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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帝内经素问生死条辨》将《黄帝内经素问》中有关论述“生死”的原文，共计五十五篇中的
三百十六条，逐一进行辨析。
分上、下两篇，上篇总论生死概念，下篇分论《黄帝内经素问》生死原文。
按条文在原书中出现篇目的先后排序逐条进行辨析。
辨析的格式是先译文、后辨语的形式。
其中辨语部分是对《黄帝内经素问》原文的重点与难点进行剖新。
运用的辨析工具主要有：《医古文》、《修辞学》、中西医结合理论等相关知识。
通过相关工具的运用，列举历代医家的论述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指出理解歧，义的相关原因，得出正
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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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仲毓，男，现年45岁，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大安乡人，中共党员。
先后毕业于四川省高等中医药专科学校，成都中医药大学。
1988年参加工作，曾任安居区白马镇中心医院党支部书记、主治医师，安居区观音乡卫生院院长、卫
生办公室主任。
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曾大力从事卫生事业的改革探索，受到省、市领导的肯定和重视，其事迹在
四川电视台《今晚10分》播出。
从二十余岁开始从事临床工作，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儿科、妇科、皮肤科、肿瘤科等疑难杂症
，善于采用内服、外洗外搽的方法综合治疗。
在全国名老中医李孔定老师、邵章祥老师的指导下，系统地对《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
》、《温病条辨》、《医古文》、《修辞学》、《四书五经》、《史记》等有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平常认真总结别人和自己的失误，对误诊误治有很深入的研究和体会。
　　　　范俊德，男，1970年6月21日出生，甘肃陇西人。
1988年9月～1993年7月，甘肃中医学院中医医疗专业，本科：1993年9月～2002年9月甘肃金昌化工集团
职工医院，医师、主治医师。
2002年9月～2005年7月，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老年病方向，研究生。
2002年7月～至今，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医系讲师、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2008年至今，中医系主任、书记。
发表学术论文6篇，主研省级科研课题1项，参研其他科研课题4项。
参编教材3部：《中医学基础》副主编（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美容调护学》副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中医学概要》编委（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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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总论生死的概念下篇 各论一、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二、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三、阴阳应象大论篇
第五四、阴阳别论篇第七五、灵兰秘典论篇第八六、六节脏象论篇第九七、五脏生成篇第十八、移精
变气论篇第十三九、玉版论要篇第十五十、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十一、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十二、平
人气象论篇第十八十三、玉机真脏论篇第十九十四、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十五、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
十六、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十七、宣明五气篇第二十三十八、离合真邪论篇第二十七十九、通评虚
实论篇二十八二十、阳明脉解篇第三十二十一、热论篇第三十一二十二、刺热篇第三十二二十三、评
热病论篇第三十三二十四、逆调论篇第三十四二十五、疟论篇第三十五二十六、刺疟篇第三十六二十
七、气厥论篇第三十七二十八、举痛论篇第三十九二十九、腹中论篇第四十三十、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三十一、痹论篇第四十三三十二、厥论篇第四十五三十三、病能论篇第四十六三十四、奇病论篇第四
十七三十五、大奇论篇第四十八三十六、刺禁论篇第五十二三十七、调经论篇第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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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孟子在这句话中，连续运用八个使动词：“苦”、“劳”、“饿”、“空”、“动”、“忍”、
“行”、“增益”，道出了增强人体体能的方法和步骤。
这是儒家养生修身的例子。
武术家如海灯法师修炼的“一指禅功”、“二指禅功”、“童子功”又必须精通佛家“三不漏”学说
才能达到，或者同时结合药物方能练就。
因为常人没有“增益其所不能”的种种实践和修炼方法，怎么可能达到呢？
还有佛家的“三不漏”指的是“精”、“气”、“神”不漏，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同时服用药
物，就会产生种种神奇功能或现象，值得研究和重视。
孟子的“空乏其身”是“饿其体肤”的一种现象或结果，我认为是指“腹中空”——是指不吃东西而
存活（辟谷术），最早在《史记》中有关张良的记载中有，请大家参阅《史记》。
《内经》中有几处“斋戒”的记载，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戒斋”，如孟子的“空乏其身”似的。
四川人陈健民老中医表演过绝谷49天成功了，我觉得这就是“废寝忘食”的一种状态，就是“戒斋”
。
（以上仅是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　　《内经》中提出的养生方法是有益于医学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正如秦伯未在《内经知要浅解》中所言：“提出真人、至人、圣人和贤人四个不同程度的养生家作为
例子。
圣人是神仙一流，至人是道家修炼的人，与圣人和贤人显然有区别。
这是古代医学受道家渗入的影响，只要揭去道家的外衣，对医学本质不受什么损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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