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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十八卷、各八十一篇。
《黄帝内经》之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该书以黄帝和岐伯等人对话的形式写成，作者似乎就是黄帝和岐伯等人。
但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
说。
”所以黄帝、岐伯等显系托名。
关于《内经》作者除少数医家如张景岳等笃信为黄帝外，多数学者认为非一人所作而是集体、多人长
期努力的结晶。
其成书时间大约从春秋战国至两汉之间。
说成书，严格地讲并不准确。
因为《内经》规模宏大，全书约十八万字左右，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内经》文本可以看出其中
包含明显不同学派的思想主张。
《内经》也不是初创之作，显然是经过编纂的作品。
这可以从《内经》的篇卷数窥其一二。
《素问》、《灵枢》各十八卷各八十一篇的编辑体例是古人重数思维的结果。
根据《内经》的观点“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九”为数之极，“十八”和“八十一”
各包含两个“九”和九个“九”。
《内经》的篇章之间长短差别很大，有的文章很长，而有的文章很短，且有重复之处，显然是为了凑
足八十一篇之数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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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经典藏书：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十八卷、各八
十一篇。
《黄帝内经》之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middot;方技略》。
该书以黄帝和岐伯等人对话的形式写成，作者似乎就是黄帝和岐伯等人。
但正如《淮南子&middot;修务训》所云：&ldquo;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
黄帝而后能入说。
&rdquo;所以黄帝、岐伯等显系托名。
关于《内经》作者除少数医家如张景岳等笃信为黄帝外，多数学者认为非一人所作而是集体、多人长
期努力的结晶。
其成书时间大约从春秋战国至两汉之间。
说成书，严格地讲并不准确。
因为《内经》规模宏大，全书约十八万字左右，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内经》文本可以看出其中
包含明显不同学派的思想主张。
《内经》也不是初创之作，显然是经过编纂的作品。
这可以从《内经》的篇卷数窥其一二。
《素问》、《灵枢》各十八卷各八十一篇的编辑体例是古人重数思维的结果。
根据《内经》的观点&ldquo;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rdquo;，&ldquo;九&rdquo;为数之极
，&ldquo;十八&rdquo;和&ldquo;八十一&rdquo;各包含两个&ldquo;九&rdquo;和九个&ldquo;九&rdquo;
。
《内经》的篇章之间长短差别很大，有的文章很长。
而有韵文章很短，且有重复之处，显然是为了凑足八十一篇之数造成的。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内经》并不是一部书，而是多部书的汇集，说《内经》成书并不准确，说成编
更准确些。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帝内经>>

书籍目录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四气调神大论篇生气通天论篇金匮真言论篇阴阳应象大论篇灵兰秘典论篇六节脏象
论篇五脏别论篇异法方宜论篇移精变气论篇汤液醪醴论篇脉要精微论篇玉机真藏论篇三部九候论篇经
脉别论篇宝命全形论篇八正神明论篇热论篇咳论篇痹论篇调经论篇标本病传论篇天元纪大论篇至真要
大论篇疏五过论篇征四失论篇灵枢九针十二原邪气脏腑病形寿夭刚柔本神终始经脉营卫生会师传海论
逆顺肥瘦病传外揣本脏五色天年贼风五味论通天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帝内经>>

章节摘录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内经》在自然观、价值观上接受了道家思想，认为人类的道德是一个退化的过程
。
上古是人类道德水平最高和生活最合乎理想的时期，那时的人类完全取法于自然之道而生活，能够享
尽天赋百年寿命，而当世的人们因违背了养生之道，难获天赋之年。
号召人们遵循道家自然无为的态度，合乎养生之道去生活。
养生的核心要义在于保持“形与神俱”的形神统一状态。
“天真”即天赋予人的真精真气，上古懂得养生之道的人明白保养天真的重要意义，故以《上古天真
论》名篇。
本篇还依据女七、男八的自然节律论述了人体生理变化的规律，以指导养生实践。
最后，论述了真人、至人、圣人和贤人四等养生成就所达到的境界。
本篇名言：“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
”者，必不免于病矣。
其色部乘袭者④，虽病甚，不死矣。
雷公日：官五色奈何？
黄帝日：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
是谓五官。
注释：①五藏次于中央：五脏反映的部位居于面部的中央。
次，次序、位居。
②六府挟其两侧：六腑附在五脏部位的两侧。
挟，依附。
③王宫：指心所属的下极（居两目之间）部位。
心为君主之宫，故心居之所称为王宫。
这里指在面部的对应部位。
④乘袭：指乘虚侵袭。
张志聪："乘袭者，谓子袭母气也。
如心部见黄，肝部见赤，肺部见黑，肾部见青，此子之气色，乘袭于母部。
"译文：雷公说：五官各部的病色应怎样辨别呢？
黄帝说：鼻骨高而隆起，正而且直。
五脏部位，依次排列在鼻部的中央，六腑挟附在它的两旁。
在上的阙中和天庭，主头面；在两目之间的下极，主心之王宫。
当胸中五脏安和，相应部位就会出现正常色泽，看不到病色。
鼻部的色泽，显得清润。
这样，五官的病色，哪会辨别不出来呢？
雷公说：还有不这样辨别的，可以听听吗？
黄帝说：五脏病色都有一定的显现部位，如该部的不正气色，有深陷入骨的征象，必然要患病。
如它的部色，有彼此相生的征象，就是病情严重，也不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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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帝内经》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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