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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哲学概论》是一部横跨中医学与哲学两个学科的、创新型的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教材。
 全书以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内容排列为序，包括六个部分内容。
其一是导论，主要讲哲学、中医学及其关系；其二是中医学的精髓，主要讲整体观、辨证论治以及和
谐观；其三是中医学的医学观，主要讲中医学的起源、发展和生命观、疾病观、医道观；其四是中医
学的思维方法，主要讲普遍性的哲学思维方法和特殊性的中医思维方法；其五是中医学基础理论概论
，主要讲元气论、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治未病和中药方剂等理论；其六是中西医哲学比较，主要讲
中西医哲学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整部书吸收了近年来中医药哲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纳入了编写者多年来对中医药哲学的研究成果
。
内容全面翔实，有较强的可读性、实用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哲学概论>>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节  哲学与中国哲学第二节  中医学概况第三节  中医学与哲学的关系第一篇  中医学的精髓  第
一章  中医学的整体观    第一节  整体观的概念    第二节  整体观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整体观在中医学中
的应用  第二章  中医学的辨证论治    第一节  辨证论治的含义    第二节  辨证论治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辨证论治的应用  第三章  中医学的和谐观    第一节  中国哲学中的和谐观念    第二节  和谐观是中医学的
核心理念    第三节  中医和谐的治病原则第二篇  中医学的医学观  第一章  中医学的起源    第一节  中医
学起源学说    第二节  中医学起源的物质基础    第三节  中医学起源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章  中医学的发
展    第一节  中医学发展的原因    第二节  中医学发展的过程    第三节  中医学的现状及前景  第三章  中
医学的生命观    第一节  中医学对生命起源的认识    第二节  中医学对生命过程的认识    第三节  中医学
生命观的价值  第四章  中医学的疾病观    第一节  疾病观的概念    第二节  中医学疾病观的主要内容    第
三节  中医疾病观的价值  第五章  中医学的医道观    第一节  道的含义    第二节  天道和人道    第三节  中
医学的医道观第三篇  中医学的思维方法  第一章  中医思维的哲学基础    第一节  中医思维产生的哲学
思维基础    第二节  中医观察是中医思维的源泉    第三节  中医思维的辨证性特点  第二章  中医学的思维
要点    第一节  推崇内因    第二节  重用轻体    第三节  顺势应变    第四节  恒动变易    第五节  虚静复本  
第三章  中医学特殊的思维方法    第一节  象数思维    第二节  司外揣内思维    第三节  内景返观思维第四
篇  中医学基础理论概论  第一章  气一元论    第一节  气一元论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气一元论的基本内
容    第三节  气一元论对中医学的渗透和影响  第二章  阴阳五行学说    第一节  阴阳五行学说的含义    第
二节  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第三节  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的意义  第三章  脏腑经络理论    
第一节  脏腑经络的含义    第二节  脏腑经络理论中的哲学思想    第三节  脏腑经络理论对中医学的意义  
第四章  养生保健及治未病理论    第一节  中医学的养生保健    第二节  中医学的“治未病”理论    第三
节  养生保健与“治未病”的统一性  第五章  中药学及方剂学    第一节  关于“医药不分家”的观点    第
二节  中药学及方剂学理论    第三节  中药学及方剂学在中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篇  中西医哲学比较 
第一章  中西医模式的差异    第一节  两种不同的医学模式    第二节  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    第
三节  中药与西药  第二章  中西医哲学世界观的差异    第一节  生命观的差异    第二节  人体观的差异    
第三节  疾病观的差异  第三章  中西医哲学方法论的差异    第一节  研究方法的差异    第二节  思维方法
的差异    第三节  治疗方法的差异附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哲学概论>>

章节摘录

第一篇 中医学的精髓第一章　中医学的精髓所谓精髓，对于某一理论而占，指的是能使这一理论得以
形成和发展并贯穿其始终；同时又体现在这一理论体系各个基本观点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中医学的精髓是整体观、辨证论治及和谐观。
这些精髓既是中医学创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又体现在中医学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贯穿渗透
于中医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涉及中医之病因学、病机学、诊断学、治疗学、预防学和养生康复学等一
系列学科。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中医学精髓的内容之一，在中医学中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 整体观的概念整体性，就是事物的联系性、统一性和完整性。
所谓整体观念，即是中医学对于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以及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整个认识。
概括地说，就是认为人体与外界环境（自然界和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而人体本身则是这一
巨大体系的缩影（即人身小天地），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则相互影
响。
而且人体与自然界也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
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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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哲学概论》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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