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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调神论》初版至今已22个年头，撰斯著时笔者刚过而立之年，而今已逾知天命之时。
“岁去人头白”、“白头惟有赤心存”，虽然到了发鬓始白的年龄，但对弘扬祖国医学的一颗赤心仍
存。
　　浩如烟海的祖国医史，前后几千春秋，囊括诸子百家，著作万册千种，然就防治疾病之思想精髓
而言，在于保精、益气、调神。
人体衰老之根蒂何在？
一言蔽之日：精耗、气衰与神伤，“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故半百而衰
也”《素问·上古天真论》。
穷精、耗气、御神乃早衰、早夭之主因，故中医学将保精、调气、养神视为防病治病之要旨。
《调神论》则专论神志的调养。
　　中医之调神具有独特的内涵，正因其有别于现代医学理论，故用之临床常常取得独特的疗效。
诸如：心主神志，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与现今所认识的大脑皮层的大部分功能，中医传统理论归结于心
，是中医学之重要特色之一。
这一理论建立在《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及《灵枢·本神》“所
以任物者谓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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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调神论”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黄帝内经》奠定神之理论、河间论述精气神
形、嘉言注重养神于心、关于“以情胜情”的治则、耄年神衰嗜寐症、神志逆乱癫狂症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调神论>>

作者简介

并非著名丹道家张觉人先生。
张觉人，男，主任医师，湖北中医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为“湖北省知名中医”。
行医31年，擅长治疗脑病（头痛、失眠、眩晕、中风）、老年病（咳喘、胃肠病等）。
学术思想立足于脑，提出“诸阳之会阳易亢”；“清阳之府邪易蒙”；“精明之府神易病”；“精髓
之海髓易空”的学术主张，临床治疗以潜阳、通窍、调神、填髓为大法。
在老年病的治疗上遵循《内经》“年长则求之于府”，提出“扶本顾标”及“反治”的学术观点，认
为治老年病“欲解时邪、务必注重正气，善治杂病，贵在着眼脾肾，不论攻补，均应顾护中”。
出版《中医脑病治法》、《老年病中医防治学术思想》、《调神论》等专著8部，发表“从髓空窍瘀
探讨阿尔采默性痴呆的早期防治”等学术论文百余篇。

主持“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方法研究”获武汉市卫生局科技成果三等奖。
目前参与“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基于信息挖掘技术的名老中医临床诊疗经验及传承方法研究”
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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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笔者不揣谫陋，敢于写此小册者，乃承业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章真如主
任医师之旨趣也！
章老尝谓：“中医生命观之精髓在于精、气、神。
余撰《滋阴论》以言精；《调气论》以言气，望撰《调神论》以言神”，感业师之厚望，学东施之效
颦，奋发数载，拙作乃成。
　　夫精、气、神者，祖国医学尊之日三宝。
若论三宝之真谛，一言而蔽之，人体以精为基，以气为源，以神为机。
盖精为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人始生，先成精”（《灵枢经·经脉篇》）；“脾为五脏之根本，肾
为五脏之化源，不从精血，何以使之灌溉”（《景岳全书》）；故经云：“夫精者，身之本也”（《
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篇》）。
而气对人体，也“不能须臾或失，在生理上占有主导地位”。
（《调气论》）如《庄子·知北游篇》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亦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
”《难经·第三十难》更为明晰地提出：“经言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乃传与五脏六腑，五脏六腑
皆受于气”；故“气者，人之根本也。
根绝则茎叶枯矣”。
（《难经·第八难》）至于神的含义之一是生命活动的内在机理及其外在表现；而人的精神思维活动
则是神的又一内涵。
由于精、气为生命之本源，故神的活动也依赖于精、气。
恰似《灵枢经·平人绝谷篇》所指出的“神者，水谷之精气也”。
神固然依存于精气，但它对精、气也起着主导作用。
所谓：“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显然是说心
神有综合、平衡全身阴阳气血、表里上下、脏腑百脉的功用。
从这一角度言之，神的盛衰，同样关系到生命的安危。
正如《灵枢经·天年篇》所云：“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要之，祖国医学在强调精、气作用的同时，也毫不忽视神的重要性，其原因即在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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