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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
社会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
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
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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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中医治病的奥秘：辨证论治》介绍了中医辨证论治的起源、阴阳五行学说
、中医外科守护、心理疗法、针灸辨治等内容。
本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
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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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辨证论治的起源与形成二、阴阳五行学说与辨证论治三、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四、“心中易了指
下难明”的脉诊辨证五、“辩证尖端”，汤方辨证六、神奇的方剂配伍七、古老的中医外科手术八、
事半功倍的心理疗法九、经络施治的针灸辨治十、辨证论治量化问题的讨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治病的奥秘>>

章节摘录

　　中国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光辉灿烂的古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人民群众解除了疾
病和痛苦、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医的核心内容即是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与精华，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
辨证论治是我国特有的，根据病理变化进行治疗的一种临床诊疗原则，它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两千多
年的漫长过程。
　　历史上中医的辨证方法不同，对于“证”也有不同的理解，可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中医的
“证”。
辨证源于《内经》，《内经》奠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是按“藏（脏）居于内，形见于外”，从患者
的外象来推论“证”的，《内经》产生于周秦阴阳五行学说盛行之际，所以脏腑辨证具有鲜明的哲学
特点。
之后张仲景把辨证论治的哲学思想具体结合于临床，创六经辨证，从而确立了辨证论治体系。
“博采众方”，以求效为主，每个汤方都有相应的证，只要有此证即可用此汤方，常称“汤证”。
以汤辨证亦属辨证范围，故称之为方剂辨证。
《伤寒论》以后，一直到隋唐五代，辨证论治原则的运用并没有显著的进展，但对疾病的记述和处方
用药的依据，大部分已不是以病名或个别症状为主，而是发展到在病名之下分列若干不同的证候组合
为处方的根据了。
明清之际，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称之为“诊病施治”，周之于在《慎斋遗书》中称之为
“辨证施治”，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概之为“辨证论治”。
1954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朱颜在《中华医史杂志》上撰文《中国古典症候治疗的一般规律》，谈到中国
古典医学症（证）候治疗的一般性规律，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证候治疗”，为次年提出“辨证论治
”打下了基础。
1955年，任应秋发表了题为《中医的辨证论治的体系》的文章，首次明确提出“辨证论治”这个概念
，说明中医学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他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上不可缺少的基本知识⋯⋯中医的证候绝不同于西医的症状，中医的
证候完全是施治用药的标准，而西医的症状，不过是描写病人的异常状态，殊非诊断治疗上的关键。
”　　随着中医临床的医疗实践和中医理论的形成，中医辨证论治体系逐渐产生和完善起来。
现在中医学者认为证即证候，是疾病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某阶段本质的反映，它以一组相关的症状，不
同程度地揭示病因、病位、病性、病势。
证是中医学特有的概念，是哲理、医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
辨证，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临床病情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对疾病当前的病位与病性等做出判断
，并概括为完整证名的诊断思维过程。
即确定现阶段属于何证的思维加工过程。
临床辨证的一般思维规律，是在中医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症状、体征等病情资料的综合分析，先
明确病位、病性等辨证纲领，再确定辨证具体要素，然后形成完整准确的证名。
　　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历代医家创造了许多辨证方法，如八纲辨证、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
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等辨证方法，这些辨证方法从不同的方面总
结了认识疾病证候的规律，它们各有侧重，各有特点，又相互联系和补充。
　　八纲辨证是运用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八个辨证的纲领，对四诊所获得的各种病情资料，进行
分析、综合与归纳，从而辨别病变的位置的表里深浅，病情性质的寒热，邪正斗争的盛衰和病证的阴
阳类别的辨证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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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光辉灿烂的古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人民群众解除了疾
病和痛苦、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医的核心内容即是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与精华，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
辨证论治是我国特有的，根据病理变化进行治疗的一种临床诊疗原则，它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两千多
年的漫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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