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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难经》原名为《黄帝八十一难经》，书名前冠上“黄帝”的尊号，只是作者借用黄帝的名称而已，
并非由黄帝所撰。
本书以阐明《黄帝内经》中艰深而不容易理解的内容为主，并且以问答的形式记载下来，因此称为《
难经》。
    《难经》究竟何时或是由何人所编纂，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
根据大多数专家的考证，《难经》成书在《黄帝内经》之后，应该是东汉张仲景之前的医学家根据当
时的医学资料编纂而成。
    《难经》全书包括八十一节问答，针对《黄帝内经》中的脉学、经络、藏象、疾病、穴位、针法等
内容作了较深入的阐述与分析。
由于《难经》对中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它的地位足以与《黄帝内经》并驾齐
驱。
历代以来，每位学医者都必然学习《难经》。
    然而，我们须留意到书中的某些内容有些牵强附会，这是古人在著述时偶尔会犯的毛病，即由于古
人太过于强调医学理论的重要性，以至于造成与临床实际病证脱节的缘故。
    比如，第十九难认为“一般来说，男子的脉象，寸部偏盛。
女子的脉象，尺部偏盛。
男子的尺脉通常比较偏弱，女子的尺脉通常比较偏盛，这是男女脉象的一般规律。
”这样的看法完全是根据阴阳学说的理论推测而来。
并不符合人体疾病的实际情况。
在临床病证中，男子与女子之所以会出现脉象的差异，通常是受到更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体质的
强弱、年龄的大小、饮食的营养与居处的环境等，而不只是受到性别差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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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政宏，博士，湾高雄医学大学药学硕士、国国际针灸师、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
　　著作：　　《中医入门一学就通》　　《黄帝内经一学就通》　　《脉诊一学就通》　　《濒湖
脉学一学就通》　　《图解针灸一学就通》　　《针灸甲乙经一学就通》　　《一目了然学方剂》　
　《中医养生洞悉肥胖症与高脂血症》　　《99味常用中药入门》　　《图解中医诊断入门》　　《
伤寒论一学就通》　　《金匮要略一学就通》　　《续99味常用中药入门》　　《温病条辨一学就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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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脉象解说篇　第一难　第二难　第三难　第四难　第五难　第六难　第七难　第八难　第九
难　第十难　第十一难　第十二难　第十三难　第十四难　第十五难　第十六难　第十七难　第十八
难　第十九难　第二十难　第二十一难　第二十二难第二章　经络解说篇　第二十三难　第二十四难
　第二十五难　第二十六难　第二十七难　第二十八难　第二十九难第三章　肮脏解说篇　第三十难
　第三十一难　第三十二难　第三十三难　第三十四难　第三十五难　第三十六难　第三十七难　第
三十八难　第三十九难　第四十难　第四十一难　第四十二难　第四十三难　第四十四难　第四十五
难　第四十六难　第四十七难第四章　病证　第四十八难　第四十九难　第五十难　第五十一难　第
五十二难　第五十三难　第五十四难　第五十五难　第五十六难　第五十七难　第五十八难　第五十
九难　第六十难　第六十一难第五章　穴位解说篇　第六十二难　第六十三难　第六十四难　第六十
五难　第六十六难　第六十七难　第六十八难第六章　针法解说篇　第六十九难　第七十难　第七十
一难　第七十二难　第七十三难　第七十四难　第七十五难　第七十六难　第七十七难　第七十八难
　第七十九难　第八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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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难经》特别重视脉学的阐述，从第一难至第二十一难，《难经》用了近1／4篇幅的文章来论述
脉学方面的经验，这些知识都是初学者学习脉学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
本书将其内容分为主要的三大重点.　　（1）《难经》根据前人的经验，首创独取寸口脉来诊断疾病
的方式.这种诊断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难经》将寸口脉细分为寸、关、尺三部，并且详细说明切脉时浮、中、沉三种指力的运用.以及三部
九候的诊脉原则，强调寸口脉与人体的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具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难经》还详细阐述“脉贵有根”的理论和“脉以胃气为本”的原理。
　　（2）《难经》认为人体生病后虽然会出现不同的脉象.但是可以总结为浮脉、沉脉、长脉、短脉
、滑脉、涩脉六种基本脉象，也就是所谓的“六纲脉”。
《难经》认为其中的浮脉、长脉、滑脉的属性为阳，属于阳脉；沉脉、短脉、涩脉的属性为阴。
属于阴脉。
　　此外，《难经》还特别说明覆溢脉、伏匿脉和重叠脉，大脉与小脉，迟脉与数脉，代脉、损脉、
至脉、死脉等脉象与病证之间的关系，当患者出现上述脉象时，都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读者可以从
这些内容了解当时的诊脉技术。
　　（3）《难经》认为在临床诊断时，必须结合患者所出现的脉象与症状、肤色、声音、气味等因
素来综合分析，才能做出客观正确的判断。
　　在判断病证的过程中，如果患者的脉象能够与真实的病证相互印证，表示这类病情比较单纯，通
常预后较佳：相反。
如果患者的脉象不能够与真实的病证相互印证，表示这类病情比较复杂，通常预后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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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目了然学难经》让你轻松学习中医精华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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