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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其内经讲稿》

内容概要

《王庆其内经讲稿》内容简介：他们钻研学术，治学严谨；提携后学，不遗余力，围绕中医药各学科
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展示自己的专业所长，又能结合学生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深入研究中医教学
规律和教学手段，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同时，在不断的教学相长的
过程中，他们学养日深，影响日广，声誉日隆，成为中医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中医教育能有今日之
盛，他们居功甚伟，而能够得到各位著名专家的教诲，也成为莘莘学子的渴望，他们当年讲课的课堂
笔记，也被后学者视为圭臬，受用无穷。

P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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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庆其，上海市嘉定人，1944年12月出生于中医世家。
1981年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名师、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市名中医，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68年起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曾先后师承方药中教授、国医大师裘沛然教授。
1981年起从事《黄帝内经》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方向：《内经》理论的，临床应用；《内经》与中
国传统文化研究。
主编或副主编学术著作30余部，发表论文150余篇。代表著作有《内经临证发微》、《黄帝内经心悟》
、《黄帝内经专题研究》、《内经临床医学》、《王庆其医学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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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其内经讲稿》

书籍目录

上篇 导论讲解一、发遑古义，推陈出新——《内经》的现代魅力（一）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二）“
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三）彰显东方文化色彩的学术理念（四）养生的宝典、治病的法书（五）创
建经络学说，发明针灸疗法（六）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二、天人相关面面观——从古代哲学“天人
合一”到《内经》“人与天地相应”（一）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关系（二）《内经》中的天人关系（三
）对天人相关问题的评价三、天人合一、形神一体——论《内经》的核心理念四、含英咀华、取精用
弘——从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看《内经》的学术价值（一）从疾病医学到健康医学、生态医学（二）
从治病到治人（三）从群体治疗到个体治疗（四）从局部治疗到整体治疗（五）从形神分离到心身同
治五、司外揣内，援物比类——《内经》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一）司外揣内（二）援物比类（三）
直觉领悟（四）揆度奇恒六、天地之道。化不易气一论《内经》与先秦“精气学说”的关系（一）精
气学说的形成及其基本精神（二）《内经》理论体系与精气学说的关系（三）开展“气”的专题研究
对发展中医学的意义（四）结论与体会七、沉浸浓郁。知行合一——结合临床实践是研读经典的最高
境界（一）《内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丰厚的文化资源和防治疾病的珍贵财富（二）《内经》所揭示
的医学原理可以长期起作用（三）结合临床读《内经》的体会八、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内经》
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一）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二）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九、经典
需要临床。临床需要经典——《内经》临床研究方法探讨（一）用《内经》理论指导临床的个案研究
（二）通过大宗病例回顾性研究验证《内经》理论（三）用流行病调查方法探讨《内经》学术观点（
四）从古代医案考察《内经》理论的学术价值十、立德、立功、立言——漫谈做好《内经》教师（一
）立德——师者当有仁爱之心（二）立功——夯实经典基础善莫大焉（三）立言——学者要写传世之
作中篇 经文选讲第一单元宝命全形素问·上古天真论（节选）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节选）第二单元
阴阳应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节选）素问·六微旨大论（节选）第三单元藏气法时素问·灵兰秘典
论素问·六节藏象论（节选）素问·五藏别论（节选）素问·太阴阳明论第四单元血气精神灵枢·本
神灵枢·营卫生会灵枢·本藏（节选）第五单元经脉之道灵枢·经脉（节选）第六单元百病始生灵枢
·百病始生素问·生气通天论素问·举痛论（节选）素问·至真要大论（节选）第七单元病之形能素
问·热论素问·咳论素问·举痛论（节选）素问·痹论素问·痿论第八单元脉要精微素问·脉要精微
论（节选）素问·玉机真藏论（节选）第九单元异法方宜素问·异法方宜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节
选）素问·汤液醪醴论（节选）素问·至真要大论（节选）下篇 专题讲座一、《内经》病机十九条的
临床启示（一）辨证的关键是辨病机（二）主症是辨析病机的主要依据（三）病机与症状联系的多元
性（四）辨析病机的纲要（五）学病机做临床举隅二、《内经》消渴证治及临床运用（一）关于消渴
的病名及概念（二）消渴的主要症状（三）消渴的病因病机（四）消渴的治疗（五）消渴的预后（六
）对现代糖尿病治疗的启示（七）读《内经》治消渴临床举隅三、《内经》头痛证治及临床运用（一
）关于病名（二）头痛的分类及辨治（三）读《内经》治头痛临床举隅四、从《素问·风论》谈顽病
不妨治风（一）风的概念及致病特点（二）顽病治风的病理基础（三）顽病治风临床举隅五、用《内
经》阴阳消长理论辨治失眠症（一）人体阴阳之气的消长出入是形成正常睡眠一觉醒节律的生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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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其内经讲稿》

章节摘录

　　（2）审察内外，谨候气宜：既然自然界的变化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那么，疾病岂能孤立于
自然界之外？诊察疾病，剖析病机岂能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内经》强调诊察疾病必须“审
察内外”，“谨候气宜，无失病机”。　　就望诊而言，望诊的重点是望神色，望神色必须结合内外
来判断。《内经》认为四时各有主色，五脏各自主色。如将青色与春季、肝、目，黄色与长夏、脾、
口，赤色与夏季、心、舌，白色与秋季、肺、鼻，黑色与冬季、肾、耳相联系。这样在五色、五季、
五脏、五官之间形成一个整体联系，有利于全面诊察疾病。如果外内相应者，为疾病的正常发展，如
外内不相应者，为逆候，往往预后不佳。　　就脉诊而言，《内经》有春弦、夏钩、秋毛、冬石之分
，强调“四时百病，胃气为本”，对四时有胃气脉象作了详尽描述。张石顽还认为切脉必须结合地理
环境来分析，“江南人之气薄，所以脉多不实，西北人习惯风寒，内外坚固，所以脉多沉实。滇粤人
表里疏豁，所以脉多微数，按之少实。”　　诊察疾病固然要审视内外，剖析病机亦须注意机体与自
然环境的关系，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候气宜，无失病机。”例如，同是感冒，按一般分
类，分风寒、风热二证，但具体辨证时又须结合时令气候特点辨析。春天风木当令，感冒常以风邪为
主因；夏天多暑热，感冒每必挟暑湿；秋天燥金主令，感冒多以燥气偏胜；冬天多寒，感冒每以寒邪
为主。此为四季感冒的病机特点。倘若气候反常，所谓“非时之气”，则又必须结合当时气候的实际
情况来分析病机。《内经》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记载，证之临床基本符合实际，如发热患者
的体温往往下午开始增高，晚上常达最甚，下半夜至凌晨体温渐趋下降。因此，我们在判断发热患者
的病势以及治疗效果时，尚不能排除自然因素，否则就有可能贻误病机。诸如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中
是不乏其例的。　　（3）立法用方，因时因地制宜：中医治病强调因时因地制宜，其源盖出于人与
天地相应的观点。即根据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的特点，结合病机制订治疗大法，体现辨证论治的整体
性、灵活性。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治病，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素问·至
真要大论》：“热无犯热，寒无犯寒”；“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
有假者反常，反是病。”《素问·五常政大论》：“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所谓“岁气”，即每年
的气候变化。吴昆说：“岁气有偏，人病因之，用药必明乎岁气。”例如，夏季阳气开发，人体腠理
疏松开泄，即使患外感风寒，也不宜过用辛温发散，以免开泄太过，耗伤气阴；反之，冬季阴盛阳衰
，人体腠理致密，阳气敛藏于内，若非太热，当慎用苦寒，免伤其阳气。故东垣有“冬不用白虎，夏
不用青龙”之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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