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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帝内经》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理论著作。
应该指出，《黄帝内经》的价值不仅是在历史上对祖国人民的保健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直到现在
，还在起着指导临床实践的作用，因为它蕴藏着丰富的科学成分，包许了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它的组成内容、关于探讨《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问题，早经许多学者在
这方面作过考证。
一般都认为写成于战国时期，加上“黄帝”的名字，不过是后人的伪托而已。
在它汇编成书以后，又经过两汉时代或更晚一些时期的学者作了修订和补充。
《黄帝内经》这部书名，最早见载录在《汉书。
艺文志》里面。
今天所说的《黄帝内经》，它的组成包括了《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各有文章81篇，内容非常
广泛，有生理、病理、解剖、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预防医学思想等各个方面。
    《黄帝内经》的基本理论——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古代人民对各
种自然现象，经过长期的观察，认识到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可以用“阴
阳”这两个字来概括，例如日为阳、月为阴、火为阳、水为阴、男为阳、女为阴，气为阳、血为阴，
动的为阳、静的为阴，兴奋的为阳、抑制的为阴，功能性的为阳、物质性的为阴、亢进的为阳、衰退
的阴，热的为阳、寒的为阴·····。
阴阳既是代表一切事物或现象的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因此在某些意义上来讲，阴
阳学说是符合瓣证法的。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治病必求于本。
要求我们在诊断和治疗疾病上都不能离开阴阳这个“纲纪”。
　　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
一部古书《左传》中就记载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非一不可”。
这里虽然没有用上“五行”两字，但显然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材料而言，并且说明都是人们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非常朴素，一点也没有神秘的色彩。
在它渗透到医学领域以后，首先是用来和人体的五脏相配合，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
属水。
五脏中的一脏和其他四脏的关系，以拟五行中的一行对其他四行的关系。
例如肝和心、脾、肺、肾之间的关系，是以木和火、土、金、水之间的关系来比拟的。
五行学说认为木、火、土、金、火之间有相互推动的作用，就是所谓“五行相生”；同时也有相互制
约的作用，这就是所谓“五行相克”。
它在中国古代医学中的运用，在说明人体内部脏器的联系时，当正常的生理状况下，便是有规律性的
活动；当病理的状况下，便是正常规律性的破坏。
从而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凭借，成了论证事物和事物之间有联系的概念，具有自发的瓣证法思想，是表
现在中国古代医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
　　《黄帝内经》的科学性、黄帝内经认为阴阳两气是产生一切的根源。
针对了当时的神鬼致病的迷信思想，在《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中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
，是谓得道”。
这是说，阴阳四时的变化，是万物生长、衰老、死亡的根本，违背了它，就要产生灾害，顺从了它，
疾病就不会产生，这是养生保健的原则。
《黄帝内经》对疾病的治疗也在《素问。
至真要大论》中指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说的只要仔细观察阴阳的所在而加以调整，达到平衡为目的。
也就是说，阴阳两气在人体内能够维持正常的相对平衡，就是健康，如果失调，就会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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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还认识生理、病理现象和自然界外在环境有关以外，更指出与人体本身内在的情志活动
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由此看出，《黄帝内经》始终认为在讨论疾病原因以及保健方法上，都必须充
分考虑整个客观内处环境。
　　《黄帝内经》也体现了预防医学思想，在《灵枢，本神篇》写着：“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
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
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说是有知识的人，他们采取的保健方法，一定是顺着春夏秋冬四季的时令，适应寒暑不同的气候，调
和自己的情志，不能过喜过怒，并能很好地适应周围的环境；调节阴阳的变化盛衰，使它相对平衡。
象这样就病邪无从侵袭，于是可以延长生命而不易衰老了。
《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黄帝内经》在讨论了人体生理、病理、解剖形态等以外，更注意机体功能有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
关系，以为人体除了脏腑，还有精、气、津、液、血、脉、皮肤、肌肉、骨骼、五官等，各自发挥自
己的功能，而且组成整体，它们在发挥各自作用的时候，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更重要的是以
经络贯串了统一的整体    对《黄帝内经》应有的评价自然现象、理现象、病理现象都是错综复杂的，
远在二千多年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及科学实践的限制，人们还不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规律。
《黄帝内经》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与医学的结合。
还意味着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在医学领域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医学经历了长时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而有可能写出符合当时科学要
求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正是用朴素的唯物观点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现象、疾
病原因、情志活动等问题，并针对神教迷信思想作斗争，它为后世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开避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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