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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的传统理论，总结提高脑主神 

明的主导地位。但不能以破坏中医传统理论体系为 

代价，不要改变脏腑的配属关系，经络的表里关系， 

五脏的开窍关系之定型理论。 

纵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前人在强调心 

主神明的同时，对脑主神明也非常重视，历代学者不 

仅对脑主神明多有论述，而且随着古代科学水平的 

发展而逐步深化。诚然，中医脑主神明的理论尚不 

完善，我们应当在前人对头脑元神认识的基础之上， 

构建完善的脑主神明论的传统体系，更好地发挥其 

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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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海探骊——中国医学史研究新视野》出版 

张效霞《医海探骊——中国医学史研究新视野》一书于 2012年 4月由中 

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作者近年来关于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论文集。书中内容分为“医史 

通论”、“内史研究”、“外史研究”、“医林杂谈”。 

其中“医史通论”是作者对中国医学史学科理论、研究方法的思考；“内史 

研究”是作者对有关医家、医籍的考证，以及对部分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讨 

论；“外史研究”则是从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对历史上的疾病、医疗及 

相关问题的探讨；“医林杂谈”收录了数篇作者对中医学科性质、理论来源、发 

展道路等问题的思考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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