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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传，上古时代轩辕黄帝经常与他的臣子岐伯等人探讨医学问题，对疾病的病因、诊断以及治疗
方法等设问作答，予以阐明。
他们的谈话被人记录下来，整理成册，便有了《黄帝内经》。
　　然而，黄帝著《内经》仅仅是一个传说，并非史实。
《黄帝内经》系后人假借&ldquo;黄帝&rdquo;之名所作，其真实作者是谁，已经史无可考，至于其成
书的大致年代，则基本可以确定是在战国时期，少数篇目产生的时间则更晚一些。
至于《黄帝内经》为何冠以&ldquo;黄帝&rdquo;之名，大抵如《淮南子》中所说，有溯源崇本之意，
藉以说明我国医药文化发祥甚早。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也是集我国传统医学大成之作，被奉为中医理论
的奠基鼻祖。
它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结合了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对人体的解剖、生理
、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等，做出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和系统的理论概括，对后世医学影响
深远。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八十一篇和《灵枢》八十一篇，各九卷。
《素问》偏重于阐释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病机、诊法、治则等；《灵枢》则偏重于阐释
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方面的内容。
　　《黄帝内经》与《伏羲卦经》、《神农本草经》被并称为&ldquo;上古三坟&rdquo;。
因其论述的内容主要以黄帝和岐伯对话的形式展开，后世便用&ldquo;岐黄之术&rdquo;代称《黄帝内
经》，并由此引申做为中医、中医学的代称。
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医学家无不深受《黄帝内经》思想的熏陶和影响。
汉代名医张仲景正是参考了《黄帝内经》，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才著成《伤寒杂病论》一书。
《黄帝内经》的影响还超出中国的范围，深入到周边国家和地区。
史载，《黄帝内经》传人朝鲜以后，立即就被列为当时朝鲜医科学生必修的医学教材。
韩剧《大长今》中，长今学习《黄帝内经》的情节，正反映了上述现象。
　　《黄帝内经》不仅是一部医学巨著，还是一部养生宝典。
书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是讲怎样不得病，　&ldquo;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
乱&rdquo;，怎样使人们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长寿，活到天年。
《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　&ldquo;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rdquo;；自然界的运
动变化无时无刻不对人体产生影响，　&ldquo;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
&rdquo;因此，要做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ldquo;顺应自然&rdquo;。
这对于越来越注重养生的现代人来说是颇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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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托名轩辕黄帝所作体大思精、包罗万象，集我国传统医学之大成，涵先秦诸子之学说，是一部中医学
“圣经”、养生宝典、传统文化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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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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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篇第十二　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　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　玉版论要篇第十五　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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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　八正神明论篇第二十六　离合真邪论篇第二十七　通评虚实论篇第二十八　太阴阳明论篇
第二十九　阳明脉解篇第三十　热论篇第三十一　刺热篇第三十二　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　逆调论篇
第三十四　疟论篇第三十五　刺疟篇第三十六　气厥论篇第三十七　咳论篇第三十八　举痛论篇第三
十九　腹中论篇第四十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风论篇第四十二　痹论篇第四十三　痿论篇第四十四　
厥论篇第四十五　病能论篇第四十六　奇病论篇第四十七　大奇论篇第四十八　脉解篇第四十九　刺
要论篇第五十　刺齐论篇第五十一　刺禁论篇第五十二　刺志论篇第五十三⋯⋯《黄帝内经·灵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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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岐伯对日：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
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
　　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
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
　　【译文】　　黄帝问道：什么是天有八风，经有五风？
　　岐伯说：自然界的八方之风会产生八种不同的风邪，中伤经脉，形成经脉的风病，风邪还会继续
随着经脉而侵犯五脏，使五脏发病。
四季的气候是相互克制的，即春季属木，克制长夏；长夏属土，克制冬水；冬季属水，克制夏火；夏
季属火，克制秋金，秋季属金，克制春木，这就是四时气候的相克相胜。
　　东风在春季产生，通常引发肝的病变，病邪从颈部侵入。
南风在夏季产生，常常引发心的病变，病邪从胸胁侵入。
西风在秋季产生，常常引发肺部的病变，病邪从肩背侵入。
北风在冬季产生，多引发肾的病变，病邪从腰股侵入。
长夏属土，土位于中央，病变多发生在脾，病邪常从背脊侵入。
　　【原文】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支。
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痹厥。
故冬不按跻，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
，飧泄而汗出也。
夫精者，身之本也。
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
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此平人脉法也。
　　【译文】　　因此春季邪气伤人，病多发生在头部；夏季邪气伤人，病多发生在心脏；秋季邪气
伤人，病多发生在肩背；冬季邪气伤人，病多发生在四肢。
　　所以，春天多出现鼽衄之病，夏天多出现胸胁方面的疾病，长夏多出现直泄无度的洞泄等里寒病
，秋天多出现风疟，冬天多出现痹厥之症。
因此冬天不要扰动筋骨，力求藏阴潜阳，这样第二年春天就不会出现鼽衄和颈部疾病，夏天就不会出
现胸胁病变，长夏季节就不会出现洞泄等里寒病，秋天就不会患风疟病，冬天也不会患痹厥、飨泄、
出汗过多等病。
　　精是人体的根本，所以阴精内藏而不外泄，春天就不会罹患温热病。
夏天气候炎热，阳气旺盛，假如不能排汗散发热量，秋天就会患风疟病。
这是一般为人诊察四季病变的普遍规律。
　　【原文】　　故日：阴中有阴，阳中有阳。
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
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
故人亦应之。
　　【译文】　　阴和阳又各有阴阳之分。
白天属阳，清晨到中午时段，是阳中之阳；中午到傍晚，是阳中之阴。
夜晚属阴，傍晚到半夜，是阴中之阴；半夜到天明，是阴中之阳。
自然界的阴阳之气是这样，人的阴阳之气也是这样。
　　【原文】　　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
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
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
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
　　所以欲知阴中之阴，阳中之阳者，何也？
为冬病在阴，夏病在阳，春病在阴，秋病在阳，皆视其所在，为施针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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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　　就人体而言，外属阳，内属阴。
单就人的躯干而言，背部为阳，腹部为阴。
就脏腑而言，脏属阴，腑属阳。
即肝、心、脾、肺、肾五脏都属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都属阳。
　　为什么要知道阴阳中又各有阴阳的道理呢？
这是因为只有据此来诊断四时疾病的阴阳属性，才能进行治疗，比如冬病在阴，夏病在阳，春病在阴
，秋病在阳，要依据疾病各自所在部位的阴阳属性来选择相应的针刺疗法和砭石疗法。
　　【原文】故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
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
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
故以应天之阴阳也。
　　【译文】　　背部为阳，心是阳中之阳，肺是阳中之阴。
腹部为阴，肾是阴中之阴，肝是阴中之阳，脾是阴中之至阴。
　　以上所说。
都是人体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互联系又相互对应的例子，它们与自然界的阴阳变化是相互对应
的。
　　【原文】帝日：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
岐伯日：有。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
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
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南方赤色，入通予D，开窍于耳，故病在五脏。
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
是以知病之在脉也。
其音徵，其数七，其臭焦。
中央黄色，人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
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
是以知病之在肉也。
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
　　【译文】　　黄帝说：五脏与四时变化相应，它们还分别与其他事物相归属吗？
　　岐伯说：有。
比如东方颜色为青色，跟人体的肝相应，肝在体表的苗窍是眼睛，精气蕴藏在肝里，病状常常是惊恐
，在酸甜苦辣成中属酸，跟自然界的草木是同类，与五畜中的鸡相应，跟五谷中的麦相应，跟四季中
的夏季相应，在天体中对应木星，因为春天阳气上升，所以此病多在头部发生，属于五音中的角，在
五行的成数为八，因为肝主筋，所以它的病变多在筋部发生。
另外，气味为腥臊。
　　南方的颜色是红，跟心相通，心在体表的苗窍是耳，精气隐藏在内心，味道为苦，与火同类，对
应的牲畜是五畜中的羊，对应的谷物是五谷中的黍，在四时中为夏，在天体为火星，多在脉和五脏发
病，与五音中的徵相应，其成数是七。
另外，气味是焦味。
　　中央的颜色是黄，跟脾相通，脾在体表的苗窍为，精气在脾内隐藏，对应五味中的甘，跟土同类
，与五畜的牛、五谷的稷、四时的长夏相应，在天体为土星，发病时多表现在舌根和肌内上，在五音
为宫，在五行生成数中为五。
另外，气味为香气。
　　【原文】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
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
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本黄帝内经>>

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
　　北方黑色，人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膝。
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
是以知病之在骨也。
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
　　故善为脉者，谨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
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译文】　　西方颜色为白，和肺相应，肺在体表的苗窍为鼻，精气在肺内隐藏，对应五味中的
辛，与金同类，跟五畜中的马、五谷中的稻、四季中的秋相应，在天体为金星，病变多发的部位背部
和皮毛，对应五音中的商，成数是九。
另外，气味为腥气。
　　北方的颜色为黑，跟肾相通，肾在体表的苗窍为前后二阴，精气在肾内蕴藏，味道为五味中的成
，跟水同类，对应五畜中的猪、五谷中的豆、四季中的冬季，在天体为水星，多在溪和骨发病，与五
音中的羽相应，成数是六。
另外。
气味为腐气。
　　因此，善于切按脉象的医生，能认真审察五脏六腑的顺逆交化，条理清晰地总结出阴阳、表里、
雌雄之同的相应关系，并紧记于心。
这是极宝贵的学术，不是愿意学习的人千万不要传授，不是真心实意学习的人也一定不要传授，以使
这种学术传播下去。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本文集中论述了阴阳的基本概念和规律，并广泛联系自然界和人体生埋
、病理变化的诸多征象，加以论证，故名阴阳应象大论。
本文是&ldquo;内经&rdquo;一书中论述&ldquo;阴阳&rdquo;基本概念和在医学上予以应用的重要篇章。
文中运用阴阳阐明了世界的物质性和事物的矛盾统一规律，并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天、地、人之间的联
系进行分类和归纳，从而以阴阳学说指导医疗的应用和实践。
　　【原文】　　黄帝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
也。
治病必求于本。
　　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
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
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
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膜胀。
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
　　【译文】　　黄帝道：阴阳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是万事万物的纲领和变化之源，是生长和毁灭
的根本，也是一切事物新生、成长、变化、消亡的基本规律。
所以治疗疾病时，必须探求阴阳这个根本。
　　用自然界的变化来比喻，阳气上浮，聚积成为天，阴气重浊下降，聚积为地。
阴沉静，阳焦躁；阳主生发，阴主成长；阳主肃杀，阴主收敛。
阳能产生力量，阴能赋予形体。
寒达到了极致就会转化为热，热达到极致就会转化为寒；寒气能产生浊阴，热气能产生清阳。
清阳之气下降而不能上升，就会发生泄泻症。
浊阴之气上升而不能下降，就会gl发胀满症。
这是阴阳的常异变化而导致的疾病的逆顺之别。
　　【原文】　　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
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腑。
　　水为阴，火为阳。
阳为气，阴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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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
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
　　【译文】　　因此。
大自然的清阳之气上升成为天，浊阴之气下降成为地；地气蒸腾上升成为云，天气凝结下降而为雨；
雨是由地气上升后所成的云转变来的，云是由天气所蒸发的水汽形成的。
人体也是如此，清阳之气出于耳、目、口、鼻等上窍，浊阴之气出于前、后阴等下窍；清阳之气向外
发泄于腠理，浊阴之气内归于五脏；清阳之气充实四肢，浊阴之气归流于六腑。
　　以水火划分阴阳，水属阴，火属阳。
阳是无形的气，阴则是有形的味，食物属阴。
食物能充养身体，而形体的生成又必须依靠气化的功能，功能是由精产生的，也就是说精可以化生功
能。
精又由气化所产生，因此形体的充养全部依靠饮食，饮食经过生化而形成精，再经过气化作用充养形
体。
假如饮食不节制，就会损害形体，功能不正常也会亏耗经气，精可以产生功能，饮食没有节制，功能
也会受损害。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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