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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研究《内经》的中医学术理论性专著。
笔者从医40余年，不懈求索医道真谛，站在大文化、大科学、大医学高度审视中医学，对《内经》学
术体系的结构、内涵、形成、发展与研究成果的应用，《内经》五脏概念、神概念、睡眠理论、生命
的四时法则以及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中医藏象理论、《内经》理论的临床应用等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和
论述。
本书结合现代医学思维模式、理论、研究方法，将《内经》中一些基本概念和抽象理论作了客观地、
科学地阐述，对推动中医理论研究和全面认识中医，具有重要的和积极的作用。
本书适合于广大中医师、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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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烟建华（1943-），男，河北曲阳人。
医学硕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基础理论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基础医
学杂志》学术委员。
从事中医经典著作教学及中医基础理论科研工作，主要探讨中医学术体系的系统结构、学术特征、优
势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其成果已编入高等中医院校《内经》教材中；研究《内经》、《难经》理论
的学术内涵与临床就用规律，首次提出《难经》“命元三焦系统”理论。
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有《论中医药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关于中医研究
思路的思考》、《略论中医理论的学术特征》、《中西医比较与中医学的未来》、《中医优势病种调
查与理论探源》、《开拓证本质研究的新思路》、《因势利导治则的临床应用研究》等；出版学术著
作9部，教材11部。
主持和参加部级科研课题8项，获北京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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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内经》的学术体系　第1章 《内经》学术体系的结构　　第一节 医学理论　　第二节 医学基础
　第2章 《内经》学术体系的内涵　　第一节 独特的医学理论　　第二节 方法学特征　　第三节 科学
价值　第3章 《内经》学术体系的形成　　第一节 医疗实践的观察与验证　　第二节 古代科学技术的
渗透　　第三节 社会人文思想的影响　　第四节 先秦诸子的作用　第4章 《内经》学术体系的发展　
　第一节 《内经》学术体系发展的方式与特点　　第二节 发展展望　第5章 研究成果的应用中篇 基本
概念与基本理论探讨　第6章 《内经》五脏概念研究　　第一节 五脏概念的历史演变　　第二节 五脏
概念的学术解读　　第三节 五脏概念的内涵探讨　第7章 《内经》神概念研究　　第一节 天人之神辨
析　　第二节 人之神论理　第8章 《内经》睡眠理论研究　　第一节 睡眠的自律特征　　第二节 神—
—睡眠活动的主导　　第三节 营卫运行——睡眠活动的机枢　　第四节 五脏藏精华气生神——睡眠
活动的基础　　第五节 《内经》睡眠机制及其临床应用　第9章 《内经》生命的四时法则研究　第10
章 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中医藏象理论下篇 应用研究　第11章 中医临床优势病种的调查分析　第12章 证
本质研究思路探讨　第13章 因势利导治则的研究　第14章 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探源　第15章 精神分裂
症择时防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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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内经》的学术体系　　学术是指专门的理论、系统的学问；体系，《辞海》的定义是“若
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所谓学术体系，就是一个学科的整体知识
系统，其中包括研究对象有关的基本概念、原则、定律和论证这些理论所形成的方法学等。
学术体系，与人们常说的理论体系概念相近，只是学术体系的称谓在内涵上较理论体系更宽泛，为了
论述方便，我们将在本书中混用，想必对所论内容的表述不会引起误解。
作为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疾病诊断及防治的科学，中医学与西医学都有各自的概念、理论与学术体系
，但由于文化背景、哲学基础、实践环境与发展历程不同，它们之间又有很大的差异。
《黄帝内经》（下称《内经》）创建并论证了中医学术体系，两千年来始终指导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
临床实践，被誉为中医的“理论渊薮”、“医家之宗”，是中医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理论基础，甚至
人们对中医学的褒贬毁誉莫不归之。
因此，研究《内经》学术体系对于探讨中华民族生命观；探讨中医学有关人体生理、疾病理论、疾病
诊断与防治原理；探讨与现代医学相比之下的中医理论学术特点、科学内涵及其优劣得失等，都是至
关重要的。
　　有的学者认为，《内经》系先秦两汉医学论文汇编，其中学派不同，有的学术观点相左，不存在
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
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从《黄帝内经》的内容分析来看，各篇写作的年代不同，地区文化派系不
同，作者个人的学识与实践环境不同，凡此种种，都是产生学术观点差异的原因，不足为奇。
但从整个知识系统及其文化背景、哲学基础和由此而决定的研究思路、方法、价值观来看，又是一致
的，尤其相对于西医学而言。
虽然《内经》中有学术观点的不同，但在思维模式、研究方法上却别无二致，仍属于一种体系包容之
内。
经过后世的扬弃，确立了学术主脉，有些观点被淘汰，也是自然的，从而完善了《内经》的学术体系
。
因此，说《内经》存在一个医学学术体系，是针对其学术主体及其方法学而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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