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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继承和发扬是传统医学发展的战略方针，这是毫无疑义的。
继承传统医学，首先要解读传统医学。
然而，解读传统医学不是件容易事，比学习物理学，学习现代医学难得多，这是由其古文化特性决定
的。
　　第一个困难是语言文学关。
历史上留下很多中医书，都是用古汉语写成的，用繁体字印刷。
现在，古汉语和繁体字已经不通行了，一般人读不懂古汉语，不认得繁体字，读医书如读天书。
学习传统医学，首先要学习古汉语和繁体字，要过语言文字关。
　　学习任一学科都必须学习经典著作，查阅原始文献，通过学习经典著作对该学科有一个全面、概
括的了解。
传统医学的原始文献、经典著作是《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一部论文集，分为《素问》、《灵枢》两部分，各81篇论文。
每篇论文只论述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论文之间并无直接关联。
阅读《黄帝内经》单从字面上不可能了解传统医学的全貌。
这是第二个困难。
　　哲学家张岱年指出“古代思想家认为知识与行为不可分为二事，因此不重视独立知识体系的建设
。
”“在实践中，体验久久，忽有所悟，直接写出即成著作，而不做逻辑和文字上的推敲。
”（《中国哲学大纲》）　　《黄帝内经》即具有这些特点，古人的领悟无疑是丰富的和深刻的，但
是落在纸面上却是简略的几个字，如“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后人为探求其意，绞尽脑汁。
经文高度概括，但却留给今人一个个难题。
这是第三个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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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背景、整体理论和脏腑、经络等部分理论三个部分，重点是人体整体层次理论。
作者运用解构策略，破译了人的阴阳二气是人的整体医学指标，从传统医学里提炼出，概括生物钟、
健康与疾病的转化、生命演化等整体现象的三个基本生命规律，重构了整体生命理论体系。
    本书可供中医院校师生、中医科研人员，从事生命科学、复杂性科学、人文专业的人士，以及中医
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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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学鹏，1935年生，天津市人，幼习古文，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文革”时生病，唯服用中药有疗效，遂对中医产生兴趣，开始阅读中医书籍，同时阅读了前四史、
《荀子》、《韩非子》等书，充实了文史哲知识。
改革开放后，潜心钻研《黄帝内经》，同进阅读了控制论、系统论、突变论等原著，浏览了库恩、波
普尔的著作，以及结构主义、解构思想的著作，扩展了视野。
终于走出了一条人文—科学—中医交叉学科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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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旧的禁锢崩溃了，人们不再按照固有的模式思维，思想空前活跃，学术空前
繁荣，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气的概念广为发展，繁衍。
概念的发展犹如植物根部的生长。
有的植物只有一条主根，主根在延伸的过程中分出许多小叉。
有的植物的根分为几枝大叉，每枝大叉在延伸过程中分出小叉，形成根系。
气的概念与后一种情况相似，繁衍出繁复的根系。
　　1．烟　　炊烟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尘土飞扬也形成烟。
古人把烟比拟为气，《吕氏春秋》说：　　“野人之用兵也，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气充天，
流矢如雨，扶伤舆死，履肠涉血。
”（《期贤》）　　野蛮人打仗，鼓声如雷，呼声震动大地，满天尘烟，箭飞如雨，扶着伤者，用车
拉着死者，踩着人流出的肠子，踏着鲜血，激烈的战场，尘土飞扬，形成烟雾，古人称之为尘气。
古人把烟视作气，烟弥散在空中确实与气有相似之处。
烟飘浮在空中，而石头与水不会飘浮在空中，烟只与气有可比性。
实际上烟不是气体，气体由分子组成，而烟是由细小的颗粒悬浮在空中形成的。
烟的颗粒比分子大得多，不会永远飘浮在空中，最终会落在地上，所谓尘埃落地；而空气则不会落下
来，空气永远“飘浮”在空中。
烟飘浮在空中只是短暂现象，直观上与气相似，古人把烟视作气是最为直接的比拟。
　　2．气候现象　　古人把气候现象比喻为气。
气候影响地域大，不可回避，而且具有动态性、变动性，因而古人将之比喻为气。
　　最早将气候现象比喻为气的文献是《左传》，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六声
，淫生六疾。
六气日阴、阳、风、雨、晦、明也。
（昭公元年）　　天有六种气，下降在大地上生出五味，发出五色，鸣出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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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什么是解构？
为什么要对传统医学进行结构？
又该如何实现结构呢？
 解构是一种策略，解构传统医学是继承和发扬是中医的发展战略，实现解构需要有与之配套的策略、
战术，战略目标。
　　《解构传统医学》通过解构《黄帝内经》，使传统医学成为要一种合适现代的策略。
书中以人的阴阳二气为整体医学指标，概括了生物钟、健康—疾病、生命演化三大整体生命现象。
　　人的阴阳二气实际上是整体医学指标，概括了生物钟、健康－疾病、生命演化三大整体生命现象
。
　　整体多于部分之和。
　　——亚里士多德　　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
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阴阳之在人，均则宁，偏则病。
　　——王履《医经溯洄集》　　系统是由观察者从实际的“机器”中所选择的一组变量而定义的。
　　——艾什比《大脑设计》　　西方人看重部分，中国人则看重整体。
即以医理言，中国人认人身一体，医理也求简单。
　　——钱穆《晚学盲言》　　文本之外无一物。
　　——德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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