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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中医基础理论》

教材第七版为底本，结合作者多年教学经验，着重

提炼中医基础理论学科重要知识点，包括教学重点

及常见考点，同时配合简要讲解以帮助理解、便于

记忆。书中加黑内容为基础理论考点、重点，要求

深入学习掌握，尤其是标记下波浪线的内容，为需

要背诵内容。本书旨在为中医初学者提供一条入门

捷径。



前 言

秦伯未先生早年为中医初学者编著了一本

《中医入门》，使读者在研读后对中医治病的基本

精神和基本方法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刚步入中医之

门的学生，想学好中医，该怎样学呢？“读经典，

背经典，做临床”是中医界公认的成才之路。可

见，背诵记忆是学习中医重要的基本功之一。然

而，面对繁多的中医基本学科知识，学生不胜记

忆。由此，编者有意总结归纳中医各学科知识，提

炼重点、难点，以帮助中医初学者理解记忆。

《中医基础理论必背速记》以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第七版为底本。作

者结合多年教学经验，着重提炼中医基础理论学

科重要知识点，包括教学重点及常见考点，同时

配合简要讲解以帮助理解、便于记忆。在这次编

写过程中，尤其注重对读者学习和背诵的提示，

帮助读者紧抓重点及考点。所以，值得读者朋友

注意的是，全书中加黑内容为基础理论考点、重

点，要求深入学习掌握，尤其是标记下波浪线的

内容，为需要背诵内容。

希望本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医初学者提供一

条入门捷径！

美丽中国有中医！

编者

2015年1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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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学的基本概念1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具有独特理论和诊疗方

法的传统医学，是以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和

疾病的诊断、预防及治疗等理论和方法为主的

医学。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理论体系的形成

1.时期 战国至秦汉。

2.基础 ①古代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②长

期丰富的临床医药知识的大量积累。

3.标志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

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的问世。

《黄帝内经》：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

标志。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巨著之一，包

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

首次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医疗经验

注：加黑为重点内容，下波浪线为需要背诵内容。

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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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术理论。该书全面论述了中医学的思维方

法，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疾病

的诊断、防治等。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阐释

并发展了《黄帝内经》。该书讨论了81个医学问

题，不仅解释了《黄帝内经》中的疑难问题，而

且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尤其对脉学、经

络学说及命门、三焦所阐述的思想理论，对后世

各科的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伤寒杂病论》：第一部临床辨证论治专

著。东汉末年张机进一步总结前人的医学成

就，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著成《伤寒杂病

论》，后世将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

略》两部分：前者以六经辨伤寒，后者以脏腑

论杂病。

《伤寒杂病论》的成书，确立了中医临床

医学的辨证论治体系和理、法、方、药的运用原

则，为后世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神农本草经》：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

著。该书载药365种，并根据药物性能、功效的不

同分为上、中、下三品，这是我国药物学最早、

最原始的药物分类法。书中不但将药物分为寒、

热、温、凉四性及酸、苦、甘、辛、咸五味，还

提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

杀等“七情和合”的药物配伍理论，为组方提供



第一章  绪论

 3

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理论体系的发展 
1.魏晋隋唐时期 理论体系充实、丰富、系

统化的时期。

晋代王叔和编撰的《脉经》作为第一部脉学

专著，对中医脉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

整理。书中记载了24种病脉的脉象，并提倡“寸

口诊法”。

晋代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

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

隋代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我

国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

唐代孙思邈编撰的《千金方》（包括《备急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既是最早的方剂

学专著，又可称为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

2.宋金元时期 学派纷呈，中医学发展的鼎

盛时期。

南宋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系统

阐述了中医学病因的“三因学说”，“病因三分

法”对其后病因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金元四大家

刘完素为代表的寒凉派：强调“六气皆从火

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倡导火热论，在治

疗中力主以寒凉清热。

张从正为代表的攻下派：强调“邪去正自

安”，提倡攻邪论，治病以汗、吐、下三法攻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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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李杲为代表的补土派：提出“百病皆因脾胃

衰而生也”的论点，强调胃气对发病的决定性作

用，治病善用温补脾胃之法。

朱震亨为代表的滋阴派：倡导“相火论”，

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张滋阴降火。

3.明清时期 中医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阶段。

明代张介宾、赵献可等倡言并发展了命门学

说。

温病学说的成熟是对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突

破。明代医家吴又可所著《温疫论》，提出了“戾

气”学说，这为以后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

基础。清代叶桂创立了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

论。清代吴鞠通创建了温热病的三焦辨证理论。

清代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重视医疗实

践，纠正了古医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

误，同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对中医学的发展

做出了较大贡献。

4.近代与现代 中西汇通和中西医结合阶段。

近代时期：形成了以唐宗海、恽铁樵、张锡

纯为代表的中西汇通学派，主张汲取西医之长以

发展中医，奠定了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基础。

现代时期：国家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中医

学基础理论的系统整理和实验研究、中医学临床

研究、中西医结合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可喜

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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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整体观念

辨证论治

基本特点

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五脏一体观

形神一体观

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季节气候对人体的影响

昼夜晨昏对人体的影响

地域环境对人体的影响

整体

观念

（一）整体观念

1.基本含义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是关于人

体自身的完整性，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统一

性的认识。

2.主要内容

（1）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主要体现在生

理上互相联系，在病理上互相影响，在诊治上综

合分析和整体考虑。

在生理上互相联系。主要体现于五脏一体观

和形神一体观。五脏一体观：指以五脏为中心的

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观点。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

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六腑、五体、官窍等全身

组织器官有机地联系起来， 并通过精、气、血、

津液的作用，来完成人体统一协调的功能活动。

形神一体观：指人的形体和精神的结合与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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