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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吕志杰编著的《中医经典名医心悟选粹》收录了上百家古今名医研究五部经典的优秀论文近200篇。
全书分为六章，分别是《黄帝内经》心悟、《八十一难经》心悟、《神农本草经》心悟、《伤寒杂病
论》心悟（这四部为原创性经典）、《温病学》心悟（此为创新性经典）以及：经典会通心悟。
每一章的第一节是概论，前五章的概论分别探索五部经典的成书年代、历史沿革、基本内容、学术价
值、注家注本、学习方法等内容，第六章着重论述五部经典之间的联系。
每章概论之后则精选古今名医研究该部经典的优秀论文，根据不同内容分为若干节。
为了使读者对论文作者有个大致了解，在每篇论文之前都加了编者按。

本书各章概论及古今名医的论文，对五部经典从理论到临床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探索，既可作为
本科生、研究生学习与研究五部经典的参考书，又可作为从事经典课教学之教师的参考书，还可作为
广大致力于中医经典研究者的参考书。

总之，《中医经典名医心悟选粹》的出版可作为学经典、做临床、拜名师之现成教材，将有力推动中
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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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章  《黄帝内经》心悟
  第一节  《内经》概论
  第二节  《内经》理论心悟
    宋金·刘完素阐发《内经》理论之“病机论”
    金·张从正《儒门事亲》对《内经》攻邪理论与心理
    疗法的弘扬
    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
    汗、吐、下三法医案
    心理疗法医案
    元·王履《医经溯洄集》“五郁论”
    明·孙一奎《医旨绪余》“不知《易》者不足以言
    太医论”
    明·张景岳《质疑录》有关《内经》及金元四大家
    医论十篇
    论阳常有余
    论《原病式》病机十九条
    论怪病多属痰
    论相火为元气之贼
    论阴火为心乘土位
    论治病不出气血痰郁
    论在内为血在外为汗
    论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
    论苦寒补阴之误
    论三焦有几
    明·李中梓《医宗必读》对《内经》心悟二论
    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药性合四时论
    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对《内经》心悟二论
    司天运气论
    诊脉决死生论
    清·吴瑭《医医病书》“气运论”与“祝由论”
    气运论
    治内伤须祝由论
    清·费伯雄《医醇媵义》脉法
    脉法
    凌耀星论“三焦的两个系统”
  第三节  《内经》临床心悟
    明·张景岳“真阴论”
    金寿山“从日食谈阳气”
    楼百层学习《内经》及后贤经验，成为针灸大师
    凌耀星运用《内经》理论，指导治疗疑难杂病
    案例
    路志正谈针药并行以提高疗效
    金树滋运用《内经》孙络理论治痛证有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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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英以《内经》三焦气化学说指导风水治疗
    田代华学宗《灵枢》研究体质、指导临床
  第四节  《内经》教学方法
    清·莫枚士《研经言》“学医说”
    凌耀星教学《内经》的体会
    王洪图谈《内经》的学习方法
第二章  《八十一难经》心悟
第三章  《神农本草经》心悟
第四章  《伤寒杂病论》心悟
第五章  《温病学》心悟
第六章  经典会通心悟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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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内经》原文本来没有断句标点，有时亦可因断句不对而造成误解。
例如：“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
”断句应在“虚邪”之后。
但不少书本在“虚”字后断句。
作“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
我认为前者较好。
“虚邪”在《内经》中是一专词，且后文有“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
-为虚邪之虚，一为身形之虚，是为两虚，其义甚明显。
又如“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
”“五色精微”应断句，说明面部色泽的变化及善恶之分，至为精微，正如“脉要精微”一样，医者
必须细心观察。
“象见矣”是指败象出现，即上文所说的“如赭”、“如盐”、“如蓝”、“如黄土”、“如地苍”
等“不欲”之色。
败象出现，预示其寿不久矣。
但诸家注释均不断句。
把“精微象”连在一起，令人非解。
⋯⋯由此可见，断句不当，文理不明，医理亦难晓矣。
（六）比喻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很复杂，且深藏体内，不可得见，要说清楚它是很不容易的。
《内经》作者经常借助人们日常生活中比较熟悉的事物作为比喻，进行阐述，使学者通过想象加以领
会，这的确是一种生动而有效的办法。
例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用当时的政体制度十二种官职，形象化地说明人体十二脏腑的主要功能
和它们在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的整体系统。
在不少篇章中用各种生物的形状、神态、颜色、动作来描述那些难以言传的脉象和神色。
如以“软弱招招，如揭长竿末梢”来形容正常的弦脉；以“新张弓弦”描写刚劲逼指病态或危重时所
见的弦脉；以“如帛裹朱”形容白里透红、光润明朗的健康色泽；以“白如枯骨”、“黑如炲”描写
晦暗、枯滞、病情严重的面色等。
像这类内容，我们在学习时，应透过现象找本质，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从而了解它所要说明的医学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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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经典名医心悟选粹》荟萃百家古今名医研究五部经的精华为您成为良医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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