

然而，由于民国距今年代较近，许多医书自付梓问世以来，

一直未得重印；更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医著无法在较大范围内

流传。新中国成立后，除少数名医著作曾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整理出版外，大部分仍被尘封在历史的“高

阁”中，不仅给学习、研究带来不便，甚至还有佚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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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本草图志

为了继承中医学的宝贵遗产，弘扬中医学术，我们精选了民

国时期著名中医的代表作加以整理点校，汇集成《民国名医著作

精华》丛书。

二、本丛书遴选自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至194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的38年间13位著名医家的2l部代表作。这些医书

是从数以百计的中医著作中经反复论证、严格筛选出来的，均具

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当时流传较广，社会影响较大。将之汇编

成集，能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民国时期中医药发展的历史

概貌。

2l部医书中，属中医学文献整理研究的有《增订通俗伤寒

论》、《重订广温热论》、《伤寒论汇注精华》、《伤寒质难》、《群经

见智录》；属中医诊法研究的有《脉学正义》、《辨舌指南》；属临

床各科诊疗经验总结的有《中风斟诠》、《感症宝筏》、《经方实验

录》、《中国针灸治疗学》；属医案选编的有《孟河丁甘仁医案》、

《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属药物学专著的有《本草正义》、《祁州药

志》、《中国新本草图志》、《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增订伪药条

辨》；属中西汇通类医书的有《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学》、《中西

温热串解》；属医史学专著的有《中国医学源流论》等。

三、本丛书的整理和点校乃严格按照通行的古籍整理原则进

行，亦即尊重历史，忠实原著，不随意更改。

鉴于民国期间全国各地的印书局(行)较多，故对人选的每

部医书，尽量选用最早或最佳版本作为蓝本，并与其他不同版本

的同类医书对校，同时又与相关的医书文献进行旁校，力求校勘

准确无误，以保证质量。

四、每部医著的篇首，均附一篇点校者的研究论述，主要介

绍作者的学术思想、生平事迹，以及每部医著的写作背景、学术

价值、学术特点等。使读者从中了解该名医的专长及其代表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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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选说明

近代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五、民国期间，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部分医家开始接受新

的科学知识。在其编撰的医书中，已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汇通中西

医学的内容。旨在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但这些内容多带有明显

的时代局限性。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性，本次校勘不做改动，相信

读者在研读中能够正确领会前人的学术成果。

六、人选本丛书的著作，原多为繁体字竖排本，现统一改为

简化字横排本。一些书原版中的外国人名、地名、西药名称等的

译法，与现在通行的有所区别，为保持原貌，不做更动。标题层

次多与原版本近似，原版的个别印刷错误，本次点校时径予更

改，但均出注说明。

由于时间仓促，本丛书整理点校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

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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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说明

一、本书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第三号(1931

年)及集刊第六号(1932年)即由化学研究所印行的初始本为

底本，重新点校出版。

二、书中卷次、篇章、图版、表格均按原书顺序排列，以保

持著作原貌。必须说明的是，原书有三卷的预告，并且从“原书

总目”上看，原计划应当还有后续卷，但后因时局动荡，致使工

作中断，实际只出版一、二卷，现将两卷合为一册出版。同时，

为了反映当年研究计划及作者思路，书中所列“总目”及“预告

页”一并保留。另外，原书为16开本，今按本丛书统一要求改

为大32开本，因而图片相应地缩小了。

三、原书繁体字一律改为规范的简化字，并对原文的字体做

了适当的调整，以方便读者阅读。

四、原书图片在编排上存在多种形式，今为保留原著风貌，

只统一了图题及图注的字体、字号，其余则未加改动。

五、原书各章节标题体例略有不同，现仅对会引起歧义、影

响阅读的地方做调整、修改，其余均保持原貌。

六、由于近年来植物分类学及植物化学的发展，本书所列药

材的原植物名、化学成分名称及化学成分含量等与现行规范有所

出入，本校注本仍遵原著未加改动。上述学术内容有变更者，应

以《中国植物志》及《化合物命名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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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本草图志

1992)、《英汉化学化工词汇》(科学出版社，2000)为准。

七、本书的计量单位、货币单位、西药中文译名、人名、地

名以及一些科技专业术语与现今规范用法有所出入，但为保持该

书原貌，本次校勘均未加更改。

八、推荐本书再版及审订者，原为章国镇教授，因他未竞辞

世，故全书审校的部分工作由樊菊芬教授完成，未臻之处，敬希

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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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熵黄先生像



赵熵黄生平业绩及学术思想

赵炳黄(1883—1960)，谱名汝询，曾用名一黄，字午乔，

号药农，室名去非，江苏常州人。我国生药学界元老、现代本草

学奠基者。

赵氏少时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殷实家庭中。幼年在家

馆从师学习经史，曾应科举试。1900年到延陵书院山长刘申孙

家课其孙。少年时期的教育，培养了赵氏钻研文史、吟诗填词的

爱好。这一爱好伴随其一生。

当时常州人蒋维乔提倡新学，与江阴南菁书院钟观光一起加

入蔡元培的中国教育会。1904年，赵氏辞去家馆，由蒋维乔介

绍，入钟观光在上海设立的实学通艺馆(又称科学仪器馆)附设

的理化传习所，学习新学理化，接触民主革命思想。1905年又

由蒋维乔介绍，到沪江同里金松岑办的同川学校(同里自治学

社)教理化。其时柳亚子也在该校学习，柳思想激进，赵氏颇受

其影响。



中国新本草图志

留学日本及参加辛亥革命

(1905～1915)

赵烯黄在理化传习所学过日本药化学家下山顺一郎所撰的化

学著作，知道日本科学先进。1905年后国内掀起留日高潮，赵

也于此时赴日留学。

赵氏到日本后在大城中学、正则英语学校及预备学校学习日

语、英语，约于1906年秋正式人上野东京药学专门学校学习，

于1908年夏毕业。1908年秋，赵氏补为清廷江宁官费生，考入

东京帝国大学药科，先在下山顺一郎的生药学教室学习“和汉生

药”。下山顺一郎是日本将中国传统本草学与近代生物科学结合

而成日本生药学的权威。几十年后，赵氏还记得，老师常带一本

乾隆年间琉球人吴继志所撰的《质问本草》来上课。他到日本书

店访购不得，回国时在实学通艺馆张之铭处找到此书，高兴地全

部照抄，并将书中插图临摹。学完生药学后，他又在长井长义博

士的药物化学教室学习。长井长义于1887年因从麻黄中发现麻

黄素而名震一时，成为日本现代药学的奠基人，赵氏尽得其学。

留日学生中有一批人专玫药学，赵氏与王焕文、曾贞、胡晴

崖、伍晟酝酿，于1908年秋在东京神田区水道桥明乐园的中华

料理店，召开了中华药学会成立大会，当时仅有会员27名，出

席20名。会上通过了会则，公推比他高一班的药专同学王焕文

为会长，同班同学伍晟为总干事，赵氏为书记，中国药学会从此

诞生了。迄今中国药学界公认赵孀黄为该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药

学会成立后曾开过几次学术报告会，赵氏宣读过关于胡麻油、川

厚朴挥发油化学分析的报告。

虽然身在异国，但赵氏仍关心祖国的命运。1910年秋，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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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熵黄生平业绩及学术思想

人凤、宋教仁等在东京整顿同盟会组织，伍晟、孙润畲加入了同

盟会。黄花岗起义后，留日学生中革命情绪迅速高涨，赵氏由

伍、孙介绍也加入了同盟会，致力于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武昌

起义成功，留日的医药学生组织红十字卫生救护队回国参加革

命。赵氏回国后在浙军都督府政事部下属的卫生部药局任局长。

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赵与伍晟均在内务

部卫生局任科长。他意气风发地投入工作，看到孙中山策马谒明

孝陵盛典，大受感动，赋诗言志：“雄心已雪先朝辱，大义竞亡

九世仇。”不久他随政府北迁，任内务部卫生司科长、代理司长。

但袁世凯窃国，眼看革命面临危机，赵氏乘机回东京帝国大学补

办了毕业手续，获学士学位。回北京后即发生宋教仁遇刺案，二

次革命失败，赵心灰意冷，于1914年底卸职出都，赋闲居沪。

1915年春，应留日同学金体选之招，到汉El歆生药房任药师。

杭州十五年

(1915～1929)

1915年8月，得留日药友华裳吉介绍，赵烯黄应浙江公立

医药专门学校校长韩士灏之聘，任该校药科教授。该校为今浙江

大学医学院前身，是国人自办的第一所现代医学学校，1912年6

月创办后，1913年即专门设立药科，故定校名为浙江公立医药

专门学校(以下简称“浙医专”)，校舍在杭州法院路张家大院。

当时欧洲医界均由化学家中培养药学人才，只有日本继承中国研

究本草的传统，单独培养药学人才。赵氏通过前一段管理药政的

经验，力主药学不能从属于医学，应单独设科。当时浙医专是全

国惟一的一所专门设立药科的学校。赵氏痛感东西洋药充斥市

场，而国产药材遍地，却常被外人收购提炼返销中国，致使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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