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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农村人口所占比例高达80％，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是我国政府
予以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本届政府切实关心的主要任务之一。
由于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的分布不平衡，优质卫生资源集中分布在大中城市，加上农村经济、科技、文
化、教育等的发展相对落后，农村人口就医看病难的问题依然成为普遍现象，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
已引起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将其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之一
。
　　中医学是我国一门独特的医学学科体系，几千年来它既成为人们预防、医疗、保健和康复的重要
方法，也是一种充满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传统文化。
即使现代西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医学，中医药学仍然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
特别是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疾病谱的变化和现代化学药物所带来的曰益增加的毒副作用，中医学等
传统医学已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医学这种以追求自然为主体思想的医学与诊疗方法也成为一种重要的
“替代疗法”。
中医学的“简、便、廉、验”以及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情结等，使中医在农村更有用武之地。
在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得到大力发展，重在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的同时，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的中
医药理论知识与临床能力的培养，对解决农村人口就医难问题，落实国家相关医疗卫生政策，大力提
高中医药在基层、农村的服务范围，有着积极的意义。
因此，我们与人民军医出版社共同组织编纂了这套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实用中医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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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中医入门必须掌握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方药、针灸等内容。
本书编写特色鲜明：中医基础理论部分避繁就简，从宏观角度阐述中医的精髓，指导自学者快速领悟
中医理念；中医诊断部分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便于应用和推广；方药部分引用经典及常用的中药与
方剂，让读者能够学到规范的中医药知识，以指导临床实践；针灸部分则力求实用，操作简单、安全
。
本书尤其适合中医爱好者、中医院校的学生学习阅读。
　　《中医入门精要》共设四篇，以构建理、法、方、药完善的系统理论体系。
第一篇为中医基础理论，主要阐述中医阴阳五行、脏象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病机、预防治则的基本
理论。
第二篇为中医诊断学，主要阐述望、闻、问、切的基本诊断方法，八纲辨证、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
证、脏腑辨证及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等辨证方法的主要内容、运用要领。
第三篇为方剂学，主要阐述中药的性能、炮制、用法等基础知识，方剂的组成、变化、剂型的基础知
识，以及常用方剂的配伍功效、主治病证，为便于记忆，并附有方剂歌诀。
第四篇为针灸学基础，除阐述经络的基本知识外，还重点介绍常用穴位的定位、主治及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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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　　哲学是人们对世界（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理
性认识。
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必然地要接受哲学思想的支配。
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毫无例外地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中，始终贯穿着唯物论观点和辩证法思想。
　　中医学认为生命是物质的，生命是物质的运动，是人体脏腑机能活动的综合。
精气是构成人体的原始物质。
“人之生也，必合阴阳之气，媾父母之精，两精相抟，形神乃成。
”（《类经》）说明父母之精相合，“以母为基，以父为檐”（《灵枢·天年》），形成胚胎，产生
了形与神皆俱的人体。
　　形与神的关系，实际上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中医学吸取了古代唯物主义的思想精华，结合临床实践，正确地分析了形体和精神的关系。
它一方面指出“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肯定物质的“精气”是生命的根本，是
第一性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灵枢·平人绝谷》），明确指出精神是由物
质派生的，是第二性的。
人的意识、思维、情志等精神活动，并不是人们头脑里所固有的东西，而是客观事物反映到人们头脑
中来，再经过头脑加工的产物。
形乃神之宅，神乃形之主。
有形体才有生命，有生命才产生精神活动和具体的生理功能。
而人的形体又须依靠摄取自然界一定的物质才能生存，所以说“血气者，人之神”（《素问·八正神
明论》）。
神的物质基础是气血，气血又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而人体脏腑组织的功能活动，以及气血的营运
，又必须受神的主宰，这种“形与神”二者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的关系。
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中医学理论中的形神统一观，是养生防病，延年益寿，以及诊断治疗的重要理论根据。
　　中医学对疾病的发生，不但从自然界去寻找致病根源，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机体内部去寻找致病根
源，说明病理变化，从而对生命、疾病和健康的内在联系作出了唯物主义说明。
它认为病邪侵犯人体，首先破坏阴阳的协调平衡，使阴阳失调而发病。
但发病的关键在于人体正气的强弱，即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邪之
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
同时，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为主的思想。
　　中医学理论不仅包含着唯物论观点，而且还充满着辩证法思想，它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
诊断和治疗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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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入门精要》尤其适合中医爱好者、中医院校的学生学习阅读。
面向大众、面向基层简便廉验、博大精深，中医学是我国一门独特的医学学科体系，几千年来它既成
为人们预防、医疗、保健和康复的重要方法，也是一种充满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传统文化。
　　中医入门精要、中医经典精讲、中医民问疗法、常见病中医诊治、中草药识别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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