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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和西医有近似的内容，现在的中医教科书、学术期刊、科普杂志、中医保健类报纸、中医西用药
品的说明书、个别中医教师的讲义以及一些中医师的相互交流中，存在大量中医和西医对比的内容，
虽然并不完整，但多数能被查到，其结果也已被承认。
例如，完全用西医的方法来研究中药药理，而且用西医的方法来研究舌诊的书籍已问世；还有，中医
学教材内有大量中医的“某证”和西医某病对比的内容，有的中医病名和西医完全一样，如癫痫、荨
麻疹、疟疾等；另外，临床上许多中药的用法按西用的方法说明，这些内容一直没有被系统地归纳，
不利于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
笔者在十多年教学和临床工作中，吸取了多位老中医的教学经验，在遵从中医教科书理论的原则下，
将前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编汇。
本书中医养生一章（本书第八章中西医预防医学对比）的内容增加了被西医忽视了的某些知识，并已
在国家级核心杂志发表。
目前的中医书籍一般用文言文及阴阳五行理论进行讲解，是以中医理论理解中医，总体来说抽象难懂
，和西医理论对比的内容较少，且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不利于中西医相互交流。
本书完全用白话文及近代科学技术来阐述，不仅相较而言通俗易懂，也为中西医学术交流提供了方便
，更为今后医学界最终能找到理想的中西医结合点、科学解释中医理论和推动中医现代化提供了素材
和参考，是一次抛砖引玉的有益尝试。
相信此书能为中西医之间的学术交流提供共同语言，同时也成为医学生们，以及广大中医爱好者们有
益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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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科学给中医理论的解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中医教科书、论文、中医或西医报刊、个别中医
教师的讲义以及一些中医师相互交流中，有大量用西医知识理解中医的内容，但一直没有系统地被归
纳和总结。
本作者在十多年教学和临床工作中收集前人研究的成果，吸取了多位老中医的教学经验，找到了许多
中西医理论相近的地方，也就是中西医的结合点，如矛盾和阴阳、五行和化学应用原理、遗传基因和
中医的肾精、微观物质和中医的气、西医综合征和中医的证等。
整理的结果是，中医部分内容能和西医结合。
整理后的部分中医理论被包含在西医理论中，并增加了被西医忽视了的知识。
本书的中医预防医学一章的内容已在国家核心医学杂志发表。
　　参考本书会使中医更容易理解，也为中西医学术交流提供了方便，是学习中医有益的参考书。
　　“拿着西医诊疗单，不知道该抓哪些中药。
”“中医见效果，有时候也需要西医的速效药。
”“中医、西医可否各取所长，综合诊疗？
”　　近代科学给中医理论的解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中医教科书、论文、中医或西医报刊、个别
中医教师的讲义以及一些中医师相互交流中，有大量用西医知识理解中医的内容，但一直没有系统地
被归纳和总结。
　　本作者在十多年教学和临床工作中收集前人研究的成果，吸取了多位老中医的教学经验，找到了
许多中西医理论相近的地方，也就是中西医的结合点，如矛盾和阴阳、五行和化学应用原理、遗传基
因和中医的肾精、微观物质和中医的气、西医综合征和中医的证等。
整理后的部分中医理论被包涵在西医理论中，并增加了被西医忽视了的知识。
　　近年来，中医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中医养生类图书出版繁多，但尚没有一本书能结
合中医的理论和西医的疗法对病症进行分析，并提出预防和治疗方法。
　　相信这本书的出现，能弥补这个空白，使中医更容易被理解，也为中西医学术交流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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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登华，男，1963年出生，副主任医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家传中医。
1981年考入内蒙古医学院医学系，1986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
1994年调入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先后从事过中西医结合、急诊内科、心脏冠脉介入、感染性疾病
诊疗和高压氧治疗等工作。
对于内科多种急危重症具有较高的诊疗水平。
在多年教学工作中收集各方面的有关信息，吸收了多位老中医的教学经验，总结出了一套理解中医理
论的新办法。
本书为新创假说，供广大读者参考探讨，若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来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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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0阴阳和矛盾的不同点从前面的“阴阳事物表”中可看出，阴阳的含义超出矛盾的概念，有的阴阳
双方并不是一对矛盾。
例如，太阳和月亮的关系、男人和女人、物质固态和气态等被古人认为具有阴阳关系，实际上它们是
分工合作关系，不具有对立统一性，不能被认为是哲学上矛盾的关系。
凡被认为具有阴阳属性的事物，就具有上述的性质，这是“比类取象”的第一种内容。
“比类取象”原理还有其他内容：《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在天为热，地为火。
”《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南方赤色，⋯⋯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
”季节的变化随天空中太阳对地面照射角度的变化而变化，气温随季节而变化，动物和植物生长又受
气温的控制。
古人总结了上述自然界的现象，日、天、南方、热、火、羊、黍原本是各自独立的事物，因为它们都
属阳性，存在着支配和被支配的从属关系，有内在联系。
将这些知识哲学化，认为阴阳属性相同的事物，则其他性能可能相关联，这是“比类取象”的第二种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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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新解:从西医的视角看中医》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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