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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诸病源候论》的书名、作者、版本来源、学习方法进行了讲解，对其在皮肤病学、妇科学、
养胎思想、儿科学、创伤外科学、寄生虫病学、男科学、五官科学、养生方和导引法等方面所述的内
容进行了全面解释，并对71类病候予以概述，对《诸病源候论》中的卷章进行了节选解读。
全书视角独特，写作队伍权威性高。
本书适合中医院校师生和中医从业人员和中医爱好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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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振国，男，1963年1月生，山东省寿光市人，汉族，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所长，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是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
学科带头人。
国家973项目“中药药性理论相关基础问题研究”首席科学家。
1996年11月获“山东省第三届优秀知识分子”称号，1997年破格晋升教授。
2005年入选山东省卫生系统“1020”人才工程。
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常务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
社会科学信息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理事。
主要致力于中医药经典理论研究、中医药文献数字化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医事制度研究、中医
药文化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
主持国家973项目《基于四性的中药性-效-物质关系研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课题《基于发生学的系
统脏腑理论构建问题研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中医学术流派研究》、全国高校古籍整理
规划课题《圣济总录研究》等省部级课题10余项。
主要著作有：《两宋名家方书精选》（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HistoryandDevelopment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第一作者，科学出版社〔中国〕、ISOPress〔
荷兰〕、Ohmsha〔日本〕，1999）、《中医文献学》（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副主编，中
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中外医学史》（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副主编，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2005）、《中医文化论丛》（副主编，齐鲁书社2005）、《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
研究》（主编，齐鲁书社2006）、《中医经典必读丛书》（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等。
近年来致力于近代科学思想与教育模式对中医基础学科群构建之影响的研究，提出了对新世纪中医学
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近代模式”问题。
《近代科学思想对中医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影响及反思》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古代科
技文献信息构建的理念与方法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第三届（2006）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基于信息构建（IA）的古代科技文献数字化关键问题研究”2005年获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
自然科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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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导读　第一节　《诸病源候论》概述　第二节　《诸病源候论》的书名、作者与成书　第三
节　《诸病源候论》的版本流传　第四节　《诸病源候论》的的主要学习研究参考书　第五节　《诸
病源候论》的学习研究方法　第六节　《诸病源候论》的皮肤病学　第七节　《诸病源候论》的妇科
学　第八节　《诸病源候论》的的产科学　第九节　《诸病源候论》的养胎保健思想　第十节　《诸
病源候论》的儿科学　第十一节　《诸病源候论》的创伤外科学　第十二节　《诸病源候论》的的寄
生虫病学　第十三节　《诸病源候论》的的男科学　第十四节　《诸病源候论》的五官学科　第十五
节　《诸病源候论》的养生方和导引法第2章　病候概述　第一节  风病诸候　第二节　虚劳病诸候　
第三节　腰背病诸候　第四节　消渴病诸候　第五节　解散病诸候　第六节　伤寒病诸候　第七节　
时气病诸候　第八节　热病诸候　第九节　温病诸候　第十节　疫疠病诸候　第十一节　疟病诸候　
第十二节　黄病诸候　第十三节　冷热病诸候　第十四节　气病诸候　第十五节　脚气病诸候　第十
六节  咳嗽病诸候　第十七节　淋病诸候　第十八节　小便病诸候　第十九节　大便病诸候　第二十
节  五脏六腑病诸候　第二十一节　心痛病诸候　第二十二节　腹痛病诸候　⋯⋯第3章　卷章节选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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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读　　第五节　《诸病源候论》的学习研究方法　　一、通读全文，窥其全貌　　学
习研究《诸病源候论》的主要目的，首先在于系统掌握《诸病源候论》一书中的中医病因病机学理论
体系和学术思想，其次是认识、分析疾病病因病机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诸病源候论》一书共载有1739候，每候所列疾病均有其特定的内容，但全书所体现的许多基本学术
思想，诸如五脏生理病理理论体系、经络病机理论体系、疾病病因分析认识原则等，绝不可能单靠学
习某一卷章或某些卷章而认识，只能通过对全书的系统研究才能做到，也就是说，必须通读全书，前
后对照，相阅互参，才能从中理出头绪，进而发现规律，掌握要点。
因此，学习中，不能仅仅满足于“语录”式的记忆、摘抄，更不能断章取义，而应通读全文，进行综
合、归纳、分析，这既是学习《诸病源候论》的主要方法，也是学习《诸病源候论》的基本要求。
可以说，掌握全书核心学术思想和掌握各种疾病具体病因证候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的，只有具体了
解了《诸病源候论》全书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才能更加清晰地分析各科疾病的具体内容，无论以
什么方式展开学习，我们认为这都是学习研究《诸病源候论》一书的第一步。
　　二、前后互参，融会贯通　　《诸病源候论》所论各科病证的病因病机、证治规律虽有其独立性
，但许多病证之间是有内在联系和明显的规律性区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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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科协科普专项资助，中华中医药协会强力推荐。
　　《诸病源候论》由隋巢元方等撰写大业六年（公元610年）。
全书共50卷，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口齿、骨伤等多科病证，共计71门，1739候。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隋以前的医学成就，叙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症候等，是中国医药学史上第
一部病因、病理、证候学专著，与《内》《难》齐名，被列为七经之一。
全书内容丰富，涉及的范围广泛，对证候与发病特征描述的十分细致、逼真而准确，对于临床辩证施
治极具指导意义，备受历代中医学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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