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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载讲稿，大部分是根据凌耀星教授手稿整理；有一部分是根据其课堂录音整理而成。
全书分为四部分，“教学讲座”是给青年教师传授教学《内经》的方法的讲稿；“《内经》选讲”是
给本科生授课的《内经》讲稿；“专题讲座”是给高级医生培训班作专题讲座的讲稿，其内容也是围
绕对《内经》理论的阐发与如何指导临床运用，其中虽有《难经》、脉学、藏象学说等专题，但也是
在《内经》理论的指导下阐述的，另外还有国际会议上的发言稿；“其他”中主要是收录开会发言稿
或科普宣传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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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耀星，教授，1919年生，主籍浙江湖州，古称归安，“归安凌氏”乃名闻遐迩的中医世家，这一家
族数百年来名医辈出，第一代名医为明代御医凌云，与李时珍同载于《明史》。
后人世传祖业，尤以针灸负盛名。
《明史》中赞誉：“海内称针法者，归安凌氏。
”凌教授之父凌禹声，字（钅鉴）冰，为凌云十五世嫡传，青浦名医，前清廪贡生，学识渊博，凌耀
星乃十六代传人，且为第一个女医家。

    凌耀星教授秉性颖悟，好学敏求，早年高中毕业于著名的江苏省松江女中，为该校高材生之一，数
理化成绩名列前茅，这使她具备了一定的逻辑思维和分析推理的能力。
凌耀星教授自幼在父亲的熏陶下成长，为中医家族传承，舍弃大学深造机会，18岁即随父侍诊，达八
年有余，既精心研习《黄帝内经》为主的经典理论著作，也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
1946年，南京考试院举行全国国医资格鉴定考试，当时包括台湾省在内，共设13个考场，考生达3000
余之多，合格者仅362人，而凌耀星教授却名列第21位，为女中魁首，取得中医师资格，开业行医。

    1956年，从上海中医学院创建伊始，凌耀星教授就从事《黄帝内经》教学和研究，历任内经教研组
副主任、主任、顾问等职，兼任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专业试用教材编审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
生部客籍教授，中医杂志特约编审。
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研究院专家委员会教学组长，岳阳医院特邀专家；上海市非典型肺炎治
疗中医专家指导组成员。
上海中医药学会中医基础分会委员会顾问。
上海市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顾问。
第七、八届徐汇区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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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教学讲座　学习《黄帝内经》的方法与态度　　一、读书与实践　　二、探宝与挑刺　　三、文理与
医理　　四、钻进去与跳出来　我的《黄帝内经》教学法　　一、因材施教各有侧重　　二、要善于
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三、要教好首先要学好《黄帝内经》选讲　绪论　　一、《黄帝内经》在
祖国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时代背景　　三、《黄帝内经》的主要
内容　　四、《黄帝内经》的主要学术观点　　五、如何学习《黄帝内经》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节
选）　　一、人之寿天　　二、影响寿夭的因素　　三、四种人养生方法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一
、生气通天的意义　　二、阳气的生理　　三、阳气的病理　　四、阴精与阳气的关系　　五、四时
气候、饮食对人体的危害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一、阴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　　二、阴阳学
说在医学上的具体运用　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　　一、治疗方法要随疾病变化而不断发展　　二、神
机与疗效的关系　　三、举水肿病说明神机与疗效关系　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　　一、诊法常以平旦
　　二、全面诊察，以决死生　　三、脉应四时　　四、知病之所在　　五、从脉和色判断新病与久
病　　六、寸口脉的脏腑分布　　七、脉象主病　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　　一、天地阴阳者，不以
数推，以象之谓也　　二、候之所始，道之所生　　三、六气上下左右的划分　　四、六气客气上下
位置　　五、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　　六、上者右行，下者左行　　七、天动地转说　　八、人
与运气之变相应　　九、主时之运不同则生化各异　　十、岁运与主时之运生克乘侮的关系专题讲座
　《黄帝内经》阴阳学说钩玄　　一、阴阳的基本概念　　二、阴阳的基本观点　《黄帝内经》中的
唯物论观点　　一、“气”是物质世界的本源　　二、物质第一性与精神的反作用　　三、反对鬼神
迷信　　四、驳不可知论　　五、梦与祝由的科学解释　藏象学说与控制论　　一、控制论——人体
黑箱与藏象学说　　二、随机调节——尝百草　　三、对症治疗——有记忆调节　　四、辨证论治—
—多变量系统　　五、审症求因——由症变量探求病因　　六、藏变量与象变量　　七、阴阳辨证—
—负反馈调节　　八、内稳定器模型　　九、中西医结合问题——研究人体的新途径　三焦的两个系
统　　一、以肺脾肾为中心的三焦气化系统　　二、以心肝肾为中心的三焦相火系统　　三、三焦的
两个系统的特殊联系和病理特点　　四、三焦功能的整体性　《黄帝内经》脏腑阴阳补泻规律对临床
的指导意义　　一、脏与腑的生理特点　　二、脏与腑的病理特点　　三、脏腑虚实的补泻规律　《
黄帝内经》理论对脏腑辨证的启示　　一、从病因的角度，辨病在何脏何腑　　二、从证候特征，辨
病在何脏何腑　《难经》肾问动气·三焦·原穴的理论　　一、关于肾间动气学　　二、关于三焦　
　三、关于十二经原穴　《黄帝内经》十二经病候对辨证论治的启示　　一、十二经病候与辨证论治
基本原理　　二、十二经病候对虚实辨证的启示　　三、十二经脉病候对异病同治的启示　　四、十
二经脉病候对同病异治的启示　《黄帝内经》中虚实的含义　　一、病机的虚实　　二、生理的虚实
　　三、天时的虚实　　四、治法的虚实　脉学渊源　　一、脉学的形成　　二、《黄帝内经》的脉
学成就　　三、淳于意和《诊籍》　　四、《难经》对脉学的贡献　　五、张仲景对脉学的发展　　
六、王叔和对脉学的总结　应用《黄帝内经》理论治疗疑难杂病　　一、“人无胃气日死脉无胃气亦
死”　　二、“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三、“病名伏梁，此风根也”　　四、“不得卧
者，卫气常留于阳，阳气满则阳蹻盛”　　五、“淫气遗尿，痹聚在肾”　　六、“诸寒之而热者取
之阴”　　七、“治痿者独取阳明”　应用《黄帝内经》理论治疗癌症的体会　　一、中医治癌理论
渊源来自《黄帝内经》　　二、癌症的共性在于“局部为实，整体为虚”　　三、整体治疗——攻、
补、调、导　中医古籍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一、中医古籍研究的历史回顾　　二、中医古籍研究的
目的意义　　三、中医古籍研究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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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习《黄帝内经》的方法与态度　　一、读书与实践　　《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人民群众长期
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里面有不少宝贵的甚至用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反复深入研究。
例如《黄帝内经》里的经络学说，虽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以现代科学的道理完全加以解释，然而，经
过科学实验，无数事实证明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否认《黄帝内经》究竟是两千年以前的著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
不可避免地有不少糟粕混杂其中，必须加以扬弃。
因此，对《黄帝内经》必须批判地继承。
当然，要区别精华与糟粕，正确地取舍，并不是很简单的，唯一的标准就是通过实践的检验。
　　《黄帝内经》中以很大的篇幅讨论疾病的病因、病机、症状、诊断和治疗，在这些内容中有如下
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临床经验的总结，对临床实践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例如“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素问·诊要经终论》）；“人之病⋯⋯同时而伤，其身多热者易
已，多寒者难已”（《灵枢·论痛》）；“泄而脱血脉实⋯⋯皆难治”（《素问·平人气象论》）；
“有所堕坠，恶血留内”（《灵枢·邪气藏府病形》），像这一类的内容，在《黄帝内经》里较多，
是主流。
有些原文言简意深，要仔细推敲玩昧，始得经旨，如《素问·经脉别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
⋯⋯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几句，是讲生理的，而其中即包含了“肺主宣发”
、“肺主皮毛”、“肺主肃降”、“肺为水之上源”以及“脾气上升”等重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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