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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男,1936年生于山东省黄县,1956年毕业于北京101中学,196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现任河北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为第二、三、四、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8年获河北“十二大名医”称号。2014年获“国医大师”称号,终身成就奖。

7CL万圣书城



田淑霄,女,1936年生于河北蠡县,1956年毕业于北京实验中学,196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现任河北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医临床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为第三、四、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工作指导老师。2008年获河北“十二大名医”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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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夫妻相濡以沫,从医50余年来,二人合著以“溯本求源、平脉辨证”为主线的十几本专著,纂为《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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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书目：

7CL万圣书城



7CL万圣书城



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  伤寒论冠名法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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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  平脉辨证仲景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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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  平脉辨证治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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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  平脉辨证相濡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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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  平脉辨证温病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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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  平脉辨证脉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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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  李士懋教授论阴阳脉诊

 

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  平脉辨证经方时方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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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  火郁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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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  论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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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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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医50余年来,曾东一耙子西一扫帚地写了十几本专著,皆有感而发。今应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之邀,经修改、增删、重新编排,纂为《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抚思所著,始终有一主线贯穿其间,即“溯本求源,平脉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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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由于国家的重视、支持,中医呈现空前大好机遇,然亦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此非耸人听闻,而是现实的危险,其原因固多,而中医队伍学术思想混乱乃死穴。学术思想的混乱,集中表现于辨证论治这一核心特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令人迷茫。难怪一些中医老前辈振臂高呼“中医要姓中”,几千年的中医学如今连姓什么都不知道了,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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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我们在半个多世纪领悟经典、临床磨砺、苦苦求索的基础上,提出“溯本求源,平脉辨证”。辨证论治是中医的核心特色,我们更提出“平脉辨证”是辨证论治体系的精髓、灵魂。贯穿全部拙著的主线为溯本求源,平脉辨证”;指导我们临床诊治的亦此主线;自古以来,中医著作汗牛充栋,衡量其是非优劣的标准亦此主线;判断当今诸多学说、著作、论文、科研成果是非高下的标准仍为此主线。只有高举“溯本求源,平脉辨证”这面大旗,才能使中医的传承发扬走上康庄大道。吾等已垂垂老矣,尚奋力鼓呼,缘于对中医学的难解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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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共分七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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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为溯本求源,包括《平脉辨证仲景脉学》(含此前已经出版过的《溯本求源平脉辨证》理论部分及新撰写的“仲景脉学求索”)《伤寒论冠名法求索》《平脉辨证经方时方案解》,主要谈仲景是如何创立并应用辨证论治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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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为脉学研究,主要为《平脉辨证脉学心得》(含以前已经出版过的《脉学心悟》《濒湖脉学解索》及《溯本求源平脉辨证》脉案部分)。主要谈我们在脉学方面的一些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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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为平脉辨证这一体系的实例印证,包括《平脉辨证治专病》(含此前已经出版过的《冠心病中医辨治求真》《中医临证一得集》的专病部分)《田淑霄中医妇科五十六年求索录》《平脉辨证传承实录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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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为平脉辨证温病研究,主要为《平脉辨证温病求索》(包括以前出版过的《温病求索》和新撰写的《叶天士温热论求索》《薛生白湿热论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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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为平脉辨证治疗大法求索,包括《论汗法》(含此前已经出版过的《汗法临证发微》)《火郁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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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六部分为医案选编,主要为《平脉辨证相濡医案》(含此前已经出版过的《相濡医集》的医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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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为论文选编,主要为《平脉辨证相濡医论》(含此前已经出版过的《相濡医集》的医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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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之际,对已刊出拙著全部进行修改、删增、重新编排,又增部分新撰写的论述。目的在于竖起“平脉辨证”这一旗帜,引领中医走上振兴之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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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教授在多年的学习与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以脉诊为中心的辨证论治方法。本书为作者对辨证论治方法及对脉学理解的代表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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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出的辨证论治方法可概括为以下六点:①以中医理论为指导;②胸有全局;③以脉诊为中心;④首分虚实;⑤动态辨证;⑥崇尚经方。认为脉诊在疾病的诊断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据脉判断疾病性质、病位、病情轻重程度及病势。并结合自己的心得,对仲景脉学进行了研究归纳,阐明了自己的诊病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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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倡导“溯本求源、平脉辨证”,汇集了作者对此学术观点的思考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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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李士懋教授与其老伴田淑霄教授,相濡以沫,共研中医。二老皆为1956年入学的北京中医学院(现名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中医大学生。1962年于北京中医学院毕业后,夫妻二人分到大庆油田总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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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先生任中医专职会诊大夫8年,几乎所有危重患儿都配合中医治疗,累计诊次数万。1979年夫妻二人一起调到河北中医学院任教,在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学习思悟、临床磨砺、相互切磋中,逐渐形成了“以脉诊为中心”的辨证论治方法。他们的学术思想有三:精审病机(首分虚实,精细探讨,必以规矩),平脉辨证(以脉解舌,以脉解症),给邪出路(热则发之,寒则散之)。本书所选医论,即为李士懋教授与其老伴田淑霄教授的学术精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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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  平脉辨证治专病》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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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冠心病

第一节 概述

一、冠心病辨证论治的总体思路

（一）疼痛

（二）胸闷、喘憋、短气

（三）心悸

二、对382例冠心病心绞痛的粗略分类和用方统

计

第二节 经典引述

一、《内经》《难经》相关条文

（一）六淫

（二）七情

（三）内生五邪

（四）正虚

（五）五脏相传

二、《伤寒论》《金匮要略》相关条文

（一）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篇

（二）热郁

（三）少阳枢机不利

（四）二阳并病

（五）热入血室

（六）阳虚阴盛

（七）水饮

（八）结胸、脏结

（九）寒邪

（十）瘀血

（十一）寒热错杂

（十二）奔豚

第三节 医案百例

一、火热

（一）概述

（二）医案举隅

二、寒盛

（一）概述

（二）医案举隅

三、湿浊

（一）概述

（二）医案举隅

四、痰饮

（一）概述

（二）医案举隅

五、瘀血

（一）概述

（二）医案举隅

六、正虚

（一）概述

（二）医案举隅

七、五脏相干

（一）概述

（二）医案举隅

第二章 高血压病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经典启示

一、《内经》启示

二、《伤寒论》《金匮要略》启示

第三节 医案举隅

一、邪实

第三章 发热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医案举隅

第四章 肝风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医案举隅

第五章 咳嗽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医案举隅

第六章 头痛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医案举隅

第七章 不寐

第一节 概述

一、理论指导

（一）《内经》指导

（二）仲景论不寐

二、首分虚实

三、脉诊为中心辨证论治方法

第二节 医案举隅

第八章 汗证

第一节 概述

一、生理之汗

二、正汗

（一）卫分证不是一个独立传变阶段

（二）测汗法

三、汗证

四、汗法

（一）汗法适用范围及其指征

（二）发汗的条件

五、战汗

（一）战汗的机理

（二）战汗的临床表现

（三）战汗的转归与调养

第二节 医案举隅

一、汗证

（一）邪实汗出

（二）正虚汗出

二、汗法

第九章 论乌梅丸的临床应用

第一节 概述

一、乌梅丸的理解

《伤寒论》《金匮要略》关于乌梅丸的记述

二、乌梅丸的应用

（一）肝的疏泄功能

（二）乌梅丸的应用指征

第二节 医案举隅

第十章 论少阳病小柴胡汤本质及应用

第一节 概述

一、少阳病的本质

（一）血弱气尽

（二）邪气因入

（三）发病方式

（四）阳微结

（五）病位问题

（六）《伤寒论》六经病传变次序

（七）少阳病传变

（八）小柴胡汤方义

（九）少阳病禁忌

（十）战汗问题

（十一）少阳病脉象

二、小柴胡汤证诸症的机理分析

（一）少阳病提纲证

（二）少阳病主症

三、但见一证便是问题

四、小柴胡汤或然症分析

五、不典型小柴胡汤证的分析

六、小柴胡汤类方

（一）柴胡桂枝汤

（二）大柴胡汤

（三）柴胡桂枝干姜汤

（四）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第二节 医案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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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  平脉辨证脉学心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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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篇

一、以脉诊为中心的辨证论治方法形成过程

二、对脉诊几个理论问题的认识

（一）脉诊的意义

（二）脉的从舍

（三）脉诊纲要

（四）脉诊原理

（五）脉象的动态变化

（六）脏腑分布

（七）脉象的删繁就简

（八）脉诊中的注意事项

（九）脉象要素分解

下篇

一、浮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二、沉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三、迟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四、数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五、滑脉

（一）脉象

（二）相类脉

（三）脉理与主病

六、涩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七、虚脉

（一）脉象

（二）相类脉

（三）脉理与主病

八、实脉

（一）脉象

（二）相类脉

（三）脉理与主病

九、长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十、短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十一、洪脉

（一）脉象

（二）相类脉

（三）脉理与主病

十二、微脉

（一）脉象

（二）相类脉

（三）脉理与主病

（四）微脉主实析

十三、紧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十四、缓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十五、芤脉

（一）脉象

（二）相类脉

（三）脉理与主病

十六、弦脉

（一）脉象

（二）相类脉

（三）脉理与主病

十七、革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十八、牢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十九、濡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二十、弱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二十一、散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二十二、细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二十三、伏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二十四、动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二十五、促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二十六、结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二十七、代脉

（一）脉象

（二）脉理与主病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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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中医传承发扬的核心（李士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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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提出要“传承发扬”,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传承什么,如何发扬,却又存在着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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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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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传承,除医德方面外,专业方面有3个层次:一是传承思辨体系;二是传承学术思想;三是传承临床经验。三者皆很重要,但有上中下之分。上者,乃思辨体系,此即授人以渔。君不见“辨证论治”体系的第一个字即是辨,《伤寒论》每篇标题的第一个字也是辨,此大有深意。中医为什么要辨,辨什么,怎么辨,辨的目的是什么,辨的理论指导是什么,辨的依据是什么,辨的标准是什么等等,皆须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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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难经》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而仲景创立了辨证论治体系的巍峨大厦,使医经与经方水乳交融,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欲登堂入室,就必须悟透仲景是如何建立并运用这一思辨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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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景创立辨证论治体系,采取了三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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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分类。“科学者,分科之学也”。仲景依《内经》理论,首先将百病分为阴阳两类,如《金匮要略》云:“阳病十八,阴病十八,五脏病各有十八,合为九十病。”五脏病各有阴阳盛衰,故阴阳病又分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病仍有阴阳之多寡,又再次分类,如太阳病中分为伤寒、中风、温病三纲鼎立;三纲病仍有阴阳进退,又再次分类,如桂枝汤证分为桂枝去芍药汤证、桂枝汤去芍药加附子汤证等。分到何时为止呢?直分到每位患者具体时空的证,此即中医的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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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分类的目的。分类的目的,在于确定证。证,是辨证论治体系的核心。每个证,都包含四个要素,即性质、病位、程度、病势,四者可简称为“四定”,即定性、定位、定量、定势。四者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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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分类的依据。理论依据是《黄帝内经》《难经》,临床依据是四诊所采集的临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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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诊之望、闻、问、切在辨证中其权重各占25%吗?非也,仲景以脉为首,笔者提出脉的权重当占50%~90%。观仲景著作,即以脉定证,其辨证论治总纲中,亦云“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凡证,皆有四定,而脉在四定中,皆起关键作用,所以仲景的辨证论治体系,实是平脉辨证思辨体系,在望、闻、问的基础上,进而诊脉,以脉定证。笔者即将出版的《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约400万字,其主线就是平脉辨证,笔者以高举仲景平脉辨证大旗为己任。何谓中医?以平脉辨证思辨体系指导临床实践者,即为中医。何谓中医的正确道路?凡以平脉辨证思辨体系指导临床实践的道路,即为中医的正确道路。中医书籍汗牛充栋,孰优孰劣?衡量的标准就是平脉辨证。如今,各种学说、论文、著作、成果铺天盖地,孰是孰非?判断的标准依然是平脉辨证。中医辨的是证,治的是证,而脉是辨证论治体系的精髓、灵魂。以证来统辖百病,百病一也。临床中,我们能明确中医病名以及西医病名固然好,可是不能明确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时,中医能不能治?只要明确了是什么证,照样可治。而证不明确,即使知道了中医和西医病名,仍然无法治。如脾虚证,几乎所有内外妇儿各科、各病,都存在着脾虚证,只要脾虚证诊断明确,就可以驾驭内外妇儿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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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病,可以有若干个证,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所以中医治病,是个证一个证地治,仿佛要脱件衣服,需要一个扣子一个扣子地解,待全部扣子解完了,衣服就脱下来了。中医治疗的原则就是“谨守病机”“必求其本”,亦即依证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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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于2014年12月19日在《 Science》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医证的文章说:“证是中医对疾病的独特定义”,“正确辨证是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基础。”一个分子免疫学出身的专家,能对中医有如此深刻、精确的认识,实是难能可贵。也正是由于有此深刻认识,才能提出证候组学”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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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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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发扬有两条途径:一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发扬;二是与现代科学手段相结合的现代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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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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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了人类,创造了文明,也创造了中医。人们为了生存,就必须劳动,神农尝百草,就是这一漫长历史的真实写照。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当以《黄帝内经》为标志。此后两三千年来,代有发展,名医辈出,致成蔚为壮观、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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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发扬,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有符合中医经典的理论依据是有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三是对临床实践有重大指导价值;四是能为他人所传承,并经得起他人实践所证实。历史上的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等,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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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力提倡发明创新,这固然重要,于是许多“新学说”不断涌现。如有人说科学突飞猛进,知识不断更新,中医的病因学说还是三因,应改为物理因素、化学因素、生物因素新三因学说。听起来很先进,可是如何治化学病、物理病?老中医都得傻了眼。还有的说浊、毒、瘀等是六淫之外的第七淫,可是其理法方药的体系是什么?并未形成,尚难以成立。吴又可曾提出疠气学说,称是六淫之外的另一种邪气,这固然有其超前思想,但在辨证论治时,还得归入湿热秽浊之气中,并未成为第七淫。传统的中医发展之路已走了几千年,使中医药学不断发扬光大,可是至今却难被承认。假设张仲景将《伤寒杂病论》拿来报奖,叶天士将《温热论》拿来立项,能被承认吗?没有随机对照的科研设计,根本不可能立项、报奖,传统发扬之路被严重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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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医发展之路应被承认,还应大力提倡。中医有中医的理论体系,有中医的固有特色,中医的立项、评奖,应从科技部剥离出来,由真正的中医专家来评;应建立中医的评价标准,不要以西医的标准来评价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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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发扬,是在中医之树的根、干上的发扬,这才是中医几千年行之有效的发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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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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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是在中西文化大背景下的两种医学体系,必然要相互碰撞交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如何逐渐交融,确实存在一个方法、道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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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中西医结合”以来,已半个多世纪了。开始阶段,觉得很合理,无论中医西医,目的都是为人类的健康服务,各有所长,应该结合。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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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这些科研成果的价值有一条标准,就是看其对中医的发展有多大裨益。如果在中医理论体系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学说,且对中医临床实践有重大指导价值,那就是有益的创新发扬,反之则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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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成立了许多科研机构,冷静想一对中医的发展有多大益处?值得一提的是创制了一个青蒿素,可是因属单体化合物,还归入西药之中了。多数科研是定一个方子,对应西医一个病,按随机、对照、重复的三原则,做了很多指标,甚至分子水平、基因组合、蛋白组合等等。这并不符合中医的理论体系。中医的核心是证,是个体化的,是动态的,如何能一方包治一个病?即使有疗效,那也充其量是个经验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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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胡刚,在该校成立60年校庆讲话中说:“SCI是美国针对西医西药、生物学研究期刊制定的一套标准,与中医药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非要逼着中医药人去追求高分值SCI论文?这显然是不科学的。”“离开中医药理论的指导,都不能说是中医现代化研究。”敢说这些有悖于当前思潮的见解,必有熟虑的自信与胆识。如今哪个单位、哪位学子,不以发表SCI论文为荣。胡校长竟称之与中医药风马牛不相及,怎不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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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毕竟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中西医也要并存、交融,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不是揠苗助长,把未来当成现实;按西医的模式来研究中医,必然导致削足适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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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因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证,所以临床研究应从证而不是从病入手,以证为纲,建立起中西医沟通的桥梁。徐安龙校长提出“证候组学”的概念,是中西医结合理念,这是道路的创新,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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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候组学”的建立,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毕竟是一条正确道路,既符合中医理论体系的特色,又是一个开放、前瞻的巨大课题。中医的证,从理论上来讲是无限的、个体的。但有些证,是基本的证型,首先明确中医证候的标准,从基本证型研究做起,逐渐积累,也许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可以完成一些基本证候的组合。到那时,极有可能颠覆现代医学的模式,见到新医药学的曙光,SCI论文也将井喷式地涌出“证候组学”的研究,应以临床研究为主,而不以动物实验为主。因为研究的核心是证,而证是在望、闻、问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老鼠,或者兔子、猫、狗、猴,满脸毛,如何望?吱吱乱叫,如何问?小爪子就那么一点,如何切?没有四诊,哪来的证?没有证,哪来的证候组学?临床研究,针对的是人,是整体的、活着的人,这种研究最符合中医的理念其研究结果也最实用。当然,对活人的研究,其出发点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不顾病人健康、死活,二者本质迥异。 7CL万圣书城


               



 

                

                 
              

              
                免责申明：

                万圣书城仅提供下载学习的平台，《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PDF电子书仅用于分享知识、学习和交流!万圣书城不提供任何保证，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果对您的版权或者利益造成损害，请提供《李士懋田淑霄医学全集》的资质证明，我们将于3个工作日内予以删除。

                

              

            

          



    
  

    
    
    Copyright  ©  2023-2024 万圣书城  PDF电子书下载平台 

   客服邮箱：30466337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