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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遴选自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8年间的13位著名医家的21部代表作。这些医书是从数以百计的中医著作中经过反复论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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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概貌。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

本草药品，在科学上解决之问题，内容极复杂，研究整理殊为困难，初步观察，注意之范围如下：1.本草药（官药）在文献上之检讨，国药之属于官药者，与列于古本草之药品，关系綦切，其沿革变迁历史亦最久，宜与现行药材市场之实物参证而检讨之。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本草正义

本草编次之例，自陶贞白集成《神农本经》、《名医别录》两种，各分上中下三品，三品之中，各以玉为首。而唐宋以后诸家本草，则皆以玉石、草木、鸟兽、虫鱼等各自为类。盖《本经》及《别录》所收药物，各止三百六十味，分类自可从简。而后人采集渐多，不得不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欲其易于检索也。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辨舌指南

尝观近世街学家之学说，莫不先有理想，而后成实验。医学一道，何莫不然。如听病有筒，诊脉有表，探淋有管，度寒暑有针，食管、尿管、直肠各有探，耳目喉阴俱有镜。此外医家用器，不胜玫举，皆可补耳力、目力、药力所不及。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感症宝筏

何廉臣是清未民初一代名医，学识渊博，他倡导整理医藉以保存国粹，主张通过整理文献来保存中医学之精华，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中医。在民国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整理保存医藉工作与中医界的抗争活动、兴办近代中医教育等，同样为在逆境中求生存的中医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而何氏在文献整理研究领域堪称一代领军人物。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经方实验录

曹颖甫为近代经方派大家，其一生耽嗜于经方研究，对经方的临床应用、理发的阐述均卓有建树。曹氏对仲景经方感兴趣虽始于幼年，但他医生矢志传治经方实深有其原。曹氏在临证时却从未考虑自己的得失，完全以仲景方法和病家性命为重，不屑于以软熟轻便取媚于世，有是证便大胆用是药；有时需用重剂但不能完全有把握的，也谨慎其法逐渐加量试探以取实效，或自己亲身试验。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脉学正义

张山雷在临床各科以及诊断、药物等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与张锡纯、张国华有“三张三达”的美誉。他编写了许多临床专著和讲义，如《中风斠栓》、《疡科纲要》、《沈氏女科辑要笺正》、《小儿科证直笺正》、《古今医案平议》、《脉学正义》、《本草正义》等，其中尤以《中风斠栓》、《疡科纲要》、《脉学正义》三书最具学术价值。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孟河丁甘仁医案

创办近代中医教育，培养中医后继人才，是中医事业发展的关键。民国元年，《教育新法令》颁布，其中的《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漏列”中医药。1913年底，以余伯陶为首的中医界人士为此进京请愿。1914年1月8日教育部批复，“除厘定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基本同意了中医界的要求。这次请愿的初步胜利，为民间筹办中医学校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祁州药志

药之为物，大部取材于不完全之药用植物（动物在外），仅采撷其有效之一部分，供于治疗，如草根米皮之类是也。此草根木皮之母体，先经采药者之一番删刈割截，方被收于药市及药肆。而药市及药肆将此删刈割截之物在经一番挑剔拣选，或以其形色相似者，变换名称，相互替代。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全国名医验案类编

尝览太史公作方技传，记述验案，名曰《诊藉》，后世通称医案，即近今东西医所谓诊断书也。窃思案者断也，惟能断乃可称案；饭者法也，惟良法乃的流传。前清徐灵胎先生曰：凡述医案，必择大证及疑难症，人所不能治者数则，以立法度，以启心思，为后学之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群经见智录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大量涌入中国，严重冲击着传统中医中药。一些受改良主义思潮影响的医家认为，中西医学各有所长，中医在学术上应该吸收新的知识而使自身得到发展，于是便开始探索沟通中西医学的渠道。恽铁樵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认为中西两种医学各有长处，中医重视人体在整个大自然中随四时阴阳而发生运动变化，而西医则于生理上重视解剖，于病理上重视局部病灶。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伤寒论汇注精华

汪莲石精研医理五十年，对伤寒学说尤有心得。张仲景《伤寒论》一书，历代医家整理注释甚众，汪氏从家藏医书中查及十种注本，细心研读，觉得诸书既各有所长，亦各有所偏。惟江西喻嘉言、钱塘二张、长乐陈修园等医家对《伤寒论》的旨意俱能发挥，阐述透彻。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伤寒质难

祝味菊为改变中医的这种境况，主张融会新知以改革中医。在他早年发表的《国医之危机》《改进中医程序之商榷》《中西医学概论》《营卫官能之一般病理》《病理学讲义》《正气与治疗关系》等文中，以及与西医兰纳、梅卓生合组中西医医会诊所，在上海新中国医学院附属中医改革之路。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学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自序》中写道：“医虽小道，实济世活人之一端。故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在家学渊源的影响下，他毕生以弘扬祖国医学为己任，以济世活人为矢志。他治学严谨，勇于创新，其治学精神与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增订通俗伤寒论

何廉臣是清未民初一代名医，学识渊博，他倡导整理医藉以保存国粹，主张通过整理文献来保存中医学之精华，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中医。在民国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整理保存医藉工作与中医界的抗争活动、兴办近代中医教育等，同样为在逆境中求生存的中医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而何氏在文献整理研究领域堪称一代领军人物。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增订伪药条辨

曹炳章平生勤修医学，手不释卷。行医所入，不事置产，多购医学，对善本、珍本常花重金搜购，或设法借抄，日积月累，收藏医藉多达5000余种，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医药书籍收藏家，其常以“书富家贫”而自豪。曹氏对收藏的医书有善于编辑整理，如选编王孟英所撰医著，经批注、评按后汇辑为。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中风斠诠

张山雷在临床各科以及诊断、药物等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与张锡纯、张国华有“三张三达”的美誉。他编写了许多临床专著和讲义，如《中风斠栓》、《疡科纲要》、《沈氏女科辑要笺正》、《小儿科证直笺正》、《古今医案平议》、《脉学正义》、《本草正义》等，其中尤以《中风斠栓》、《疡科纲要》、《脉学正义》三书最具学术价值。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中国新本草图志

由于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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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英汉化学化工词汇》（科学出版社，2000）为准。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中国医学源流论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剧变，国体变革，西学东渐，新旧文化碰撞、交融，中医界亦随历史潮流而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谢观作为近代中医界著名学者，在这场变革中作为许多开创新的贡献。他集数家于一身，既是中医教育学家、中国历史学家、中医文献学家、中医临床家。又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其精彩的人生和成就的业绩，在近代中医发展的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中国针灸治疗学

承淡安撰写的医著，颇有独到的经验和见解。所著《伤寒论新注》一书，别具匠心，独辟蹊径，颇有真知灼见处。承氏结合临床研究的心得体会，在仲景六经为纲罗列病症、结合八纲辨证施治的基础上，拓展了辨证施治、运用针灸的适应范围，将所用方药治疗之病症，采用相应的配穴和针灸疗法，这样既简便又有效，补仲景之所未备。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中西温热串解

吴瑞甫为近代福建名医，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多中医理论、临床和教学，均颇有建树。数十年来他的足迹遍及闽南、上海、新加坡等地，声名远播，为祖国医学的振兴和发展，备历艰辛，奋斗终生，至老不倦。吴氏不但深究医理，精研医家名著，在医学理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临床医疗方面也颇有独到之处。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之重订广温热论

考上元县志，戴天章，之麟郊，邑庠生。少师林青雷习举子业，好学强记，所读经史，能通部逆背，如瓶泻水。壮为文，干禄不足，于是求有用之学，自天官地理算数射弋，以及书画琴棋之类，无不探微极要，尤精医理，博览深思，活人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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