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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为元代著作；《多能鄙事 ·饮食》(1357)、 

《普济方 ·食治门 ·食治三瘠》(1390)、《药性全备 

食物本 ·食治方》(1593)，为明代著作；《寿世青 

编 ·食治秘方》(1667)、《石成金医书 ·食愈方》 

(1709)、《养生食鉴 ·食治方》(1732)，为清代著作。 

笔者的摘录，显示了一个趋势：明清时期缺乏消渴 

病的食治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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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丹医学思想研究》出版 

何振中《内丹医学思想研究》一书于2014年 6月由巴蜀出版社出版。 

内丹炼养术源于战国秦汉时代即十分流行的行气、吐纳、存思等炼养精气 

神之术，汉末晋代出现的《周易参同契》、《黄庭内(外)景经》都是重要的内炼经 

典，古代方士、养生家在丹道理论指导下进行炼养治已病、治未病、养性延命，乃 

至追求长生合道的理想。历代以来的内丹文献及部分医籍记述了大量内炼体 

验及相关理论认识的素材，蕴涵着丰富的医学思想。那么，其中所体现的道家、 

道教生命观、疾病观、预防观究竟有何独特之处?由此而衍生出来用于指导内 

炼实践的医学思想体系及其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它是如何发生影响呢? 

该书基于翔实的医、道文献研究对上述诸问题作出探究，主要运用传统医 

学生命观、疾病观的新视角，首次提出内丹医学概念，围绕内丹医学的基础理 

论 、生命哲学思想及其思维方式、中医学融摄内丹医学思想、武术内功融通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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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思想等4个方面，作出原创性的建构与理论阐析，提炼并总结了内丹医学的具体思想内容，具体而详细 

“具体而微”意思是：内容大体具备，而形状或规模较小。地分析了明清时期中医药家对内丹医学思想的汲 

取，客观公允地评析了内丹医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影响，揭示了其理论独特性、应用价值及现实意义。 

首先，作者以现代中医学理论为参照系，力图还原出一个与内丹炼养行为相对应的内丹医学的基础理论 

体系。它主要包括：形神思想、脏象思想、经脉与关窍思想、病因病机及诊疗思想和改善身心素质的模式。其 

次，内丹医学的生命哲学基本观点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主要包括：阴阳论、水火论、生命生成论、先后天论、时 

间节律观、象数思维、逆推思维及内观思维等方面。复次，在深入研读、挖掘《道藏》内外史料和中医古籍文 

献的基础上，剖析了明清时期中医药家对内丹医学思想的汲取，进而评述其影响及现代价值。再次，通过分 

析武术内功对内丹医学思想的融通，进一步阐明其影响及价值。 

内丹医学是道教学与中医学的交叉领域。作者对内丹医学文献的稽考、内丹炼养术与中医学理论融通 

关系、内丹医学思想的内涵、特色及其现代价值等诸多学术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从内丹学与现代 

中医学等新视角挖掘并展现了道教医学自身理论特色及其现代性意义，拓展了道教医学与内丹学交叉研究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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