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理论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医理论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801946782

10位ISBN编号：7801946782

出版时间：2005-9

出版社：人民军医出版社

作者：司富春

页数：3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中医理论基础》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医学院课程体系改革教材之“中医理论基础”分册。全书共11章，分别介绍了中医滨理论体
系概念、形成与发展，古代哲学基础，藏象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发病，病机，诊
法，养生与治则，专题研究等内容。在每一章后均附录与本章内容相关的《内经》原文、研究进展和
复习思考题，能激发读者对中医理论学习的兴趣，开阔学生的视野。本书内容丰富，简明精炼，是学
习和研究中医其他各学科的基础和入门课程。可供中医院校师生、西学中和中医爱好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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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基础》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概念    （一）中医学    （二）中医理论基础    （三）中医学理论体
系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条件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过
程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    （二）中医学的文化特征    （三）中国
古代哲学与中医学    （四）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与中医学    （五）中国古代社会科学与中医学  四、中医
理论基础课程的主要内容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二）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的认识    （三）中医
学对疾病及其防治的认识    （四）专题研究第2章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第一节  精气学说    一、古代哲学
精气的基本概念    二、精气学说的基本内容      （一）精气是构成宇宙的本原      （二）精气是运动不息
的精微物质      （三）精气是天地万物相互联系的中介      （四）天地精气化生为人  第二节  阴阳学说    
一、阴阳学说的基本概念    二、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      （一）阴阳交感      （二）阴阳的对立制约      
（三）阴阳的互根互用      （四）阴阳的消长平衡      （五）阴阳的相互转化  第三节  五行学说    一、五
行的基本概念      （一）五行的基本概念      （二）五行特征      （三）事物和现象的五行归类    二、五
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一）相生与相克      （二）五行的制化和胜复      （三）五行相乘与相侮      （四
）五行的母子相及        【经济摘录】        【研究进展】        【推荐书目】        【复习思考题】第3章  藏
象  第一节  概论    一、藏象的基本概念    二、藏象学说的形成      （一）古代解剖学的认识      （二）长
期生活实践的观察      （三）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      （四）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    三、藏象学说的特点
     （一）以五脏为中心的人体自身的整体性      （二）五脏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四、五脏、六腑与奇
恒之腑的生理特点    五、五脏地精气阴阳理论体系概述      （一）五脏精气阴阳的涵义      （二）五脏精
气阴阳的关系  第二节  五脏    一、心      （一）主要生理功能      （二）与形、窍、志、液、时的关系    
二、肺      （一）主要生理功能      （二）与形、窍、志、液、时的关系⋯⋯第4章  精气血津液神第5章  
经络第6章  病因第7章  发病第8章  病机第9章  诊法第10章  养生与治则第11章  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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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基础》

精彩短评

1、看是一本基础的中医书，值得好好学习。哪怕你懂中医，梳理一遍对你今后的学习必有好处。
2、值得一看，对需要初步了解中医的人还是有用的，虽然内容稍微枯燥些
3、总体感觉就是笼统，可能因为自己不是专业人士吧。觉得不是很实用，对于业余爱好者用处不大
。
4、挺喜欢中医的 这本书也不错
5、基础教材，实用
6、还没看呢，从目录看确实是非常专业化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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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基础》

章节试读

1、《中医理论基础》的笔记-第34页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由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按照中医学逻辑演绎程序从基本原理推
导出来的科学结论，即科学规律而构成的，是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和阴阳
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核心，以辩证论治为诊疗
特点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2、《中医理论基础》的笔记-第76页

        《黄帝内经》的成书，实际上标志着中医学基本理论的确立，它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分别
是中医学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的奠基之作。二者与《神农本草经》《难经》一起，被历代医家奉为经
典，由此而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给后世医学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气一元论：“气”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范畴，在中医学的学术思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
位，是中医学的哲学和医学理论的基石。

阴阳学说“阴阳学说是在“气”的技术上建立起来的，与气一元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中国古代朴
素的对立统一理论。

脏象学说：脏象学说是研究人脏腑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它认为人体是以心、肝、脾、肺、
肾五脏为中心，以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相配合，以气、血、精、津液为物质基础，
通过经络使内而脏腑，外而五官九窍、四肢百骸，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与外界环境相统一。

经络学说：经络学说是研究人体经络系统的组成、循环分布及其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指导临床治疗
的理论。

3、《中医理论基础》的笔记-第192页

        未病先防即在疾病发生之前，做好各种预防工作，以防止疾病的发生。要防病必先强身，欲强身
必重摄生：摄生又称养生，是根据生命发展的规律，采取能够保养身体、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延年
益寿的手段，所进行的保健活动。
中医养生学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背景下发生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医特色的，研究人类生命规律，
阐述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以延年益寿的理论和方法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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