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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说伏羲氏制九针、神农氏尝百草，远古的神州华夏因之有了针灸医学与中医中药学的发端。
当然，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
实际上，针灸疗法是劳动人民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中的临床实践与智慧的结晶，是一种伟大的发明。
几千年来，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于先人留给我们的这一份宝贵的遗产，我们理当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为广大民众的健康和幸福发
挥更大的作用。
作为一种独特的医疗技术，针灸通过对人体体表穴位的刺激，进行整体调节，从而达到医疗和保健的
作用，具有安全、有效、适应范围广、无副作用等特点。
近代以来，特别是经过近代中医和现代医学的有机结合，针灸疗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针灸疗法已经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得到推广使用。
在西方发达国家，针灸已被逐渐纳入其医疗体系之中，成为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9.11”之前，我应美国东西方医学部的邀请去作针灸学术演讲，在近二个月的交流中，我在思
考美国文化模式和比较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惊异地看到，作为自然疗法的针灸学普遍被美国的各
个阶层人士接受，他们接受针灸治疗的人数趋增，学习和研究针灸的意愿提高，以往的疑虑被热情所
取代。
看到这一可喜的状况，我既为针灸学感到自豪，同时也感到要真正普及针灸，使针灸走向世界是这样
的任重道远。
随着中国加入WTO，针灸医学的交流和发展必然更具实质性和现实性，同时，针灸学规范化、现代化
、国际化的紧迫性也更形突出。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编撰此书，为普及针灸医学略尽一己之力。
本书在编撰上突出中国传统针灸学的基本理论，着眼于临床疗效，以针灸的普及为宗旨，实为居家旅
行、劳动和生活中的大众健康保健需求而撰写。
文字力求浅显，方法力求简单有效。
内容不仅包括针灸治疗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基本规律和基本技术技能训练，还配有近百幅插图，
力求做到通俗易懂，有较强的可读性。
具体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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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针灸治疗的基础知识、临床各科常见疾病的针灸治疗及其他疗法、各种常见的保
健疗法以及诸多针灸治疗的秘方验方。
全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可读性强，适合广大读者学习，尤其适合广大读者自我保健、养生防病之
用，也可作为各级中医临床医生和医学院校学生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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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种疗法具有易学、经济节约、安全速效、治病范围广等特点，深受民众欢迎，历朝历代在民
间广泛应用。
可是到了清代，由于封建思想特别浓厚，当时的上层人物认为针灸的时候要宽衣解带，赤身露体，非
奉君之道，竟于道光二年（1822年）下令在太医院取消了针灸科。
这样一来，这门学术的发展就受到了影响。
可是在民间却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所以一直传留下来了。
解放前，统治者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再加上崇洋媚外、“民族虚无主义”以及“中医不科学”等
错误思想的影响，对祖国的文化遗产横加摧残，甚至于1929年要下令取缔中医，所以这门有效的医疗
方法几乎被取消。
在这一段时期内，形成了湮没不彰、守旧不前的局面。
此时，中医界有志之士纷纷奋起，据理力争，保护国粹。
如江苏澄江承淡安氏，继承家传，擅长针灸，热心提倡，私人成立中国针灸学研究社，首创中国针灸
专门学校，开办针灸疗养院，大力著述和培养人材，编辑《针灸杂志》、《针灸医学》57期，曾东渡
扶桑考察针灸医学，向全国及海外传播，成效颇著。
解放后，党和国家非常关心人民的健康事业，号召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针灸医学才得到空前的
发展。
我国除各中医院校设有针灸课或针灸系以外，还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托成立了国际针灸进修学院，专门
招收国外学员，有许多专家、博士、医师来我国学习针灸，目前已举办数十期。
解放后30年来发表的针灸文章已达一万多篇，发行的针灸图书有几百种。
在北齐清河元年（562年），我国的针灸疗法就传到日本，1400多年来，日本人民一直在广泛使用，而
且结合现代医学对针灸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
日本现有针灸专科学校47所，还有两所针灸大学，全国约有5万多名针灸医师和不少学术团体，发行了
许多汉方医学和针灸刊物。
据有关文献记载，公元541年中国医学传到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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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常见病的针灸治疗(家庭实用版)》：中西医诊疗与调养系列丛书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常见病的针灸治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