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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岭南，在传统上是指越城、大庾、骑田、都庞、萌渚五岭以南的地区。
这个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富有特色，是我国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分支。
广东是岭南地区的核心地域，近代以来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均走在地区的前列。
在这里，传统中医药以独特的作用深得人们信赖，一直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
　　2006年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多个促进广东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文件，提出要将广东
从“中医药大省”建设成为“中医药强省”，这无疑为广东中医药的腾飞增添了巨大的推动力。
其中，《岭南中医药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的出版就是一项具体的措施。
遵《文库》编委会之嘱作序，略述感言如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

内容概要

　　《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从五行到五脏相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是中医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
著名中医专家邓铁涛教授指出，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最重要的意义是五脏相关思想，而其原有的一些
机械思维脱离中医临床实际，应加以扬弃，提出以中医五脏相关学说取代五行学说的论点。
《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从五行到五脏相关》深入地研究了中医运用五行学说的学术史，指出五行
学说在早期对中医学术体系和整体论思想的形成有积极意义。
但随着中医学的发展，历代医家对五脏整体相关的认识已经超越了五行学说，形成了更具体、更丰富
的五脏系统相关联模式，阐明了五脏相关学说取代五行学说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从五行到五脏相关》同时对五脏相关学说的内涵进行了初步论述，提出了
开放式的中医理论现代化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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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教形成于我国东汉时期，它虽然被称之为一种宗教，实际内容非常庞杂，通常各种方士、丹家
、巫祝还有如星命、堪舆、占候、望气等术数，人们也将之归人道教。
《道藏》五千四百八十五卷，其中洞真、洞玄、洞神三部的方法、众术、灵图等类以及太玄、太清、
太平、正一四辅里面，收人有关术数的经书很多。
有关术数前面已作讨论，这里主要考察道教教义和修炼术中的五行应用情况。
　　道教所宗奉的祖师老子和庄子，并没有提到五行。
但后世的道教中，阴阳五行说成为重要教理之一。
　　一、与五行相配的神灵系统　　作为宗教，首先应有其彼岸的天帝或神灵系统。
道教的神仙系统非常庞杂，其中一部分有明显的五行五方特性，这在宗教中较少见。
它们多是接受古时的神话传统再加以五行配属而来的。
例如《淮南子》中有一套五帝系统，　《淮南子·天文训》中说：“东方木也，其帝太嗥，其佐句芒
，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
绳而制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
而治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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