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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印会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曾任全国统编教材《中医基础理论》第5版的主编。
他饱读各类中医经典，在学术上有深厚的理论功底。
     本书是印老在20世纪70年代末给北京中医学院师资进修班学生授课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书中绪论、王要介绍中医学基础的内容、特点及任务。
     第一-四章及第七章主要从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与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
预防和治则方面阐述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内容。
第五-六章主要阐述诊法，辨证等中医诊断学的内容。
其中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的论述独特，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与现用教材不同，反映了印老在外
感热病辩证方面的观点。
     全书每章后附有小结，以便学生理解和记忆。
     本书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对初学中医人员学习理解中医理论体系会有很大裨益。
本书可供各层次中医院校师生，自学中医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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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印会河，1923年出身于江苏靖江一个名医世家，自幼师承家学，读各种中医典籍，奠定了深厚的中国
传统文化和中医学底蕴。
1940年独立开业后，临床疗效显著，被誉为“江南小名医”。
     
　　1955年入选南京中医学校的师资班，并留校任教，主编了《中医学概论》，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
版。
1956年奉命调入北京中医学院前身组建中医内科教研室，任内科教研室主任，奠定了中医内科教学体
系。
1964年担任北京中医学院温病教研室主任；1978年担任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主任之后，主编了《中医
基础理论》第5版全国统编教材。
1982年任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主管中医医疗和教学。
1984年出版了其60年临床经验总结之《中医内科新论》，重点介绍其“抓主症”的治疗方剂。
     
　　在中医学术研究方面，他强调“继承不泥古，发展要创新”，在中医理论方面多次提出了自己的
创新观点。
他的主要观点有“抓主症”、外感热病新论。
在临床上他主张中西医结合，相互取长补短，中医要现代化。
在诊疗方面，尤其擅长治疗外感热病、内科疑难重病，治愈患者众多，临证屡创奇效。
是一位具有深厚中医理论功底、独特学术风格和临床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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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肮脏学说与气血津液学说　　脏腑学说，古人称之为“藏象”，或者叫它“藏象学说”
。
　　一、什么叫藏象学说　　对于藏象的涵义，可以做如下的解释：　　“藏”与“脏”通。
脏即古藏学，后以脏为胸腹内诸器官之总称，故加肉月旁以与“藏”别。
　　“象”，形状也，通作像。
凡形于外者皆日象，也就是征象或征兆的意思。
所以唐代著名医学家王冰说：“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
”意思是说，象是一种征象或形象，是内在脏腑功能活动反映于外，我们可以看到或观察到的一种征
迹。
　　藏象学说就是基于内在的脏腑、联系其功能活动，反映于外的征象，从而根据象以推断脏腑功能
活动规律的一种学说。
　　由于它在论述生理活动规律时，也必然涉及到病理方面，也就是从生理的象和病理的象来互相印
证。
因而，不像现代医学那样，把生理和病理分开成为两个学科，而是相互印证，相互参照的。
由此可见藏象学说，它是中医研究人体脏腑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基础理论。
　　二、藏象学说的形成　　中医学的藏象学说，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形成的。
所以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客观基础，是建立在古代的解剖知识，特别是长期的生活实践和大量临床
观察的基础之上的。
　　（一）古代的解剖认识　　《灵枢·经水》篇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
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
此外在《吕氏春秋》、《战国策》、《汉书》、《山海经》等书中，对人体的解剖知识，也都有大量
的记载。
这就说明，在我国很早的古代，就有了解剖学。
现在来看，这些解剖知识，尽管是很粗糙的，但从《内经》、《难经》所载的人体脏腑的位置、形态
、大小、长短、轻重、坚脆以及盛谷多少等，其中有很多是与现代解剖知识相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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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讲稿是依据1978年全国中医学院统编教材《中医学基础》编写的，包括了中医诊断的内容，授
课对象主要是中医专业的本科生及各类中医进修班，计划为120学时。
 本讲稿的特点完全是口语化，反映了教师的备课和讲解过程，如语言生动通俗，中医特点分明，还有
启发式的设问、图示表解、原文注释、单元小结等等，处处从方便学生学习出发，便于学生自学，便
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印教授具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这在讲稿中也有反映。
书中各章节均有一些独特的见解，特别是辨证部分，结合临床，寥寥数语，道出了各证候的特点和治
疗要点，对提高临床疗效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讲稿中还引用了许多古代中医名家的精辟言论，对一些深奥理论问题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清楚。
这些在其他同类书中所见不多。
 讲稿中关于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的论述独特，条理清楚，层次分明。
与现用教材不同。
这部分内容实际上反映了印教授在外感热病辨证方面的观点。
 讲稿中的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温故知新，是帮助初学中医人员学习理解中医理论体系的一本有
益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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