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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是学习中医的必读之书。
但因成书久远，文字深奥，理论抽象，不易学习理解。
为帮助初学《内经》人员更快、更好地学习《内经》，我们编写了此书。
    本书根据在学习《内经》时，常遇到的近400个问题，整理编写而成。
全书涉及《素问》20篇、《灵枢》5篇，均为历版《内经》教材中的重点篇章。
书中所提问题以综合凝练后的历年学生课堂提问为基础，适当融入长期积累的教研心得，在分析解答
时力求简洁实用、通俗易懂、文医兼顾、切合经意。
篇后附原文温故以便诵读。
    本书可供中医院校学生学习《内经》时参考使用，亦可作为广大中医爱好者学习《内经》时的普及
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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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玉兴，男，祖籍河北省清苑县，1957年出生于天津。
医学博士，现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内经教研室主任，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医基础理论专业研究生
导师。
早年师从郭霭春先生和王士福教授学习古医籍整理和《内经》基本理论，后随肖照岑教授学习中医临
床辨证思维。
发表了一系列《内经》文献及疑难问题研究论文，主编及参编学术专著、规划教材、教辅用书多部。
代表作如《内经选读》、《金匮要略校注语译》、《现代针灸腧穴学》、《中医基本功》、《中医基
础理论考试题解》等。
在主讲内经选读、内经研究、内经与现代临床、老子的哲学智慧、周易选讲、国学概说等课程的实践
过程中，摸索出适合中医经典课程特点的教学思路和方法。
曾获天津中医药大学优秀教师、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131人才工程”青年名师等荣誉称号。
现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分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医药文化分会常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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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1.有人说《黄帝内经》是伪书，的确如此吗？
  2.《素问》和《灵枢》的成书年代应在何时？
  3.为什么《素问》和《灵枢》有论无方？
  4.如何理解《黄帝内经》的哲学地位？
《素问》部分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1.篇名中“上古”和“天真”应作何解？
  2.“昔在黄帝”的“昔在”如何解释？
  3.“成而登天”是讲黄帝登天子位？
还是叹惜黄帝死去？
  4.“天师”是专指岐伯一个人吗？
  5.“人将失之耶”的“将”是将要之意吗？
  6.怎样理解“和于术数”？
  7.为什么说“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存在改动？
“食饮”和“起居”如何解释更为确切？
  8.“不妄作劳”与全本的“不妄不作”在含义上有何变化？
  9.如何理解“形与神俱”，其是否属于心身相关理论内容？
  10.如何理解“尽终其天年”？
  11.如何看待“以酒为浆”？
  12.为什么说王冰对“以妄为常”的解释是欠妥的？
  13.究竟是将“醉以人房”解释为“醉后行房”好呢？
还是“沉湎女色”更贴切呢？
  14.为什么不宜用“消耗”、“耗费”解释“以耗散其真”的“耗”字？
  15.为什么说“不时御神”当解作“不识御神”？
  16.如何理解“逆于生乐”？
  17.古人所讲的养生方法对现代还具有指导意义吗？
  18.为什么说原作“上古圣人之教也，下皆为之”更为合理？
  19.“恬恢虚无”的思想之源在哪里？
  20.“真气从之”对养生保健的意义何在？
  21.怎样看待“形劳而不倦”？
  22.《素问》中养生法则的核心是什么？
  23.“其民故日朴”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24.“愚智贤不肖”的含义是什么？
如何用于分析社会人群？
  25.怎样才算“合于道”？
  26.何谓“德全不危”？
  27.如何正确诠释“天数”？
  28.为什么女子以七岁为期，男子以八岁为期？
  29.理解“齿更发长”应该注意什么？
  30.“天癸”的含义是什么？
  31.“任脉通，太冲脉盛”应该如何语译？
  32.“太冲脉”是怎么回事？
  33.如何理解“真牙生而长极”？
  34.女子四七难道不是“肾气平均”吗？
  35.“阳气衰竭于上”之“阳气”与《生气通天论》之“阳气”的意义相同吗？
  36.难道说年届七八之人竟然会“筋不能动”吗？
  37.“形体皆极”的“极”字是尽头的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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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如何理解“五脏盛乃能泻”？
  39.究竟“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具体是指多大年龄？
  40.“夫道者，年皆百数”是什么意思？
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灵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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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两句话，是经过唐代王冰更改过的。
在王冰之前有全元起所注的《素问》版本流行于世，在全注本中原作“饮食有常节，起居有常度”。
无独有偶，由唐初杨上善撰注的《黄帝内经太素》（简称《太素》）和唐代孙思邈所著的《千金方·
养性》也都是这么十个字。
可见，王冰在次注时，首先删去了“有常节”中的“常”和“有常度”中的“度”字，从而使本句与
下“不妄作劳”都成了四字句。
应当注意的是：“食饮”和“起居”两词，含义与今不尽相同。
其中的“饮”字，侧重于饮酒，而非饮水。
因此，王冰改“饮食”为“食饮”对养生确有指导意义。
“起居”在这里也并非仅指日常作息，而是包括男女性生活在内。
过量饮酒会伤肝，房劳过度会伤肾，是人所熟知的。
因此，意欲延年益寿，必于酒色加以节制。
。
“不妄作劳”与全本的“不妄不作”在含义上有何变化？
句中“作劳”，全元起本和《太素》均作“不作”。
对这种轻改古书之举，清代胡澍大为不满，并在所著《黄帝内经素问校义》中进行考证，认为此“作
”与“诈”的字义是相同的。
并引《礼记·月令》“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郑康成注：“今《月令》作为诈伪。
”证明“作”，应作“诈”字。
“不诈”就是诚实守信，不施欺诈。
“不妄不诈”的意思是不妄为，不欺诈，这是《素问》提出做人进德的基本要求。
胡澍指出：“作，古读若胙。
”唐代王冰“改不妄不作，为不妄作劳，是误读作为作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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