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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广钧教授精研岐黄几十年，对中医基础理论及《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的研究均有很深的造诣，享
誉业内。
《李广钧内经10讲》乃李老学术传人在李老原《内经》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将《黄帝内经》分为
阴阳五行学说、养生学和预防学、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诊法、中医病因病机学说、病证结合的辩证
论治、治法、运气学说和其他10个专题，并分别对每一个专题中的要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以启示
后学者能更好地研习这部历史悠久的传统中医经典著作，基本反映了李老对《内经》的研读心得。
对各级中医业者均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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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点，经络学说。
作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师，必须要熟练地掌握经络学说。
经络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独有的一个内容。
它的作用涉及到了现代医学血液循环系统、体液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内经》中曾反复强调了经络
在人体生理、病理、治疗上的重要意义。
“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灵枢·经脉》）；“能别阴阳十二经者，
知病之所生。
候虚实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灵枢·卫气》）；“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
，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难也”（《灵枢·经别》）
；“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脏六腑。
十二经水者，其有大小、深浅、广狭、远近各不同，五脏六腑之高下、大小、受谷之多少亦不等，相
应奈何？
夫经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六腑者，受谷而行之，受气而扬之；经脉者，
受血而营之”（《灵枢·经水》）；“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
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关合者也”（《灵枢·本脏》）。
《内经》中一共有四篇专论经脉学说：经脉篇、经别篇、经筋篇、经水篇。
也就是说：十二经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经水是经络中的大问题，然后又谈了奇经八脉、络
脉。
为了把经络讲清楚，又分别讲了骨度、皮部、脉度。
　　现在往往只讲十二经脉、络脉、奇经八脉，甚至包括中医院校针灸专业的教材，也没有把经络的
全部内容展现出来，尤其是关于十二经水的内容，哪一部教材也不讲。
为什么不讲经水，就因为《灵枢·经水》篇在讲十二经水时，讲的是大自然的水，如渭水、淮水等，
看似与人体无关，但实际上这就是中医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取类比象。
为什么要讲十二水，因为自然中，水无处不在，同样在人体中，从头到足、从外到内，津液也无处不
有。
《内经》强调：“夫经水者，受水而行之⋯⋯经脉者，受血而营之”（《灵枢·经水》）。
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要在这次的讲课中揭示出来，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因为作为一名中医，如果不熟悉经络学说，是很难清楚地认识、分析疾病的。
第五点，诊法。
《黄帝内经》中体现出的诊病方法，为中医诊断学上的“望闻问切”四诊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尤其是
望诊和切诊，更是中医诊断学的优势与特色，应该不断地加以充实和发展。
纵观历代医家，无不在脉学上有着精深的造诣。
有些老中医之所以被人民群众所推荐和信服，往往是因为他在诊脉过程中诊断明确。
忽视了这一点，不认真研习和实践中医诊法，你就不可能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医专家。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广钧内经1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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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