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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于智敏编著的《永炎医说》是一部系统总结整理当代著名中医药学家王永炎院士医论、医话、医说的
书籍。
全书共分访谈录、谈治学、谈治病、谈方药、论医及传略等六部分，重点介绍王永炎老师的治学方法
、治学理念以及学术思想，通过探寻王永炎老师崇尚国故，追思前贤，读经典，做临床，参名师的成
长历程，以期为读者提供一种能"举重若轻"的中医学习、提高与成材的途径。
虽然《永炎医说》理论性较强，侧重观念与思路的阐发，但不晦涩难懂，也不高深莫测，不仅适合于
中医药理论研究工作者，更适合于从事中医药临床、教学、科研工作的各类各级从业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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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智敏，河北省承德市人。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病因病机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医学博士，王永炎院士传承博
士后。
主要从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药著名专家学术思想传承以及疑难病的中医诊疗研究工作。
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编并出版《走出亚健康》、《中医药之“毒”》、《常用中药的毒性分析与
配伍宜忌》、《智说中医》、《周超凡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等学术著作8部。
　　王燕平，北京市人。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养生保健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
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行业专项办公室副主任。
曾与于智敏合作，在《中国中医药报》连载发表“熟读经典勤临证，发黄古意创新说——王永炎谈治
学”2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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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具体到对中医学概念诠释的启示，我们应该借鉴书中强调的对能力的要求，即设计感、故事感、
交响能力、共情能力、娱乐感和注重对意义的探寻。
这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只有拥有高概念和高感性的诸多能力，才能在未来有所作为。
　　于智敏：书中所言，世界已进入概念时代。
高概念、高感性的知识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
对比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我们该如何理解高概念、启动高感性、创造新思
维？
　　王永炎：当今是一个推崇形象思维的“概念时代”。
这里提到的概念是“高概念”，它包括诸多种能力，如创造艺术和情感美的能力，发现格调和机遇的
能力，构思令人满意的故事的能力，把看似毫不关联的东西组合出新奇发明的能力。
中华优秀文化启蒙教育所重视的训诂、考据、校勘、注疏、笺证等“小学”知识，实际上就是在用“
高概念”的方法阐发经旨，只不过把相关的成果融于文中而已。
阮元《十三经注疏》可以作为其中的代表，历代医家对《内经》等经典著作研读亦属此类。
　　高感性涉及到共情感知能力、洞悉人际交往精妙之处的能力、探寻内心愉悦并帮别人找到这种愉
悦的能力、跳出日常琐事追寻目的和意义的能力等。
中医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的认知方法，“心悟者上达之机，言传者下学之要”，“医者易也”
、“医者意也”的认识思辨模式，无不是对概念高度抽象、高度感知、认知、证悟的结果。
其所蕴含的理解、感染、超越、包容、平凡以及寻求人生真谛的精神，则与中医的“疏五过”、“征
四失”、“治病有五难”、“病有六不I治”、“不失人情”、“用药如用兵”、“大医精诚”何其相
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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