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解黄帝内经全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图解黄帝内经全集>>

13位ISBN编号：9787530851869

10位ISBN编号：7530851861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天津科技

作者：(唐)王冰|译者:陈大为

页数：807

字数：840000

译者：王冰 注解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解黄帝内经全集>>

前言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典籍，是中国人养心、养性、养生的千杰圣典，也
是一本蕴含中国生命哲学源头的大百科全书。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它的庇佑之下生生不息一一人们能够“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今天，让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惊讶不已的是，他们刚刚兴起的如医学地理学、医学心理学、气象医
学等先进学科，却在这部2500年前的医学圣典中已有了极为完善的表述。
可见，《黄帝内经》具有永恒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应做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传承下去。
　　近数十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养生方面知
识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要想解除这些困扰，确保人体的健康，离开伏羲、神农、黄帝三位圣人的医学理论是不可能的。
但是，由于文字古奥，专业术语众多，人们很容易与《黄帝内经》这样的宝典擦肩而过。
尽管近些年许多讲解《黄帝内经》的养生类畅稍书开始涌现市场，也得到人们的追捧。
但不可讳言的是，真正能够把这本医学巨著的养生理念充分无误地普及的图书仍然太少，这本传统中
医圣典有如一座蕴藏极为富有的金矿，等待我们去挖掘。
　　本书参考了数千年来人们对《黄帝内经》的大量研究成果，不但将原有经文翻译成了使现代人容
易理解的白话文，而且结合生命科学、道家养生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们数千年来对《黄帝内
经》的研究成果，对其中或隐或显的思想采用图解的形式进行全方位解读，为你扫清阅读中的外围障
碍，解读更深入、更透彻，力求使您轻松读懂每一句话。
编者还对内文中每一章、每一个知识点进行提炼，使您一目了然，轻松把握每一章乃至每一段文字的
主要内容，降低了您的阅读负担。
　　本书不仅对经文的翻译力求尊重原文，而且图解的科学性也有专家为您把关！
别具一格的画风，将具象与抽象结合起来，使本书除了具有知识性外，还具有艺术性、欣赏性，是本
书的又一大看点。
总之，本书成功地用艺术的图解形式、生动的画面，使原书中看似艰深的哲学和中医原理，变成人人
都能触摸践行的日常生活。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保证让您轻松读懂《黄帝内经》中的每一句对话，品味原汁原味的经典，
并从中发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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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帝内经》是我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
之一，也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堪称中国第一养生宝典与第一生命智慧百
科全书。
是每一个追求健康长寿人都不应该忽视的一部奇书。
　　本书以通俗易懂的白话形式向您呈现这部中华巨典，并配以艺术性的图解方式，使本书融知识性
、艺术性于一体，让您轻松把握书中的每一个重点、难点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别具一格插画的独特风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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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素问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本篇主要以黄帝和岐伯的对话，分析了人类寿命长短的原因，
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了养生的依据——男女的生长规律，并向我们介绍了养生的四种境界。
　　上古时期的黄帝，生来就非常聪明灵活，幼小时就善于言辞，少年时对事物的理解力很强，长大
以后，不仅思维敏捷，而且忠厚诚实，成年以后，功德毕具，登了天子之位。
　　养生之道　　黄帝问岐伯道：我听说远古时代的人们，大都能活过百岁，而仍然动作灵活不显衰
老。
现在的人，年龄刚至半百，就显出衰老的迹象。
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这种差别，是由于时代和环境造成的呢？
还是现在的人们不善于养生的过失呢？
　　岐伯回答说：上古时期的人，懂得养生之道，能按照天地间阴阳变化的规律，来调整自身阴阳的
变化；使用一些正确的养生方法，饮食有节制，生活作息有一定的规律，不过度地劳累。
因此能够使精神与形体相互协调，健康无病，活到人类应有的寿命，即一百岁以后才去世。
现在人就不是这样了啊！
他们把酒当做汤水贪饮不止，生活毫无规律，喝醉酒后行房；尽其所有的欲望，耗竭他的精气，纵情
色欲以致精竭阴枯，用不正当的嗜好将体内的真气耗散殆尽。
不知道应当谨慎地保持精气的盈满；不善于调养自己的精神，贪图一时的快乐；生活作息没有规律，
所以活到五十岁左右就显得衰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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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解黄帝内经全集(白话全译图解本)》让你一次读懂中国第一养生宝典。
全析：全文翻译、逐句讲解，《素问》、《灵柩》养生学说的全面展现！
图解：全书图解、易学易懂，介绍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症
学说、诊法学说、论治养生学精要。
详解：重点提炼、难点详解，使你不必翻阅大量资料，一本看通《黄帝内经》！
中国人养心、养性、养生的必读经典。
一次读懂的完整版白话读本，一遍看会的图解版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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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