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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一共分为13部分、计十二章。
导论就全书内容和要点作了鸟瞰式的纵览，并提出了这个领域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前三章介绍了心理问题的东西方传统或经典理论，并着重阐述了心身之间的错综联系及人们对这种联
系的认识；第四、五、六三章较详细地介绍了心身医学思想的东西方源头与发展，归纳了中医诊治中
心身兼顾的经验与操作要点；第七、八两章则围绕常见心身病症的特点及诊疗问题进行阐发；第九、
十两章专门分析了患者的心理特点、心身呵护及临床危机心理干预、临终关怀等；第十一章则讨论了
健康、亚健康视野中的心身关系，并对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的心身特点展开分别论述；第十二章重
在研究医患互动、临床沟通中的心理问题。
总之，前半部分主要涉及理论及机理等，后半部分重在推介实际应用技巧与操作要点。
　　本书不仅可用作中医院校研究生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高年级医学生的学习参考和初中级临床医
师的自我提高性读本。
鉴于心身问题是许多相关学科与人士所关注的对象，国内纵贯古今，融汇东西，兼顾多学科的著作尚
不多见，因此，也可作为所有对人的心身问题感兴趣者的案头之作。
　　虽然本书作者大都为这一方面的长期研讨者、实践者，终因临床心理问题过于错综复杂，且永远
是个弥究弥新的大难题，故难免存在疏漏与不当，对此，只能乞求更正及修定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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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欲神与识神说　　二、心身关系层次论　第四节 七情内伤——中医学的心理致病说　　一、心理
致病说的历史演变　　二、情志病因的特点　　三、诱发情绪异常的因素　第五节 情志致病的机理　
　一、干扰气机　　二、生痰成瘀　　三、伤及脏腑精血　　四、影响其他心理过程第五章 临床心理
问题与心身医学　第一节 心理问题与心身疾病　　一、疾病认识的历史演变　　二、泛化了的临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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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近现代史及其发展　　二、学科的广义与狭义理解　　三、学科的研究范畴　　四、心身医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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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身疗法　　一、简易性短程心理治疗　　二、自律训练法　　三、精神药物疗法　　四、三法组
合成的普及型心身综合疗法　　五、生物反馈疗法　　六、其他心理治疗方法第六章 中医诊治中的心
身兼治思想　第一节 上工守神：中医临床的精华　　一、中医学的“上工守神论”　　二、心身兼治
的中医临床原则及要点　　三、调治心身病症的环节与阶段性特点　第二节 中医诊断中的心身兼顾精
神　　一、对诊断心理的理论认识　　二、望诊中的诊断心理　　三、闻诊中的诊断心理　　四、问
诊中的诊断心理　　五、切诊中的诊断心理　　六、五脏相音中的诊断心理　第三节 心身病症的中医
诊断　　一、心身病症的诊断要点　　二、心身病症的诊断依据　　三、心身病症诊断的会面法　第
四节 心身病症的鉴别诊断　　一、躯体疾病中的心身疾病与非心身疾病　　二、心身疾病与精神疾病
的鉴别　　三、心身疾病与精神障碍躯体化　　四、心身病症与神经（官能）症　第五节 中医独特的
心身兼治方法　　一、历史上的中医心理疗法　　二、中医（中国）现代心理疗法　　三、心身病症
的方药调整　　四、心身病症的针灸治疗　　五、心身病症的其他治疗方法第七章 常见心身病症的诊
疗　第一节 心血管系统的心身病症　　一、心血管系统心身病症概况　　二、常见心身病症的诊疗　
第二节 消化系统心身病症　　一、消化系统心身病症的概况　　二、常见心身病症的诊疗　第三节 
其他系统的主要心身病症　　一、呼吸系统的心身病症　　二、神经系统的心身病症　　三、内分泌
系统的心身病症　　四、妇产科常见的心身病症⋯⋯第八章 中医常见情志疾病的诊疗第九章 “不失
人情论”及临床心理护理第十章 临床心理危机干预和临终关怀第十一章 健康、亚健康与不同人群的
心身特点第十二章 临床沟通中的心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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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不厌其烦地分析人们认识的历史演变和今天的差异与误区，目的不是比出高低优劣，而是希望通
过对历史的追踪分析，找出认识的根源所在，以便让我们能避开盲区与沼泽，少走弯路，少陷泥潭。
因此，进一步挖掘中西方对心身关系认识差异的根源，是很有必要的。
尤其是对中医院校的研究生来说，是绕不过的命题。
尽管对思想根源的寻根刨底式的探讨常常是异常困难和复杂的！
我们认为：中西方对心身关系认识差异的思想根源，是源于多方面的：首先，其渊源在于早期的哲学
传统：割裂或对立心身两者的观念，在先秦时期的中国并未占据主流，甚至没有多大的影响；而广受
中世纪宗教经院哲学家推崇的、古希腊的柏拉图则确立了明确的心身二元、心身割裂之信念。
其次，与东西方宗教的地位截然不同有关。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是神学占统治地位，宗教为了自身的目的显然竭力强化心身对立、心身二
元的观念；宗教不仅是西方社会主导性的文化观念，而且，浸透到了全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
然而，在中国，宗教从未占据过统治地位，相反，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之恒定
、持久（如儒家道家学说、气论、阴阳五行说等），使早期从观察和直觉中获得的心身一元认识得以
一脉相承，不断深化。
再次，文艺复兴后，机械主义成为当时风行欧洲整个自然科学界的时代精神，因此，笛卡儿和拉美特
里的观点之产生及成为主流，是水到渠成，自然之事。
这些观点虽可以驳倒早期带有宗教色彩的二元论，却无法深刻揭示心身之间辩证的一元关系。
因为简单的机械主义观点，对于心理活动及心身关系这类极为复杂的对象的研讨，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它本身亦不足以贯彻到底。
另外，分析表明：文艺复兴后，在自然科学家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的进攻下，宗教神学溃退了，把很
多原先宗教教义中已有“定论”的领域（集中在一般自然现象和简单的解剖、生理等生物学现象），
无可奈何地拱手让给自然科学家，让他们可以根据自然界的原貌加以研讨。
然而，当时的宗教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心理与精神问题是如此之错综复杂，是最难解开的人类谜团之一，自然科学家们并无充分的能力和把
握以实证方法去探究它。
精神心理和心灵问题对于宗教来说，又是多么的关键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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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心理学临床研究》是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供
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各专业研究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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