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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现代科学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全球，几乎冲决了一切与之不相容的传统文化和科学堤坝，而在世界
东方，却仍然屹立着一个人类科学史上的奇迹——中国中医药学。
它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藏丰富的传统，经数千年的不断充实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有完整理
论体系、丰富临证经验、精湛实用技术并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
    我国中医药学属于世界首创，历史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
但是近百年间，中医的命运却如同和氏之璧，屡遭摒弃，陷于困惑，几乎成为一个丧魂落魄的躯壳。
今天，在“中医不能丢”的呼唤下，在“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指引下，已到了剖璞得玉之时。
我们有责任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中医药学不仅有历千年而不衰的活力，而且还蕴涵着将主宰未
来医学的超前内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药学再一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再一次挺直腰身，雄视全球。
    值得关注的是，被称为后现代科学的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模糊论、混沌论等，是在对现代科
学否定基础上的飞跃，而这一飞跃，恰恰与中医药学的理论邂逅相遇，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这些后现代科学理论大有取代现代科学之时，中医药学实际上已在两千多年前就剖析了这些问题，
把它们发展到了在实际中可以自如运用的水平。
其以综合演绎为主的哲学方法，把研究复杂、整体、联系、恒动的生命大系统的生命科学开掘到了一
个很深的层次。
我们的古人对此早有预言，他们称中医药学“高大如天地，光明似日月，亿万千年后，其德永不竭”
。
如果我们能在已学到的现代科学的理念外，换一个角度，更新一套思维方法，则将有一个新的天地展
现在眼前。
善言古者，必验于今。
中医药学所包含的许多超前的理念，使当前许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出人意想的成果，可以断言，由
于后现代科学的兴起，中医药学必定会更加显现出其辉煌的内核。
    近百年来，“改造中医”、致中医西医化，几乎成为社会上对待中医药学的潮流性偏见，成为扼杀
、篡改乃至于消灭中医药学的软刀子。
这种名为“创新”和“现代”，实为无知和霸道的做法，不仅支离了中医药学，也搅乱了其发展方向
。
中医药学之所以能造福于人类，能生存发展至今不衰，实赖其有别于其他医学的自身的长处，若以其
他医学之长，伐中医药学之短，貌似前进，实则倒退。
而发扬长处，开掘精华，才是我们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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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少阴君火司天，热气下临于金，肺气向上相从，白金起而用事，木气蒙受灾害，易患喘呕寒热，喷嚏
鼻衄鼻塞。
剧烈暑气流行，病重可见疮疡，由于火热燔灼，金石销烁剥食。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地气干燥清凉，凄沧肃杀屡至，患胁痛易太息，肃杀之气流行，草木
为之变色。
太阴湿土司天，湿气下临于水，肾气向上相从，黑水起而用事，尘埃蒙覆云雨，易患胸闷不舒，阴痿
而不能起，气大衰而不用。
当此土旺之时，反见腰臀疼痛，身体转动不便，并见厥逆病状。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其藏阴寒之气，大寒将要到来，蛰虫过早潜伏，大地冻裂冰坚，易患
胃脘痞痛，并见少腹疼痛，时常妨碍饮食。
由于火气乘金，则金不能生水，其味于是变成，流水相应减少。
黄帝问：在同一年份中的动物，有的孕育而有的不能，治岁气同而表现不同，这是什么原因所引起？
岐伯答：因为六气与五类之间，有着相胜相制的关系。
六气与五类属性相同，就能出现繁衍兴盛；六气与五类属性不同，就会出现生育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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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付梓，可作为对崔月犁部长的纪念，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安慰。
曾记得，他生前最后一次主编的是关于中医战略研究的书，最后一次主持的是关于中医古籍编译的会
，最后一次手写的是关于中医发展问题的信⋯⋯他为人民健康无限赤诚的事迹感天动地，他为中医发
展无私奉献的精神与世长存。
噩耗传来，全国医界为之震动。
千秋道德，百代精神，克己为人生前铭；一片丹心，万种情思，鞠躬尽瘁死后已。
华岱呜咽，江河挥泪，杏林顿失擎旗巨手；云海共泣，天地同悲，医苑长留未了心愿⋯⋯坚持中医的
特色，发展中医的理论，避免中医的西化，挽救中医的危亡，是他未了的心愿。
他在《中医沉思录》序中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中医应该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医机构应该突出中医
特色，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医的做法不改变，或在漂亮的口号下使中医很快地西医化，那就重复了日
本明治维新以后消灭汉医的悲剧。
"今译中医古籍，以期正本清源，并且翻成外文，以便走向世界，是他又一个未了的心愿。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他就曾指示抢救中医古籍。
我们曾发愿完成这一事业，历尽千辛万苦而矢志不移。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终未能了却夙愿，但永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心愿，因为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临终前，他又留下编译中医古籍名著的遗愿，但这一工作显然应该属于国家行为。
在此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徽音慈惠绝非谋利手段，平民为之必将举步维艰，进行下去已是非常困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革命，重新认识《黄帝内经》等中医古籍经典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示
出无与伦比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尽管现代“中医学”力图全盘西化，但《黄帝内经》在中国，中医古籍在中国，中医现代发展的根在
中国，能够捍卫和发展中华医道的基本力量在中国，对其理论认识与实践应用的最高水平仍然在中国
。
所谓“中医现代化”实际上是中医西医化，而中医现代发展却应该是中医中国化。
什么是发展？
发就是发挥，展就是展现；发就是开发，展就是伸展。
西方科学内涵革命性，东方文化蕴藏传承性。
西方科学体系在革命中突破，东方文化纲纪在传承中发展。
西方科学以现有知识的突破为创新，东方文化以传统思想的发展为创新。
以西医方法研究、验证、改造中医，不是现代化创新，而是历史性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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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素问译注(文白对照·译注详解)》：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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