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帝内经精要九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黄帝内经精要九讲》

13位ISBN编号：9787122279790

出版时间：2016-10

作者：马烈光

页数：4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黄帝内经精要九讲》

内容概要

《黄帝内经》现存最古老的一部中医巨著，是业医者必须一生研读的经典。因此，成都中医药大学马
烈光教授总结自己四十多年《内经》教学、科研心得和临床运用体会，本着对《内经》探赜索隐、钩
深致远、深入浅出、阐发经旨的宗旨，编成此书。全书共分九讲，除一讲“概要”外，其余养生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诊法、治则治法、病证等八讲内容着重对精
选经文（60余篇）的重点、难点、疑点，以及必须掌握的基本理论及其运用要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讲解。每讲均首列“学术旨要疏义”，扼要介绍该讲内容要旨，开门见山，开宗明义；其后的“代表
经文注析”中，以学术认识为纲，择有代表性的精妙原文加以注释和解析；每讲再设“参考经文撷萃
”，选相关经文之精彩者，广列其中，博而不杂、约而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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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烈光，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养生学”学科带头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专家、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文化科普巡讲专家、四川省名中医、四川省中医药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养生杂志》主编
。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养生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养生康复研究分会副会长等职。
应邀担任国际药膳食疗协会执行会长、日本自然疗法协会及东洋学术出版社学术顾问、《美国中华医
药杂志》副总编，《环球中医药》顾问。
一直从事《黄帝内经》及中医养生学医教研工作。主编出版《中医养生学》等高等中医药院校国家规
划教材6种；出版《黄帝内经读本》《黄帝内经养生宝典》《黄帝内经通释》等学术专著40余种；在国
内外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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