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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国医大师路志正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中医学家。为了将其从事中医事业数十年积累起
来的对中医学术理论的见解和主要的临证心得反映出来，本书采取以医话为主的形式整
理成书，137篇文章短小精悍，说理透彻，言简意赅，文风朴实，不尚空谈。其内容之翔
实、病种之多样、见解之独到、论述之精辟、理论与临床联系之紧密程度等方面，堪称
当今罕见之作，定能给读者以多方面的启迪。本书对中医临床、科研、教学人员有较大
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路志正，字子端，号行健，男，汉族，生于1920年12月21日，河北省藁城市人。中国中
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指导老师。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顾问，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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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上篇 内科医话医案
感冒不宜忽视
  感冒（包括天行、时行者）为一般常见病、多发病，人多忽之；医者以小疾易治而不
深究之。殊不知“风为百病之长”，“善行而数变”，具有发病急、变化快等特点。受
病之后，多随其体质、禀赋不同，而有从阳化热、从阴化寒之变，亦多兼挟为患，故常
可诱发咳嗽、哮喘、水肿、痹证等疾病。清代医学大家徐灵胎对此深有体验，他说的“
人偶感风寒⋯⋯俗谓之伤风⋯⋯乃时行杂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难治之疾，生死
之所系也”，确从临床实践中来！
  感冒之治，仍应辨证而施。宜本“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善治者治皮毛”之旨，风
寒则以辛温解之，我常用荆防攻毒散加减；风热治以辛凉，有咳嗽、咽痛等肺系症状者
用桑菊饮进退，热重者合银翘散增删。天行时气、瘟疫，病无少长，多相染易，当清热
解毒以治之，普济消毒饮或清瘟败毒散足可胜任，我常佐以升降散，收效较捷。表里同
病者外散内清，内外热盛者河间双解散投之；内伤饮食，外受风寒而见吐泻发热有肠胃
症状者，藿香正气散增损之，特别是夏秋季节暑湿较重者尤宜。万不可囿于感冒病毒之
说，一见发热，不问有无鼻塞流涕、恶寒肢楚等症，即以清热解毒或苦寒泻火之剂投之
，致风寒之邪郁于肌肤，久而不去，酿成火郁之证，迁延难愈。
  肺主皮毛，司呼吸，为人身之藩篱。当受邪之后，则玄府闭塞，卫阳被遏，肌腠失宣
，而肺首当其冲，可见恶寒发热、呼吸不利、咳嗽之疾。因此，我在用疏解之剂的同时
，多加杷叶、杏仁、鱼腥草等清肺止咳药物，以防其向肺系传变，亦即叶氏先安未受邪
之地，早为防变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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