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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传统体育养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汇儒、道、佛、医、武的思想精华，以阴阳、
脏腑、气血、经络等理论为基础，以养精、气练、调神为运动的基本特点，以动形为基本的锻炼形式
。
民族传统体育与祖国医学同属中国传统文化。
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
本书在编写中注意突出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理论特点，强调中医学理论和方法在民族传统
体育专业中的作用和地位，用阴阳理论指导运动的虚、实、动、静；用开阖升降指导运动的屈伸、俯
仰；用整体观念说明运动健身中形、身、气、血、表、里的协调统一。
本书将博大精深的中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加以精选，提炼浓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进行描述，让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体育养生爱好者在学习体育专业知识、现代医学基础知识的同
时，了解祖国医学与民族体育的文化渊源，熟悉祖国医学的基本特点、基本理论。
更进一步理解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精髓，提高其文化素质和改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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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章，包括绪论、阴阳五行学说、藏象、精气血津液、经络、腧穴、病因与预防、中医养生
、民族传统体育养生、中医学与民族传统体育养生。
本书将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加以精选，提炼浓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
行描述，在讲述中医理论的同时结合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运动实践，让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及体育养
生爱好者在学习体育专业知识的同时，了解祖国医学与民族体育的文化渊源，更进一步理解民族传统
体育的理论精髓，提高其文化素质和改善其知识结构。
本书适合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体育养生爱好者、体育管理者阅读参考，还可作为民族传统体
育学科建设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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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是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
历代医家和人民群众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实践中，运用相应历史时期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成就，不断
地完善、提高而发展的。
因此，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反映了相应历史时期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
在中医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上自晋、唐、宋、金、元，下迄明清的许多医家，在《黄帝内经》《伤
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在各自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均从不同角度发展了中医学理论
体系。
1.魏晋隋唐时期晋·王叔和著《脉经》，丰富了脉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
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是一部针灸学专著。
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一部病因、病理和证候学专书。
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及王焘的《外台秘要》等，集唐以前医学之大成，从理论
到临床均有新的发展。
2.宋金元时期自宋以后，迄至明清，许多医家在继承了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实践经验
，勇于创新，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使中医学术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
各种专科和综合性论著层出叠见。
其中，金元四大家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完素以火热立论，力倡“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生火”，用药多用寒凉，火热在表，治以
辛凉甘寒，所以被称为“寒凉派”。
刘氏之火热理论，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发展，对温病学说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
张从正认为病由邪生，攻邪已病，主张“邪去则正安”，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所以被称为“攻
下派”。
李东垣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内伤学说，治疗重在升补脾阳，被称为“补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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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学与民族传统体育养生》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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