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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这样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原本中医

理论本身就有一定的模糊性，这对于没有接受过东方哲学，

习惯于分析逻辑思维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难以跨越的泓沟；再

面对临床千变万化的疾病证情表现，我们的学生早已是茫然

不知所措。规模庞大的科班教育并没有预期地培养出理想的

中医人才，反观以前师带徒式的古典教学模式，似乎还更能

教出些精品来。 古人未必比我们聪明，他们埋头背颂《伤寒

论》、《药性赋》、《汤头歌诀》，也未必比我们能多领会

些道理。但是有一点我们历来比较忽视：他们是在实践中学

知识，从实践中找理论；而我们恰好反过来了，学了理论去

纸上谈兵。真正的将军是在炮火中培养出来的，临床的熏淘

也应当成为学生成长的摇蓝。应此当有学生问及如何去学习

中医，回答是到临床去学，没有临床机会，也应当多看些前

人的医案医话，这些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如果想成为一个会

看病的医生，就应当这样做。 仔细分析这些病案，你能发现

什么叫精华，甚至连课本和教材都显得苍白无力。在这些跳

跃的思维和频频迸发的灵感中，读者仿佛如军人来到了熟悉

的战场。你跟随他们并肩作战，与他们一同接受磨炼和考验

。这些遗留下来的病案，往往是前人毕生最为得意的战役篇

章，也可以说是精华汇聚之处。一个医家的理论特色、诊断

要点、治疗、用药经验在此融会于一炉，如果说学医有什么

捷径，不过如此而已。 最早的病案始于淳于意的“诊籍”。



淳于意又称“仓公”，和扁鹊齐名。这个人个性很古怪，平

时不爱看病，而看过的疑难病情他都会把他记下来，留给后

人琢磨。这对中医的发展可谓一大供献。可惜他的“诊籍”

没有流传下来，仅在《史记》中有其若干事纪的记载。自唐

宋以后，中医的着作逐渐多了起来，但是病案的记录较少，

而且大多比较简略。大量而详细的病案出现在金元以后，特

别是明清时期，病案专着也不断涌现出来。清代的喻嘉言甚

至提出了最早的中医的完整格式，把他一惯提畅的“先议病

，后议药”的谨慎作风具体化。随着西方医学的渗透，解放

后中医发展出现了向西医靠拢的新趋式，中医病案即随之逐

渐标准化，直至制定了相应的文件规范。但是一味效仿西医

模式的“病案规范”不仅没有起到规范中医的作用，反而使

中医生动的灵魂变得如同僵尸一般，成为中医发展又一大遗

憾。 中医的学习始终是强调“活学活用”。要解决临床问题

，光有教材的思路是远远不够的，要博览群书，广开视野。

中医病案作为前代遗留下来的精华，永远是取之不尽的资源

。但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医家，其医疗也有不同的水平和

特色。这里建议对于初学者，选择一些详尽而通俗易懂的当

代名医医案入手，如《蒲辅周医案》、《岳美中医案医话集

》、《全国名老中医经验选编》等。而且对教材中的医案也

要多多揣磨，其中有许多是医案中之之精华。待有一定基础

，再选择一些深入和有特色的医案，如《名医类案》、《临

证指南医案》等研究，对提高临床有许多切实的帮助。 病案

本来就体现出中医活的灵魂，因此在学的时候更要“活”学

。很多病案当中只是为读者提供一种思路，至于其具体的用

法，则可能因人因地因病情差异而不同。书上说这个方子治



疗某个病有效，你必须理解它为什么有效，什么情况下有效

，什么情况下不会有效，问出几个为什么，才算学会了东西

。学习医案医话好比是进“大补”，比较“滋腻”，切勿贪

多，要多多“运化”。 学习医案还要注意各个不同历史时期

的学术特色，叙述风格，了解他们的大体优势侧重，才能吸

取其精华，避其不足。为此，这里特地选择了从古至今几个

历史阶断的不同风格的医案，略加评述，希望能对此有个大

致印象。 例一：战国秦汉时期 淳于意断病神 淳于意治齐人丞

相舍人奴，从朝入宫。臣意见之食闺门外，望其色，有病气

。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为脉，学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

奴病，告之曰：“此伤脾气也，当至春膈塞不通，不能食，

法至夏泄血而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

，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

时入宫，君之舍人奴尽食闺门外，平与仓公立，即示平曰，

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而谓之曰：“公奴有病否？”舍

人曰：“奴无病，身无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曰泄血死。

所以知奴病者，脾气周乘五脏，伤部而交，故伤脾之色也，

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滋。众医不知，以为大虫，不

知伤脾，所以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

顺清者内关。内关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无苦，若加

一病，死中春，一愈顺，及其时。所以四月死者，诊其人时

愈顺，愈顺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炙于火而

以出见大风。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评述】这一时期流传

的病案极为有限，大多散见于许多史料记载中，有一些具有

浓厚的传奇色彩。本案是一个典型的色脉合参判断预后的例

子。病机的关键在于脾脏精气衰竭，淳于意从真脏色外露，



脉证相逆两方面判断其预后危笃。 对于疾病的预后，往往是

中医较为薄弱的环节。这主要是由于中医对病的概念不明确

所致。在一般情况下，脉诊和精气望诊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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