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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48496.htm 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

时期。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生产水平

的提高。因而在西周时期形成的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在战

国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与农业相关的科学技术也

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天文、历算、物候、农学、植物学、矿

物学以及冶炼、酿造技术也有诸多创新，这些都对中医学的

体系结构的构筑产生一定的影响。战国时期，在哲学思想方

面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道、

法、墨、兵、阴阳等诸家。各家在哲学思想上展开了争鸣。

这一有利的文化氛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

巨大影响。其中儒家提倡的道德观和进取精神，对古代医德

的形成有较大影响。道家关于世界本原与生命起始的探讨，

关于精、气、神三者对生命的重要意义以及养生理论的阐述

，对中医学的生命观有着深刻的影响。战国时期的邹衍，开

始把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联系起来，用以解释各种自然与社

会现象。殆至阴阳与五行两种学说渗透到中医学，便弃抛了

其解释社会的内容，而作为方法论用以阐释人体的生理、病

理，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医

师网校 医师论坛 医师在线题库 百考试题执业医师加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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