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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特有的一门医学学科。
通过中西医的优势互补，许多疾病，尤其是一些疑难疾病的诊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已成为我国乃至
世界临床医学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力量。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越来越倾向于中西医结合诊疗疾病，由此中西医结合的队
伍越来越壮大，不少高等医药院校（包括高等中医药院校和高等医学院校）适应社会需求，及时开设
了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或称中西医结合专业），甚至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系、中西医结合学院，
使中西医结合高等教育迅速在全国展开，有些院校的中西医结合专业还被省、市、地区评为当地“热
门专业”、“特色专业”。
但中西医结合专业教材却明显滞后于中西医结合专业教育的发展，各院校使甩的多是自编或几个院校
协编的教材，缺乏公认性、权威性。
教材的问题已成为中西医结合专业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为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规划、组织编写了高等
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第一版本科教材，即“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
。
　　本套教材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指导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及全国
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通过大量调研工作，根据目前中西医结合专业“两个基础、一个临床”的
教学模式（两个基础：中医基础、西医基础；一个临床：中西医结合临床）以及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
的现状，实行先临床后基础的分步实施方案，首先重点系统规划了急需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教材和部分
专业引导性教材共16部（分别为：《中外医学史》《中西医结合医学导论》《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中西医结合儿科学》《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中西医
结合耳鼻咽喉科学》《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中西医结合危重病学》《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
中西医结合精神病学》《中西医结合肿瘤病学》《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中西医结合口腔科学》《
中西医结合肛肠病学》），组织全国开设中西医结合专业或中西医结合培养方向的78所高等中医药院
校、高等医学院校的专家编写，于2005年正式出版发行并投入教学使用。
　　上述教材在教学使用过程中，得到师生的普遍好评，也被列为国家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考试的蓝
本教材。
为确保中西医结合专业教材的系统性，满足教学的需要，进一步编纂该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成为许
多学者关注的问题。
为此，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先后在北京、长沙、广州等地组织了多次专家
论证会，统一了思想，决定启动中西医结合基础课程的教材建设工作，认为基础课程教材的建设应遵
守以下原则：①保持中西医基础课程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充分体现专业基础教材的科学性，突出“三
基”，构筑中西医结合临床课程的专业基础，能支撑中西医结合临床课程的专业学习；②体现中西医
结合学科学术发展的现状，保持教材的先进性、实用性和启发性；③突出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的
专业基础特点，立足于本科教学层次的需要，把握适当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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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世纪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医经典选读》，是国家级规划教材，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
规划、宏观指导，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组织，全国20余所高等
医药院校和中医药院校联合编写的本科教材。
该教材主要供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使用，也可供高等中医药院校非临床医学专业使用。
本教材由“内经选读”、“伤寒论选读”、“金匮要略选读”、“温病学原著选读”四部分组成。
每部分都包括“绪论”和“原文选读”两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原著的成书沿革、基本内容、学术思想及其学习方法。
“原文选读”部分的编写体例依次为“原文”、“校注”、“提要”、“析义”、“研讨”，“校注
”和“研讨”则根据实际需要而适当取舍。
    【原文】根据“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适合该专业学生学习要求，精选原著中语言
文句比较通顺、中医理论价值较大、临床指导意义较强的原文。
根据原文内容按类分章编排，并一律采用繁体字印刷。
“内经选读”中的《素问》部分以明·顾从德刻本为蓝本，《灵枢》以明·赵府居敬堂刊本为蓝本；
“伤寒论选读”以明·赵开美复刻宋本《伤寒论》为蓝本；“金匮要略选读”以明·赵开美校刻《金
匮要略方论》为蓝本；“温病学原著选读”中的叶天士《温热论》、《三时伏气外感篇》和薛生白《
湿热病篇》分别以王孟英《温热经纬》中的《叶香岩外感温热篇》、《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和《
薛生白湿热病篇》为蓝本。
为了方便教学，“内经选读”部分的原文按章节编了序号，编号原则是第一章为1，第二章为2，第一
节为01，第十节为10，第一章第一节为101，其余依此类推。
    【校注】对原文中的某些错误，需要进行校勘的，则依据有关版本、相关文献和文理医理对其进行
必要的校勘；对原文错误显著、不校正就读不通的，则依据有关文献直接对其进行校正，但都作出相
应说明。
对于难以理解的字、词、句，用现代语言进行必要的解释。
力求做到言必有据，表述正确，通俗易懂。
    【提要】简明扼要地概括本节原文的基本精神、中心思想或主体内容。
力求做到言简意赅，准确完整。
    【析义】分析原文内容，进行机理阐述。
力求做到尊重原文本意，医理文理统一，突出重点，阐明医理，在充分吸取历版教材成果的基础上有
所创新。
    【研讨】分析各家观点，剖析疑点难点，阐明理论价值，明确临床意义，明晰鉴别诊断，注重联系
实际。
力求做到启发学生思维，开拓学生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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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六经辨证 六经辨证是张仲景借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理论构建的辨证模型。
根据疾病过程中邪气盛衰、正气强弱及正邪力量的对比，将疾病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概括为太阳
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及厥阴病等六种不同的病证类型，通过对相关病证类型诊断标
准、病理生理及治法方药的系统论述，使得对疾病的认识及处治变得更为精确，为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奠定了基础，亦构筑了《伤寒论》一书几近完美的理论框架。
《伤寒论》在对六经辨证方法进行勾画的过程中，运用风寒之邪导致的外感病作为示范载体，通过对
这一疾病发生、发展、演变过程病理生理的观察及其诊断、治疗规律的揭示，示例性地昭示了六经辨
证的基本内涵。
根据正邪消长转变、阴阳盛衰变化拟就治法、选定方药的思路与方法成为临床各科疾病诊治过程中必
须遵循的共同规律。
2．八纲辨证 八纲辨证是判断疾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基本属性的辨证方法，《伤寒论》虽无“
八纲辨证”之名，却有较多“八纲辨证”之实。
如将三阳病划归阳病范畴、三阴病纳入阴病类中；据病证部位浅深，浅在者定为表，深在者看作里；
病势亢进、阳邪偏盛者为热证，病势沉静、阴邪偏盛者为寒证；正气不足者为虚，邪气盛实者为实。
由此较为系统地规定了八纲辨证的基本内涵。
作为诸种辨证的总概括，八纲辨证贯穿于六经辨证的始终，六经辨证是八纲辨证的系统化与具体化，
六经辨证与八纲辨证两者相辅相成。
如六经病中的任一经病都存在着表里部位的不同，更有着虚实、寒热、阴阳的分辨。
正是通过对上述内容的界定，明确了六经病的基本属性与证候特征，为进一步辨识六经病提供了方法
。
3．脏腑辨证人体是以五脏六腑为中心的有机整体。
在疾病演变过程中，它们除表现出以六经病证为主的基本病理特征外，还常见五脏六腑的机能失常。
六经病中的任一经病都可能兼、夹有一脏（腑）或多脏（腑）机能的紊乱，并在疾病过程中出现相关
脏（腑）的病理表现，其中既可见太阳病伴膀胱机能失常这样的某经病与其对应脏腑机能失常同见的
病证类型，更可见少阳胆邪干犯脾、胃这样的某经病与其非对应脏腑机能失常同见的复杂病证。
通过对六经病病理演变过程中相关脏腑病理变化的观察、分析，不仅可为深刻认识六经病基本病理提
供帮助，更可为临床复杂病证的辨治提供方法学参考。
4．其他辨证方法经络作为联系机体表里、内外、上下、脏腑的通道，在疾病过程中，常因相关经络
循行部位经气运行的失常，出现诸如太阳病头项强痛、少阳病胸胁苦满、阳明病目痛鼻干、太阴病大
腹满痛、少阴病咽干而痛、厥阴病巅顶头痛等特征临床表现，这些无疑是临床作出病证类型判断的重
要依据，有时也是立法处方的重要参考，这便是经络辨证理论存在的意义。
当然，应当明确的是，《伤寒论》提及的许多病证又非经络辨证所能概括，这也是其仅能作为《伤寒
论》辨证补充的原因所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经典选读>>

编辑推荐

《中医经典选读》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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