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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药学是独具中国特色、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整合医学，继承创新、我主人随、弘扬其原创思维与原
创优势，服务人类健康，我们责无旁贷。
发展对外中医药教育事业是向世界传播、弘扬中华民族这一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渠道。
晚近，到中国学习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生中，学习中医中药的留学生数量一直名列前茅。
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渴望来华接受正规的中医学历教育，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医药学。
大批外国留学生、进修生学成归国后，将学到的知识广为辐射、传播，对扩大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影响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鉴于东西方地域、文化、语言、接受习惯等差异，带来交流上的障碍，而中医理论的深奧古朴，也给
留学生的学习带来一定的制约，确实需要编写一套为留学生学习，适教适学的中医药对外教育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此次邀我为这套中医药对外教育教材作序，我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容推卸。
读过整套教材的策划思路及部分书稿，发现这套教材在内容、形式上有许多新颖之处：譬如以大量直
观、形象的图表形式来诠释中医基础理论；以典型案例和操作实例来梳理辨证思路，演示中医技法，
提炼中医临证精髓；充分考虑留学生地域、文化、语言、接受习惯的差异，舍繁就简，文字通俗易懂
又不失中医本色；注重留学生中医整体思想和辨证论治思维方式的培养，密切联系临床实践；还有吸
收了中医中药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医名词术语更为规范化，中医英文翻译参照了更为
严格的标准。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队伍均为活跃在对外教育教学、临床一线的学术骨干，他们的教学经验得以充分
体现，也是培养人才的过程。
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将促进中医药对外教育教材建设不断完善、发展，使其逐步走向成熟。
为推动中医药事业真正走向世界，不断提高学术地位而努力，为生命科学与医学科学的进步做一份有
力度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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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追溯了中医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的文化源头，阐释了中医各种学说的发生
依据，介绍了中医学作为自然生态医学对人类健康的重要贡献，为学生正确理解、学习、掌握中医理
论提供了深厚的知识背景和基础。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中医文化源流，中医与哲学、语言文学、宗教、军事、科技等的关系，中医思维
、审美、世界观、方法论特点，中医职业道德，现代中医教育，以及中医文化的优势与不足。
本书供接受中医药教育的海外学生(包括接受学历教育的学生及短期班学生)及国内接受双语教学的学
生使用，同时也是中医出国人员进行中医药国际交流的重要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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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一、中医美学的一般概念 二、审美境界是中医追求的最终目标 三、中医美学的基本特征 四、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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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二、中医学的哲学方法 三、中医学的特殊方法 第十章 中医的医德 一、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传统
医德 二、医德文化的具体表现 三、中医医德的哲学底蕴 第十一章 中西医学的比较 一、中西医学模式
及文化哲学背景 二、中西医学的不同特点 三、中西医学的结合与发展趋势 第十二章 现代中医教育 一
、中医学的知识结构 二、汉语能力 三、基础文化知识 四、思维方式 五、文学素养 六、中医创新能力
的培养 七、中医知识的传授和普及 第十三章 中医文化的发展 一、中医现代化的争论 二、中医文化在
当代医学中的地位 三、中医发展面临的文化问题 四、中医文化发展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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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中医对天人关系的认识1.人是自然的产物和天地间所有物体一样，人也是由“气”聚合
而成的，气聚而生、气散则死，所以人也是自然界的产物。
但是，人是自然界物质进化到高级阶段的结果，是万物之首，是宇宙间最宝贵的物体。
所以《内经》中说：“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人是自然的产物，需要从自然界获取生存的基本条件，阳光、空气、水⋯⋯所有维系生命的基本条件
都必须从自然环境中获取，所以中医认为“生气通天”，十分强调自然环境对人体的重要性。
2.人受自然环境影响人的生命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对人体时刻发生着影响，四季变换、月亏月盈
、海水潮汐，无一不对人体的生理、病理产生作用。
例如，五脏之气在不同的季节有着不同的状态，肝气旺于春，心气旺于夏⋯⋯人的生理活动和病理过
程.有着明显的时空变化的原因，在于人禀天地之气而生，与自然界万物有着同一性.天地万物与人有
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人又生活在天地之气之中，自然之气必然也会对人体之气发生影响，从而影响着
生命过程（图80）。
中医“天人合一”理论指导着中医的医学行为，在生理、病理认识及诊断治疗和养生保健活动中都起
着重要作用。
3.人与自然协调统一中医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一切生命活动都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必须随时随地与
其保持和谐一致。
（1）自然环境四季的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最大。
春夏阳气发泄，气血易趋向于表。
故皮肤松弛，疏泄多汗；秋冬阳气收藏，气血易趋向于里，表现为皮肤致密，少汗多溺。
因此，人也必须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中医不会让患者在夏季服食贵重补药来养生，原因就是夏季人的腠理开泄，气血流行，不利于营养物
质的吸收和贮存（图81）。
四季的特征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冬天才是服食滋填类、动物性药食的最佳季节。
至于其他季节的养生，同样需要顺应季节特点，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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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学校中医药对外教育规划教材·中医文化导读》供接受中医药教育的海外学生(包括接受学
历教育的学生及短期班学生)及国内接受双语教学的学生使用，同时也是中医出国人员进行中医药国际
交流的重要工具书。
《全国高等学校中医药对外教育规划教材·中医文化导读》是王旭东编写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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