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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建立；④注重个人心得介绍，其真实、

自然、实用性，对学生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⑤重视贴近同学身边的案例，其体验式学习，

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是激发学习积极性的

潜动力i⑥重视失败案例介绍，《伤寒论》大

量失治误治案例，也是一笔宝贵财富，从反

面强调中医辨证重要性。印象更为深刻，将

具有与成功案例等同价值：⑦案例学习与讨

论结合，从辨证、诊断到治疗、用药，多学

科知识整合，讨论与案例式教学结合，有利

于培养综合运用能力，激发创新思维，同时

建立疗效是评判辨证准确性的唯一标准的概

念。⑧见习应以见为主，习为辅。由于学生

处于大学二年级阶段，临床相关知识尚缺，

若过分强调其动手能力，未免挫伤其学习积

极性。但运用诊断学知识采集病史，有助于

检验学习水平，增加学习动力，可适当使用；

⑨实践与考试挂钩，如将撰写见习心得，列

入考试成绩，将有利于提高实践教学效果，

舒缓考试压力。

结语：实践最直接，感性认识最明白，

疗效最具体，信念、兴趣是有力。强化实践

教学，是提高《伤寒论》学习效果的有益途

径。远期教学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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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伤寒杂病论研究大成》的必要性和内容

梁华龙(河南中医学院)

提要 历代医家研究《伤寒杂病论》者颇多，本文作者综各代医家研究之成，讨论了编

纂《伤寒杂病论研究大成》的必要性以及内容。

关键诃伤寒杂病论研究汇总

秦汉时期的中原文化积淀，涌现出众多 争战，打造了许多的军事家，代表人物有诸
的科学家，代表人物有张衡；汉代末年三国 葛亮：而东汉末期的战乱疫疠，则造就了一



批医学家，张仲景即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

产生的医中“圣人”，医圣巨著之巨，不在字

数的多寡，而在于其临床实用价值。此编著

《伤寒杂病论研究大成》之第一必要。

《伤寒杂病论》是集汉代以前医学之大

成，其成书至今，已历2000余年，历代对于

仲景学说的研究，汇集了众多自勺‘‘中医之最”。

一是注释、发挥仲景之书的后代著作，截止

清代，有据可查的就有一千二百余种，而自

清后至今，又不知有几千百种：二是历代医

家中，以读仲景用书仲景方而成名者，为医

中之最：三是近现代报刊杂志发表的各类文

献中，以研究仲景理、法、方、药者为最多；

四是现行的《方剂学》教科书中选用的代表

方剂以仲景方为最多。有此“四最”，足证对

于仲景之学的挖掘，已达极致，此编著‘伤

寒杂病论研究大成》之第二必要。

被中医誉为“四大经典”的《内经》，其

“大成”已于90年前后付梓问世，对《神农

本草经》的发挥和集成，早在明代李时珍就

已经完成，而占有“四大经典”中半壁江山

的仲景学说，对其研究从字词的注解到理论

体系的提炼，从条文的释义到辨证方法的内

涵，都进行过详尽的推敲，但至今尚无一本

承前启后的划时代的‘伤寒杂病论研究大成》

出版，不能不说是该领域学者们汗颜的意见

大事。此编著《伤寒杂病论研究大成》之第

三必要。

编著《伤寒杂病论研究大成》是新故中

医学大家，伸景学说研究的巨擘刘渡舟先生

的终生夙愿，我辈后进应该完成其遗业，并

为我辈后世留一遗产，此编著《伤寒杂病论

研究大成》之第四必要。

鉴于如此四个必要性，由王庆国、梁华

龙牵头主编的《伤寒杂病论研究大成》已经

进入定稿阶段，将于2003年底由人民军医出

版社出版。全书共计600万字，十一个分册，

对截止2000年以前的，历代医家和学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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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各个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系

统而全面的归纳和综述，真正为一部《伤寒

杂病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十一个分册

分别为：

1．仲景生平及其著作主要考证伸景

生平、籍贯、事迹(举孝廉、做太守、坐堂

诊病、见何颐、诊王粲病、《伤寒论》、《金匮

要略》的分分合合，以及其他版本，如脉经

本、外台本、川本、湘本、桂本、康平本、

康治本等的真伪和实用价值。

2．学术思想史主要探讨《伤寒杂病

论》成书的社会背景、科技背景、学术思想、

学术特色、后世对其研究方法等。

3．疑难辨析主要是对有争议的篇章、

条文、病位(如蓄血部位、血室等)、字词、

药物及加减等问题的辨析。

4．理论研究主要阐述《伤寒杂病论》

的理论基础、辨证体系、六经实质、各种学

说等理论性的问题。

5．诊法研究归纳《伤寒杂病论》中

有关望、闻、问、切、腹诊等诊法的特色以

及源流、嬗变和发展历程。

6．病证研究主要阐述《伤寒杂病论》

病、证、症的概念、内涵以及沿革、源流：

书中对病的认识、证的认识及机理和鉴别诊

断等内容。

7．治法研究主要是《伤寒杂病论》

的治法(内治八法和外治法)分析、组方规

律、用药规律、方剂加减规律、煎服法等。

8．方莉研究 《伤寒杂病论》中方剂

的临床应用原意、后世的临床扩大运用等。

9．实验研究主要是近代对《伤寒杂

病论》理、法、方、药等的实验室研究成果

汇集和提炼、分析等内容。

lO．著作书目提要 《伤寒杂病论》成

书后至民国(包括民国时期)以前研究著作

书目及提要；民国以后的有影响著作的提要

及书日，酌情择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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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论文题录类编汇集有关《伤寒杂

病论》研究，起自民国至2000年发表的论文，

按照文字、理、法、方、药等科学分类和筛

选。进行国图法的汇集和采编，以期有助于

对研究的回顾和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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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鼬Wof China，many physicians have devoted to the research work of Shanghan Zabing

Lun．In lhb arlide．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m．and discussed the necessity and

contents ofthe Ixx)k,---ResearchAchievements ofShanghan Zabing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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