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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讲稿突出了对《内经》有关医理部分的讲解与诠释，在“理论阐释”项下，采用条分缕析的方法，
指出某理论中所包函的若干要素；并联系已经学过的相关知识，由此及彼地相互印证，使学生在全面
理解的前提下，抓住其要领，为临床运用打下基础；以生动而浅近的古今医案为论据，讲解“临证指
要”。
其中贯穿着本人的临证心得与体会，多数医案理法方药兼备，不仅可以验证有关理论，也可以直接用
于临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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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洪图，男，1937年出生于天津市蓟县。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教研室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内经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中国中医药学会内
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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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黄帝内经》的成书与流传　　第1讲　　第一节　《黄帝内经》课的性质与学习方法
　　本人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师王洪图，有幸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黄帝内经》这门课程。
我想先介绍一下这门课程的有关情况。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经典著作，其内容博大精深，所以学习起来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
我今天和各位讲的大致是大学本科生的层次，准备讲80学时。
我们这次课所使用的教材，是21世纪课程教材《内经讲义》，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
这个教材设计的时数是从80到100学时之间，所适用的对象是大学五年制的本科生和本硕连读七年制学
生，也就是所说的五七共用。
我讲课的时候基本按照这个教材的顺序。
　　《黄帝内经》的课程性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曾经有过规定，当然是在专家们论证基础上，得出
的结论，是本科生的后期提高课。
所谓后期，是在大学教育整个课程系列当中，排在相对靠后的阶段。
那么也就是说在学过一些基础，普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甚至于学了某些临床课的时候，才开的课
程。
提高，也就是在理论方面提高、临床方面提高，还有在学生的知识面方面，甚至于学习方法方面的提
高，所以我想提高应该包括那样几方面。
因此这门课的性质是后期提高课。
据我所知现在中医的研究生，绝大多数的专业也要学《黄帝内经》课，有一些中医专业的博士生还要
上《黄帝内经》课。
为什么在中医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要学《黄帝内经》课呢？
就是说《黄帝内经》这部书，在中医学，在整个中医教育当中，它所处的地位问题。
我想给各位作一个初步的介绍。
　　《黄帝内经》简称叫《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著作，它是中医学理论与防治疾
病技术的渊源。
《黄帝内经》这部书它包含《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
也就是这部书是由两部组成的，一部叫做《黄帝内经素问》，一部叫《黄帝内经灵枢》，每一部各包
含有81篇文章，因此《黄帝内经》这本书共由162篇文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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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洪图内经讲稿》其中贯穿着本人的临证心得与体会，多数医案理法方药兼备，不仅可以验证
有关理论，也可以直接用于临证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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