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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由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按照中医学的逻辑思维、演绎推导的方法和程
序，从基本原理中推导并升华为具有科学内涵的结论所构成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说体系。
中医基础理论的学说体系，是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观、辩证观和系统观，即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
学说为哲学基础；以整体观、恒动观为指导思想；以“法于阴阳，和于数术”、“天人相应”的运气
学说为数术学方法；以脏腑经络学说的生理、病理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独特的医学理论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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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燕池（1937～　）男，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全国第三、四批师带徒名老中医。
被国家人事部、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定为“国家级师承临床硕士、临床博士指导教
师”，获颁荣誉证书，并获重奖。
出身中医世家，师承已故北京名医刘奉五。
1962年作为首届毕业生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医疗、科研工作近50年。
1992年荣享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任基础医学院院长、基础所所长14年，现任基础医学院顾问、校教学督导专家组组长、教育部考试
中心中医专家组组长、国家中医药局医师认证中心命审题委员、北京市朝阳区医学会副会长等职。

　　1983年受命主持全国统编五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和《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分
卷的编写工作。
在五版教材中创编“病机”一章，为中医病机学说的层次和结构奠定了发展基础。
主编北京市中医自学考试教材、外国留学生教材和北京市精品获奖教材《中医基础理论》，对五行系
统结构的“制化”和“胜复”调控有所发挥。
在国内外出版《中国传统医学精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详解中医基础理论》（日本东
洋学术出版社）、《中医基础学》（台湾志远书局）等论著39种。
发表论文60余篇。
培养硕士生6名、博士生6名、学术继承人3名。
目前的科研方向为“天人相应脏腑适应性调控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主要参与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课题的研究工作。
1994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97年获北京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奖。

　　曾赴澳大利亚、前苏联、日本、瑞士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多所中医院校进行讲学和专题演讲并
兼任客座教授，受到好评。
传记载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辞典》（1994年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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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概念和内涵、形成与发展第二讲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研究方法第
三讲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概述与精气学说第四讲 阴阳学说第五讲 五行学说第六讲 藏象学说、脏腑共同
的功能特点、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特性第七讲 脏腑相关，脏腑与饮食物消化吸收、水液代谢及第八讲 
人体的精、气、血、津液第九讲 经络学说第十讲 病因学说第十一讲 发病学说第十二讲 病机学说、基
本病机、邪正盛衰病机第十三讲 阴阳失调病机第十四讲 气血失常和津液代谢失常病机第十五讲 内生
“五邪”病机第十六讲 经络气血失常病机第十七讲 脏腑病机第十八讲 防治原则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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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中医学之所以能在战国至秦汉这个时期形成理论体系，其主要原因有如下几
个方面：　　（1）长期医疗经验的丰富积累和总结：这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实践基础。
众所周知，人类自有生产活动以来，就开始了医疗活动。
根据殷代甲骨文的考据表明，从公元前21世纪以后，随着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对于疾病的
认识，亦逐渐广泛、系统和深化。
例如关于病名的记载，除了部分疾病予以专门命名，如癥、疥、蛊、龋等，或以症状命名，如耳鸣、
下利、不眠等外，大多则是以人体的患病部位而命名，如疾首、疾目、疾耳、疾鼻、疾身等。
正如《甲骨文商史论丛·殷人疾病》所说：“殷人之病，凡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
、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16种，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妇产
、小儿、传染诸科。
”说明已具备了近代医学疾病分科诊治的雏形。
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对于疾病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根据古代文献中有关病名的统计分析，早在《
山海经》中即已记载了38种疾病，其中以专用病名来命名者则有痹、风、疸、瘕、癥、疥、疯、疫
等23种之多，以症状为病名者，亦有腹痛、嗌痛、呕、聋等12种。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医学著作《五十二病方》，书中除载有较完整的52
种病证外，还提到不少的病名，计约103个。
而在战国以前的著作《诗》、《书》、《易》、《礼》、《春秋》等十三经中，据不完全统计，其所
载病证名称，则已达180余种。
这就充分说明当时对于疾病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并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治病经验，从而为医学规律
的总结和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资料，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亦逐步积累了药物学的知识，在当时的著作如《淮
南子》、《诗经》、《山海经》、《离骚》等书中，即记载了丰富的药物学资料，如在《五十二病方
》中其所用药物，包括植物药、矿物药和动物药即有247种之多。
此外，在治疗手段上除药物疗法外，还创造了针砭、艾灸、醪醴、导引等疗法。
另据《周礼·天官》所载，从周代起我国即有了初步的医学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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