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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经典百题精解丛书由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组成，是一套中医临床和教学高级参
考书。
该书对中医经典指导临床的有效治疗，对中医经典教学，对中医师带徒的传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为什么要编写这套丛书？
可以说是因中医药发展的需要，中医院校发展的需要，中医医院发展的需要，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需要
，中医药科研发展的需要。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创造的医学科学，具有丰富的文化性、实践性、科学性，当前推进中医药的继承
与创新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主题，而继承又是各项工作的基础，做好继承工作必须牢固把握中医药的
科学内涵和学术本质，必须充分遵循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推进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还必须坚持以临床实践为核心，必须认真整理、学习研究推广提高防治重
大疾病、常见病、疑难病的诊疗以及预防水平。
而重视中医经典的学习研究是完成好以上任务的重要基础。
　　由此可知，经典是从事临床、教学、科学研究的基石。
读好经典有利于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有利于提高临床疗效，有利于具有良好疗效中药的研制。
如何读经典？
有识之士几乎一致地认为，应该读原著。
只有在通读原著的基础上。
对重要内容和与从事自己专业密切相关部分，要做到准确解读，才能达到指导临床的目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名现代中医师，从事中医药专业领域里工作，其最重要
的中医基本功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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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为《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
的一部典籍。
《内经》在通过大量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在古代哲学思想及科学技术的影响下，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
医学的主要内容和学术思想，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框架，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
纵观中医学发展史上出现的许多著名医家和众多医学流派，从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来说，基本上都是
在《内经》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此，历代医家非常重视《内经》，尊之为“医家之宗”，是所有学习中医者的必读之书。
但由于《内经》内容浩繁，文字古奥，研读困难，以至于现在的著作大多限于文字校勘、句读注释、
理论探讨方面，而与临床实践联系不是很紧密，尤其在对于如何结合临床系统地解读《内经》，如何
解答各类人员如本科生、研究生、临床医师的水平测试中的困惑等方面论述深刻、颇为实用的著述不
多，为此，我们组织了全国部分中青年《内经》专家、学者编写了《内经百题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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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原文注释    　第一章　阴阳五行    概述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节选）    灵枢·阴阳系日月（
节选）    素问·阴阳离合论（节选）    素问·五运行大论（节选）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节选）    素
问·六微旨大论（节选）    素问·金匮真言论（节选）　第二章　藏象    概述    素问·灵兰秘典论（
节选）    素问·六节藏象论（节选）    素问·五脏别论（节选）    素问·经脉别论（节选）    素问·太
阴阳明论    灵枢·本神    灵枢·营卫生会    灵枢·决气    灵枢·本脏（节选）    灵枢·邪客（节选）    
灵枢·脉度（节选）    素问·五脏生成（节选）    素问·刺禁论（节选）    灵枢·大惑论（节选）    灵
枢·寿夭刚柔（节选）    灵枢·本输（节选）    灵枢·海论    灵枢·五癃津液别    灵枢·五味（节选）
   素问·宣明五气    灵枢·五阅五使（节选）　第三章　经络    概述    灵枢·经脉（节选）    灵枢·本
脏（节选）    素问·骨空论（节选）    灵枢·根结（节选）    灵枢·卫气    灵枢·九针十二原（节选）
   灵枢·本输（节选）　第四章　病因病机    概述    素问·生气通天论    素问·玉机真脏论（节选）    
素问·举痛论（节选）    素问·调经论（节选）    素问·至真要大论（节选）⋯⋯第二篇　原文百题
精解第三篇　应考百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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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阴阳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什么？
　　阴阳作为我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主要代表相反相成的两种属性，用以说明自然界相互关联的
事物之间及其内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具有互根、互动、互制、交感、消长、转化等关系
。
从字义上看，“阴阳”指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和阳光照射到的地方。
《说文解字》云：“阴，闇也。
水之南、山之北也。
”“阳，高明也。
”段注：“山南日阳。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阴阳主要指事物相对、相反但又合和、统一的属性。
老子将万物看成“负阴而抱阳”，万物均具有阴阳的属性。
《管子》、《庄子》进一步将阴阳与动静相联系，发挥阴阳的属性含义。
而真正完成并普遍使用阴阳属性含义的是《易传》。
《易传》“阴阳”虽也指日月、天地、乾坤等有形实体，但更多的是指刚柔、进退、动静、阖辟、寒
暑、伸屈、尊卑、吉凶、贵贱、险易、大小、得失、远近、健顺等相对属性。
《灵枢·阴阳系日月》云：“且夫阴阳者，有名而无形。
”也是强调阴阳主要是一种属性含义，而非某种具体事物。
“阴阳”往往与“气”连用，表明阴阳是两种无形的气。
一般来说，自然界中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着的双方，具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属性，可以用阴阳
进行概括，这就是事物或现象的阴阳属性。
这种阴阳属性，不是任意规定，也不能随便颠倒，而是有一定规律的。
阳代表着积极、进取、刚强等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代表着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
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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