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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中国古代哲学》在系统介绍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派别基本思想的基础
上，结合中医药各专业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中医学形成与发展的关联性诠释与说明，并试
图对中西方哲学进行比较，探寻中西方两种医学模式的认识论根源。
通过本教材的系统学习，使中医药大学生掌握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思想和思维方法，了解
中医学赖以形成与发展的哲学思想基础，自觉养成中医特色的思维方式，为传承中医药精髓奠定理论
与思维基础。
同时，通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学习与熏陶，也可增强医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心，提高自身的传统人
文修养和思想道德情操。
　　本教材适用于高等中医药院校各专业学生学习，同时也适用于广大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学习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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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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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哲学奠定中医学的思想基础二、中医学丰富与发展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第一章 《周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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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及其哲学特征第二节 阴阳一、阴阳的渊源与含义二、阴阳的属性与关系第三节 五行一、五
行的渊源与含义二、五行的分类与关系第四节 易、阴阳、五行与中医学的关系一、《周易》的思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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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儒家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一、儒家哲学对中医学术的影响二、"仁"、"孝"思想促进中医伦理道德的
形成三、儒医推动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第三章 先秦道家思想第一节 老子以"道"为本的哲学思想一、老
子其人二、"道之为物"与"道法自然"三、"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四、"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第二节 庄子相
对主义为特征的哲学思想一、庄子其人二、自然之性三、齐物论四、养生论第三节 道家思想对中医学
的影响第四章 先秦法家、墨家、名家与兵家的思想第一节 韩非及法家学说一、前期法家思想二、韩
非其人三、韩非的法家学说第二节 墨子及墨家学说一、墨子其人二、墨子以"兼爱"为核心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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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兵家学说一、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思想二、兵家学说对中医学的贡献第五章 两汉哲学第
一节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一、"天人感应"理论二、"王道"与"三纲"三、"性三品"说第二节 王充的哲学思想
一、"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的自然观二、以元气自然论为基础的无神论和形神论第三节 两汉哲学对中
医学的影响一、天人宇宙观与中医整体观二、两汉形神观与中医形神合一观三、早期道教思想与中医
养生观第六章 魏晋玄学和道教哲学第一节 有无之辩和名教自然之辩一、有无之辩二、言意之辩三、
名教自然之辩第二节 道教哲学一、道教的源流二、葛洪及其道教思想三、道教对中医学的贡献第七章
隋唐佛学第一节 佛教的创始与西典东来一、佛教的创始与发展二、佛教的基本宗派三、佛教在中国的
传播第二节 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一、禅宗及其主要代表人物二、慧能的基本思想第三节 佛
教对中医学的影响一、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二、佛教对中医学的影响第八章 宋明理学第一节 宋明
理学的兴起一、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二、理学的学术特点第二节 张载气学一、"太虚即气"二、"气"
与"性"三、气化流行及其对中医学的影响第三节 程朱理学一、理学开山周敦颐二、二程对天理的体贴
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第四节 陆王心学思想一、陆九渊的心本论与易简功夫二、王守仁的"致良
知"与"知行合一"第九章 清代哲学第一节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批判总结一、"太虚即气"、"理依于
气"的自然观二、"太虚本动"、"天地日新"的发展观三、"能必副所"、"行可兼知"的认识论第二节 方以
智"质测藏通几"的哲学一、"气一火"一元的本体论二、"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辩证法思想三、"质测
即藏通几"的科学认识论第三节 颜元的"习行"实学一、"理气融为一片"的人性论二、"手格其物，而后知
至"的认识论三、"实学实行，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第四节 戴震的"分理"与"就事求理"一、"气化即道"
与"分理"思想二、"有血气斯有心知"的认识论三、"理存乎欲"的理欲统一观第五节 清代哲学对中医学的
影响和启示一、清代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二、清代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对
中医学的影响三、清代"实事求是"的考据学对中医学的影响第十章 中西方哲学之比较第一节 中西方哲
学的产生、发展与交融一、中西方哲学的产生二、中西方哲学的发展交融第二节 中西方哲学思想的主
要差异一、中西方哲学宇宙观的差异二、中西方哲学价值观的差异三、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第
三节 中西方哲学对中西方科学发展模式的影响一、中西方科学发展的不同走向二、中西方医学模式之
比较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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