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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德新教授为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学现代教育示范课程]《中医基础理论》的主讲人，辽宁中医
大学教授。
从高等中医院校开设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之日始迄今，一直致力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曾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进修班生讲授了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科研方法学、中医与周易等课程。
在中医界享有盛誉。
    　　本书是在李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的讲稿基础上，结合本人数十年的教学经验并补充介绍了五运六
气的基本知识而编写而成的。
　　书中首先介绍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结构和知识体系及其特点。
然后分别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脏象学说、气血精津液学说、经络学说、体质学说、病因学说、病机
学说、养生与防治。
五运六气学说九个方面，结合本人数十年的教学，临床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体现
了中医学理论的学术特色和优势。
书中对教学难点和疑点进行了深入地分析，阐述，引发学生跨学科的思考和学习的兴趣，以便掌握中
医学的思维方法。
    本书可供中医院校师生，自学中医者学习中医基础理论时参考，也适合临床医师的理论再提高及科
研工作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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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德新，1958年于辽宁中医学院（现为辽宁中医药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至今，长期从事中医的教学
、科研和医疗工作，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进修班生讲授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医
内科学、中医科研方法学、伤寒论方药析义、中医与周易等课程。
从高等中医院校开设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之日始迄今，一直致力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出版了专著《实用中医基础学》（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主编了高等中医院校函授教材《中
医基础理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中医基础理论》（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0）、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成人教育教材《中医基础理论≯（湖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2001）、全国中医药院校21世纪课程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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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中医学与中医学理论体系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  三、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四、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唯物辩证观  五、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六、中医学的医学模式  七、中医
基础理论的基本结构和知识体系第一章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概说    一、哲学与科学    二、中国古代哲
学与中医学  第一节　气一元论    一、气的基本概念    二、气一元论的基本内容    三、气一元论在中医
学中的应用  第二节　阴阳学说    一、阴阳的基本概念    二、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    三、阴阳学说在中
医学中的应用  第三节　五行学说    一、五行的基本概念    二、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三、五行学说在
中医学中的应用  第四节　中医学的科学思维　　一、思维的概念　　二、思维的类型和工具　　三
、思维的形式和方法　　四、中医学的主要思维形式　　五、中医基础理论术语和概念的特征第二章
　脏象学说　概说　　一、脏象的概念　　二、脏腑的概念及其分类　　三、脏象学说的特点　第一
节　五脏　  一、心（附：心包络）  　二、肺  　三、脾  　四、肝  　五、肾（附：命门）　第二节　
六腑  　一、胆  　二、胃  　三、小肠  　四、大肠  　五、膀胱  　六、三焦　第三节　奇恒之腑  　一
、脑  　二、髓  　三、胞宫（附：精室）　第四节　形体官窍 　 一、形体  　二、官窍  　三、五脏外
华　⋯⋯第三章　气血精津液学说第四章　经络学说第五章　体质学说第六章　病因学说第七章　病
机第八章　养生与防治第九章　五运六气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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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中国医药学具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
结，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在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以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世界观和方法
论，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检验和证明，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具有复杂性科学特征的独特的医学科学，
为中国人民保健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愧是我国和世界科学史上一颗罕见
的明珠。
　　一、中医学与中医学理论体系　　（一）中医学　　1.科学的含义　　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本质是
什么?“科学”一词源于拉丁语的“Seientia”。
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社会，“Seientia”一词是指揭示一般真理和必然真理的结论，主要是指自然科
学。
今天，“科学”一词的意义进一步扩展了，人们对科学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一般认为，科学的完整含义包括：科学是一种知识累积的传统，是一种社会建制，是一套方法，是第
一生产力，即维持和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是一种重要的观念来源和精神因素。
　　作为知识体系言，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
律的知识体系。
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辞海》1999版）科学是认识和知识相统一的复合体，是由众多学科和交叉学科构成的多层次的
庞大系统。
　　2.中医学　　医学，又称医学科学，是“研究人体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
”（《辞海》1999版）我国医学有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两个医学体系。
前者主要指中医学，后者指西医学。
医学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相结合的综合学科。
　　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研究人的生命、健康及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的医学科
学。
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特点，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的统一，具有复杂性科学的特征。
中医学是由基础、临床、预防、康复等众多学科和交叉学科构成的庞大的学科系统。
中医基础理论学科是中医学的学科系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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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德新中医基础理论讲稿》可供中医院校师生，自学中医者学习中医基础理论时参考，也适合
临床医师的理论再提高及科研工作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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