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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古籍中包含众多的气功学术文献。
《黄帝内经》中明确提到导引、行气等气功理论及治疗的就有8篇，其论述精当，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ldquo;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
，肌肉若一，故能寿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rdquo;这短短40余字高度概括了古典气功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中可以看出现代气功三调合一观念的
雏形。
从研究气功学术的角度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中搜寻，记载和论述气功疗法内容最多的医学著作是隋
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宋代由政府主持编纂的《圣济总录》、清
代沈金鳌的《杂病源流犀烛》。
这些著作在理论、操作、应用诸方面对气功疗法均有建树，可以说是中医气功学术的主要源泉。
这四部古典医籍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诸病源候论》，这部由隋代太医令巢元方所著的讨论疾病分类
的著作也是一部医学气功的专著，因为其中对各类疾病的治疗只用气功疗法，而未提及任何方药。
　  当代中医界重视气功的医家和学者也大有人在。
早在20世纪60年代，秦伯未、任应秋等著名中医学家上书卫生部提出中医教学改革计划时，即提出要
及早开设气功课。
80年代以后，已有10余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开设了气功课程，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还设立
了气功研究所。
气功进入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和建立科研院所为中医气功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切实的基础。
1994年7月，由全国10余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和科研院所协作编写的教材《中医气功学》由人民卫生出版
社出版。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由多所大学和科研单位集体编写并广泛使用的中医气功
学教材，是中医气功学学科建设迈出的标志性步骤。
1999年8月，《中医气功学》教材第二版问世，比第一版多有改进，代表了中医气功学的学术体系在教
学实践过程中的自我成长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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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因年龄　  老年人与青年人生理状况并不相同，老年人精亏气乏，气血运行涩滞；年轻人精盛气
充，气血运行滑利。
老年人反应相对缓慢，青年人动作灵活。
所以在功法选择与施功时，也应该兼顾这些特点。
就养生而言，老年人教以导引，以宣发其气机，同时侧重补益；青年人当以静功，使气机内涵，不致
发越太过，以耗其精。
就治疗而论，针对不同年龄的人群，应用同一种功法时，可增减其练功时间，改变练功强度、调整补
泻内容等，以获得更好的临床效果。
3.因个性、体质个性一词含义较丰富，基本上是指一个人总体的精神面貌，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
特征的总和，包含多方面内容，如能力、气质、性格等；体质则主要指人的外在形体特征。
中医注重整体，所以在论述个性与体质时，也是将两者放在一起综合加以论述的。
《灵枢&middot;通天》中&ldquo;人有太阳之人，有少阳之人，有太阴之人，有少阴之人，有阴阳平和
之人，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rdquo;的说法；以及《灵枢&middot;阴阳二十五人》
中&ldquo;先立五行金木水火土，别其五色，异其五行之人&rdquo;的说法，是比较典型、系统的论述
。
　  就练功而言，《灵枢&middot;通天》中太阴类型的人阴多阳少，性格内向，相当于副交感神经占优
势的类型，宜多练动功，宜以练动功为主循序渐进，适当结合静功；少阴类型的人阴性较重，阳性相
对减少，性格类似太阴之人，适应性强，应以动功为主兼练静功；阴阳平和类型的人，属于中性，能
适应各种环境，相当于交感、副交感神经活动平衡的类型，选功范围可以较宽些；太阳类型的人，阳
多阴少，性格外向，相当于交感神经占优势，理论上一般选用静功为主。
但实际临床运用中，考虑到有不良心理素质的人或有各种人格障碍，思想和行为怪癖的人，容易钻牛
角尖的人多属太阴或太阳之人。
因此这两种人的练功应在气功专业人员的指导下练习，当从动功开始，强调意随桩形，火候适度，自
然呼吸，以防偏差产生。
少阳之人，阳性较重，阴性相对软弱，性格类似太阳类型的人而程度较轻，应以练静功为主，辅以动
功。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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