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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有句老话：“后生可畏。
”我在中医药学院执教多年，接触了若干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年，他们热爱专业、潜心治学，他
们认真学习、努力实践，他们头脑灵活、思维开放，他们勤于思考、富于创新。
这样的年轻人总是带给我无比的惊喜和欣慰。
黄明，就是这些佼佼者中突出的一个。
　　黄明，中医世家出身，幼承庭训，耳濡目染，立志学医。
及长，如愿考入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醉心于知识的海洋，遨游于自由的天空。
综合古今、纵横中西，黄明将其关于中医现状、中医发展的思考汇集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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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读中医（第2版）》分为二部分。
第一部分着重阐述了中医思维与自然科学巧妙结合的思维理念，包括中医思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
医思维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等，提出用“金字塔”理论来诠释中医当今的发展格局，探讨了中医未来的
发展方向。
第二部分，作者首先提出了蒲辅周的用药心得，然后用其独特的哲学观点——信息、程序、编码等理
论来一一诠释，指出了中药归经理论以及药场环境、药物浓度、药物作用等与信息变化的关系，同时
用信息学规律对脾胃疾病、肝胆疾病、消渴病、肿瘤、自身免疫性等疾病的治疗模式进行了探讨。
　　《解读中医（第2版）》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适于中医院校师生以及所有热爱中医的人士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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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中医理论问题研讨第一章 中医思维架构初探一、中医学是关系调控思维而非实体思维二、中医
学是“象”思维而非概念性思维三、中医学是复杂性思维而不是线性思维第二章 中医思维诞生的母体
一、中医思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二、中医思维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三、中药的自然特性与治病原理第三
章 中医思维的整体观¨一、生物之间的生存斗争强调了整体力量的协调性与必要性二、中国传统医学
理论精髓——整体论三、人体内环境与中药自然属性的整体关系第四章 中医思维的发展一、中医思维
的“转移”二、中医思维的“拓展”三、中医思维的“创新”第五章 中医思维的培养一、熟悉中国传
统文化二、中医思维与自然科学紧密相关三、提高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能力四、需要不断提高悟性五
、需要有专门名师的指导六、不能缺少院校教育七、涉猎各个学科的知识第六章 中医发展的现状第七
章 中医发展的前景一、中医理论的发展前景二、中医临床的发展前景三、中医科教的发展前景四、阻
碍中医发展的客观因素第八章 中药的研究与发展一、中药的发展需要“软着陆”与“长跑道”二、对
中药的认知问题三、从进化观看中药的不良反应问题第九章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一、用逻辑思维看中医
辨证论治二、中医辨证论治与整体观三、气是构成人体最基本的物质四、阴阳学说开创了中医理论的
先河五、五行学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方法论六、针灸不良反应问题的研究七、中医养生理论研
究八、中医食疗研究下篇 中医系统论问题研讨第十章 中医系统论概述第十一章 环境系统第十二章 信
息系统一、信息系统与人体的信息二、“黑箱”理论之说看信息三、信息编码系统与人体编码系统第
十三章 人体信息编码系统第十四章 中药编码与体内信息编码系统的联系第十五章 归经理论探讨第十
六章 药场环境问题第十七章 药物浓度问题一、药物浓度与药物作用的关系二、药物浓度与启动因子
激活的关系第十八章 中药的作用问题一、中药的不良反应二、单味药的用药问题三、药对问题四、中
医的“补”与人体总程序作用的关系五、用方的单一性与多面性六、从经方、时方的信息观看自拟方
第十九章 药物浓度与药物作用时间的关系一、子午流注二、药物浓度与时间的关系第二十章 经络穴
位与信息程序的关系第二十一章 中医的运动观与信息程序的关系第二十二章 用系统论解说脾胃疾病
的治疗一、上消化道出血二、浅表性胃炎三、泻泄第二十三章 用系统论解说肝胆疾病的治疗一、掌握
肝脾信息编码对二、关于“杨氏”肝以通为用之法三、慢性乙型肝炎治疗思维初探第二十四章 消渴病
的治疗一、土得木者实二、消渴病的信息学原理三、糖尿病治法探讨第二十五章 肿瘤的治疗一、肿瘤
的中医治疗原则二、对肿瘤治疗思维的探讨三、肿瘤的信号以及作用特点四、肿瘤治疗的用方分析第
二十六章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一、中西医的治疗二、信息学的解释与治疗思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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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气”很难运用宏观的指标来表达，因为它是否存在，根本无法运用现代的手段来进行检验。
但是“气”在中医学方面的运用却是非常广泛的，不仅用于研究人体，甚至一些气功、养生保健等都
引用了它的概念。
尤其是在经络上的运用更为独特。
经络的走行，经络对人体的作用，其途径就是通过“气”的传输、作用来实现的，就象是人体所需的
大部分营养通过血管中的血来供应一样。
对于经络的现代解释很多，而真正弄懂它的，得到它的客观指标的却没有。
人类依然没有办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且单单靠现代的解剖学概念很难能够作出进一步的了解。
可以这样假设，一旦人类把“气”的相关概念、相关的作用点较为客观地表达出来的时候，是否也昭
示了经络的走行、作用范围等等的客观实质研究突破也就不远了呢？
但是如果无法实现这个目的，那么就让它在我们现代人无法运用狭隘的眼球去探察到的“黑洞”里继
续着为人类的健康作出它们应有的贡献吧。
下面谈中医的阴阳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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