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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基础一本通》是《中医一本通丛书》之《中医基础一本通》分册。
主要内容包括从传统中医辉煌悠久的历史进程描述到阴阳五行的剖析入手，展示了中医神奇科学的理
论支柱。
为了使读者能理解中医生理观，全书重点放在脏腑学说这一生命活动基本构架的解说上；在中医病理
和治疗观方面，揭示了中医审证求因的原理，分析了众多致病因素、内外结合的发病机制，以及防治
未病的独特认识。
　　中医基础理论是诞生于古代、经历了2000多年历史洗礼的生命科学理论，具有独特的风格和融自
然、人文科学于一体的特点。
其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医学模式形成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学术特色和优势。
中医基础理论是了解中医的阶梯，是学习和研究中医一本通其他各分册的基础。
　　《中医基础一本通》适合于对传统中医感兴趣的各种教育背景的爱好者，对于医学院校学生的中
医学习，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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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辉煌悠久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的形成与发展史，是从
中医实践到经验总结、经典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中华先人用了数以万年计的实践、认识历史升华打造了中医经典，为中医确立了科学的生命观、方法
论和理论框架。
尽管经典的具体文字内容有明显的历史性，但它为中医学确立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却涵盖了生命科
学的全部，是超越时空、永无尽头的。
中医学的全部内容都是以中医经典为载体的。
阐明中医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对于中医今天找回自己的发展方向，找回自己的实践、研究范围，走
出困境，走向辉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医药学的形成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远古人类在与自然、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步积累了医学知识，载于《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尝百
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就反映了劳动人民创造医药的情况。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
它的成书，标志着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该书包括《素问》和《灵枢》，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以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
然科学成就，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
预防，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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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基础一本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中医基础的深奥道理表达出来，用常理解释医理，让人
们理解应用。
从内容上要注重与现代生活结合，注重为读者解决实际问题；从形式上迎合“读题时代”“读图时代
”人们的阅读习惯。
首次尝试把英国著名科学思维专家托尼巴赞创造的思维导图引用到中医知识结构的梳理，加强了趣味
性，提高了理解记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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