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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中医学的理论渊源于《灵枢》《素问》两部书。
而要弄清楚中医学的理论，了解中医学的形成和演变，只有认真研究《灵枢》《素问》。
余自汉编著的《内经灵素考辨》以现存史料和出土文物为依据，系统地考证我国古代医籍“黄帝、扁
鹊之脉书”与《黄帝内经》，以及《黄帝内经》与《灵枢》《素问》的关系问题，从中可以看出东汉
以前我国医学的发展情况，以及版本沿革之一斑。
对中医学的五行、脏腑学说和经络学说的起源和形成有充分的探讨，一些精辟的见解开拓了中医基础
理论研究新的思路。
《内经灵素考辨：黄帝内经与灵枢素问》还收录了《灵枢》《素问》两书中艰词涩句的辨析，一些千
古疑窦赖以冰释。
《内经灵素考辨：黄帝内经与灵枢素问》可供中医科研、教学工作者，中医院校学生，医史研究者和
学习、研究《灵枢》《素问》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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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黄帝内经》成书基础和形成 《黄帝内经》这一书名，在现存史书中，最早见于《汉书?
艺文志?方技略》，上面写着：“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
由于《方技略》只列书目，而无篇目，更无具体内容的叙述，所以《黄帝内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
著作？
《黄帝外经》又包括哪些内容？
现在已无法确切了解，但也不是毫无踪迹可寻，因为班固在《方技略》中还有一段叙述，再结合我国
近年的考古发现，以及现存史料的记载，我们对《黄帝内经》一书的内容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下面略作论述。
第一节 “禁方书” 从现存史料以及出土古医佚书的情况看，我国最早的医药方书也和其他各类书籍
一样，最初只是一些零散的篇章，没有具体的书名和作者名，有的甚至连篇题也没有。
春秋战国秦汉的士人医家习惯称这些无具体书名和作者名的医药文献作“禁方”或“禁方书”。
如《史记?扁鹊传》说：“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闲与语曰：‘我有
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
’扁鹊曰：‘敬诺。
’⋯⋯乃悉取禁方书，尽与扁鹊。
”在这段叙述中司马迁两次提到长桑君的医书，都以“禁方”称谓，说明春秋战国统地称作“禁方”
。
我国最古的医药方书，是否像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反映的那样，只是一些零散的篇章，既无具体的
书名，又无作者名呢？
这一点已被我国近年的田野考古所证实，如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十五种古医佚书。
这些古医佚书出土时，原来都是一些零散的篇章，均无具体的书名和作者名。
现在所谓《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
《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书名，都是“马王堆汉墓医
书整理小组”为了称引方便，根据各书的内容试加的。
我国最古的医药方书无具体书名和作者名的情况，在战国中期，最晚是在秦汉之际就发生了变化。
一些远古遗传下来的篇章被一些士人医家整理、汇集、编纂并命定了书名，有的甚至冠以作者名。
如《史记?仓公传》说：“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菑人也。
姓淳于氏，名意。
少而喜医方书，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
庆年七十余，无子。
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与扁鹊之脉书。
”在这段叙述中司马迁第一次提到了我国古代医药方书的专名，还有作者名。
现在的问题是，“黄帝、扁鹊之脉书”是一部什么样的著？
它是否是在原来的“禁方”也就是一些远古流传下来的无具体书名、作者名的零散篇章的基础上整理
、汇纂后命定书名和作者名的？
若据司马迁所述“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以及“庆有古先道遗
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
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段话可以肯定，司马迁认为“禁方书”与“黄帝、扁鹊
之脉书”属同一类书，只是称谓不同，也许内容不尽相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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