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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P4 

《谦斋医学讲稿》是秦老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８年期间，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和吉林

等地的部分学术报告讲稿，有些文章曾在全国各地杂志上发表过，汇集时作了少量删改和补充。 

  早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临终前，曾在给我扪的书信中，语重心长地写道：“《谦斋医

学讲稿》对于中医作了初步的批判继承，可以代表我的学术思想，望好好研究一下……” 

  为此，我扪根据秦老生前及遗信中所示，现将秦老在报刊、杂志发表过或未发表而讲述过的具有代

表性的学术论文和见解独到的文章，收编进来，做为《谦斋医学讲稿》的增补。以供学习。 

  全书可从四个方面去学习。 

  一、秦老主张学习祖国医学，首先应当努力学习经典著作，认真钻研基本理论，扎扎实实地打好基

本功，深人掌握中医理论的精髓。 

  《讲稿》一开始就提出了中医理论中两个重要的问题：“脏腑发病及用药法则提要”和“五行学说

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秦老认为中医的理沦核心是脏腑的辨证。五行学说是中医分析病情时的思想方

法，是中医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秦老在详尽阐述了《内经》及前人对脏腑辨证和五行学说的论述之

后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内经》中明确指出脏腑的生理、病理及与形体的关系。如：五脏所主，五脏

开窍，五脏化液，五脏所恶等。在脏腑用药方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序例泻”，“脏腑虚实标本

用药式”及“本草分经审诒”，都是说明用药必须以脏腑为纲，根据脏腑病变而使用。 

  秦老说，探讨脏腑用药，首先要明确脏腑发病的基本慨念，结合药物的气味、效能和归经，针对发

病病位、病因、病证得出用药的法则。例如：肝一肝藏血、血为体、气为用、性升发、主条达，又肝主

筋、开窍于目、爪为筋之余，肝之经脉循胁肋，走少腹络阴器，肝恶风，怒伤肝，与胆相表里，在女子

为先天等等。据此而定出补血、和血、理气、舒肝、清肝、温肝、鎮肝等等治法和药物。 

  在谈到五行学说时，秦老说，应先掌握生、克、母、子等基本知识，必须结合临床实际去研究，只

有结合临床去谈中医的理沦才能使人觉得深刻，才能使人懂得其中道理，不应给人以“玄学”的感觉。 

他又说，临床上具体运用五行学说必须以脏腑为基础，因为医学上既然将五行分属五脏，所以在临床运

用上就不能离开五脏来谈五行，只有把脏腑辨证积五行学说有机地联系起来，才能说明中医有自己完整

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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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来自于实践，理论又是许多经验的总结，反过来理论又指导着实践。秦老重视理论的学习，更

强调应与实践相结合，并不断地总结经验，发展理论。例如，他在“水肿病的基本治法及其运用”一文

里，首先指出《内经》里与水肿病有关的脏腑生理功能：肺主皮毛，宣肺发汗使水邪外出；膀胱司小便，

为水湿的出路；脾主化湿；肾为水脏又有命火；大肠传导糟粕，也是水的出路；三焦自肾上连于肺，主

气，司决渎等理论。路；三焦自肾上连于肺，主气，司决渎等理论。从而提出发汗、利尿、燥湿、温化、

逐水、理气等六个治疗水肿病的基本治法，运用到临床上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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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提倡学习基本理论的同时，应博览群书，吸取各家之长，只有多知博学才能去伪存真，去芜

取精。 

  在《谦斋医学讲稿》的全书中据不完全统计，除《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以外，他共引用

了近６０部医学书籍的内容、３０多位前人的论述怍为他自己阐述问题的依据。例如：在《论肝病》一

文的第五节中，他竟举出《本草求真》、《本草分经审治》、《本草从新》、《本草疏证》、《本草纲

目》、《日华本草》、《大明本草》等１２部本草书籍中的记载讲述了肝病常用药的分类。 

  在《痛证的治疔》一文中，他引用李东垣、朱肱、朱丹溪、尢在泾、王肯堂等七位医家的见解论述

丁“头痛”病。如李东垣说：‘颟顶之上，惟风可到”；朱肱认为“三陽有头痛，三阴则无”；朱丹溪

认为“头痛多主于痰，痛甚者火多”；王肯堂说：“浅而近者名头痛，其痛猝然而至，易于解散速安”；

尤在泾说：“风热上甚，头痛不已，如鸟巢高巅，宜射而去之”……。秦老集各家之长，舍诸家之短而

后总结说：外感头痛是外邪引起，当治以辛散为主；病位在头，应选轻扬之品；疏散风邪，佐以缓痛，

兼谓头目，为本病的治疗原列。临床常用菊花茶调散随症加减。 

  秦老不但博采前人的经验，对于西医的知识也在干断地探索。如在《谦斋医学讲稿》中，他用地黄

饮子治疗脊髓痨，黄芪建中汤治疔胃溃疡，丹豢饮治疔心绞痛。他并且认为：渍疡病大多数位干胃或十

二指腼，神经衰弱大都因大脑皮层兴奋抑制的不平衡所至，心绞痛以冠状动脉硬化者最为普遍，血液病

必须通过周围血象和骨髓象检查才能确诊等。由此可见秦老的博学，不拘门户之量见，和好学精神。秦

老常说，一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总感到“学不了”。 

  三、提倡中西医团结合作。 

  在《谦斋医学讲稿》中明确提出，“中西医团结合怍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几年来的实践探深体会到

党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秦老通过谈“如何用中医治疔西医诊断的疾病”讨论了中西医结合问题。他首先向中医提出要求说：

“中医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必须根据中医的理论进行辨证，西医读断可供参考”，中医在治疗上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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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理论去分析客观存在的脉证，便依据西医的诊断用中药，是肯定不合理的。他还说，不能似是而

非地去理解西医的一些术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不懂装懂，要实事求是。倒如，西医诊断

为癌肿，便认为是毒瘤，即用攻毒、解毒的方法。其实，根据中医的辨证，扶正、活血、软坚等方法都

是应当考虑的。有人一见炎症，便用银花连翘清热，岂不知活血、凉血、祛湿也是常用的方法。因此，

中医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最根本的方法，是要根据症状运用中医的理论去认真进行分析，辨证论治，只

有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疗效，才能走向真正的中西医结合。 

中医也应当努力学习西医方面的知识。 

  他对西医也提出丁希望。他说：“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关键是西医学习中医”；“学习了中医的

西医，已有两手本领，在使用中医方法治疔时，要切实地根据中医的理论辨证施治，经过临床观察，将

效果好的加以分析，拿西医的诊断和治疔效果对照一下，这样不但熊够确定中医疔效．说明问题，并为

实验提供有价植的资料。”接着他说，在中西医结合过程中，已经西医诊断，就根据西医办事，如果不

探讨中医理法，只想找到某些有效中药，也有废医存药的危险，对于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是不利的，对

于中西医结合也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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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秦老认为，中西医结合问题，必须提倡学习中西两法的理论，切忌“先人为主”或“对号人

座”。中西医要互相参照，取长补短；对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在理论上不能似是而非的去领会，在临

床上更不能生搬硬套去乱用；应当中西医团结合作，用严肃、严密、严格的“三严”之科学态度，为中

西医结合贡献出各自的力量。 

  四、秦老的治学精神十分刻苦认真，对中医理论和经典著作的学习十分深入，对各家学说，了解广

泛而透彻，在实际运用中灵活多变。他善于独立思考，对理论、临床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更能深入浅

出的把难点、疑点剖析的一清二楚。 

  他在《谦斋医学讲稿》里，讨论了很多理论问题。他说，在五行中火生土，在五脏生理上来说意思

是心火生脾土，如果单纯讲心火生脾土似乎不易理解，只有结合临床才能迎刃而解。譬如，治痰饮病的

苓桂术甘汤和治水气凌心的苓桂枣甘汤二方中的桂枝其作用就是温心阳以助脾阳，这才是火生土的真正

意义。再如，临床常见肾阳虚或脾阳虚的“五更泻”，在治疗时用附子理中汤或四神丸，其作用是补肾

阳（有人说是补命火）以生脾土，也应当理解为是火生土，所以这又说明火生土不能只拘泥于心火生脾

土。秦老对于火生土的分析就是如此精辟。 

  他也非常注意临床辨证用药。如头痛病一般多用川芎，但秦老认为，川芎辛温香窜，用不得当反多

流弊，如头痛时胀闷兼有头皮麻木感觉者不宜用；尤其是血虚肝阳易升的患者不可用，用后往往引起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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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用量亦不宜太重。有人用川芎茶调散加减治外感头痛，处方恰当，但川芎用至三钱，服后反增头晕

欲吐。嗣后，秦老用原方去川芎，加钩藤二钱而愈。相反有人用辛散轻泄治外感头痛不愈，常有晕胀难

忍时，他加入川芎一伐服后顿减。由此可见他用药灵活巧妙，值得我们临床之借鉴。 

  在全书中共介绍了３５个典型病例，其中如白血病的５个病例，举例均恰到好处，处方用药解决一

病一症，也常有之，不必求全。对于７个腹泻的病例先后用了健脾利湿、清热化湿、理中加固涩、抑木

扶土、温补肾阳、升阳益胃等六个治法，运用“同病异治”的法则，都取得了满意的疗效。这充分体现

了中医辨证论治的优越性。 

  秦老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特见解。如他认为温病总的应区分为四项，（１）病因：属于外感。（２）

分类：风温、春温、冬温……等，但应以风温为主。（３）性质：属于热性，其特点具有三易，易化热、

易伤阴、易动血。 （４）传变：是以三焦、卫、气、营、血为纲进行传变的，又有顺传和逆传之别，

但以顺传为主。所以他认为治疗温病应当抓住风温和传变途径为主。他又把“风温”分为：恶风期、化

热期、人营期、伤阴期等四个时期来讨论，这一见解，非常值得我们深人研究。 

  值得提出的是，秦老在《漫谈处方用药》一文中说：处方是给药房配药用，药名、用量必须写得整

齐清楚，不要潦草，简写的字应按《汉字简化方案》，不要随便杜撰。这样要求似乎苛刻，但可避免意

外的差错事故。听了这段话，有人可能认为象秦老这样一位中医界能纵横古今的人，为什么津津有味的

谈处方、药名、药量，甚至于写字等问题，似乎太琐碎，然而这正充分体现了秦老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总之，《谦斋医学讲稿》是秦老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它凝结着秦老多年的心血，体现了他的主要学

术成就，不但汇集了多年的经验，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又有不少激励后学的肺腑之言，是留给我们的最

可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