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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能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是人类健康需要之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
人们之所以选择中医，不是因为其历史悠久、内涵古老，而是因为其疗效奇特、疗效可靠。
中医疗效不是虚无想象和经验的耦合，是建立在整体、恒动两大体现宇宙运动变化规律的优势理念中
的。
这两大优势理念，主要是通过医易经典的丰富内涵得到体现的。
在中医学重新反思如何走自己的路，以期突出整体恒动理论优势的今天，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运用，
正在成为共识。
由于经典著作本身所存在的文字古奥，语言简练，文化信息密集，学术意蕴宏深，教难、学难、用更
难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医学术传承发展的重大障碍。
造成这一障碍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古今时空差异，文化发展巨变，导致了经典文化信息的隐而不彰
。
二是由于文化发展相互渗透，文化信息错综交织，导致了经典文化信息的晦而难明。
近半个世纪以来，虽然也有不少校注、语译、阐释经典类研究性成果问世，但总以随文敷陈者多，独
具卓识者少，学术的真知灼见，常常被淹没在僵化的学术风气里。
因此，对医易经典文化信息进行符合学术本旨，符合临床实际的解读，要求日益强烈。
《中医经典导读丛书》正是顺应这一时代要求而编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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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素问》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基础理论著作，是以整体观、恒动观为纲著，即是中医理论的基础，
又是中医学术的最高境界。
本书以明理知用为追求，充分解放思想，对医学与百科的紧密联系，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价值，作了丰
富多彩而又生动活泼的讨论。
力求使读者真正懂得，什么是中医学术的灵魂，什么是在箕临床工作的纲领。
　　《黄帝内经素问》全书分81篇，论述了养生保健、阴阳五行、藏象、病因病机、诊法学说、治则
学说构成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书中通过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所表达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
整体观、恒动观等，反映出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也是这部称作中医经典著作的精华所在，是
中医研究和学习的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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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第一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讨论】《内经》在此通过“上古之人”与“今时之人”对养生　
　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结果的对比分析，不仅强调了养生的重要　　性，更提出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养生五大法则：　　（1）法于阴阳。
《内经》把人与自然看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和谐整体，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人与自然
界息息相通，生命的形成和生存，根源于一年四时的阴阳消长变化。
“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
”（《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以人要想健康长寿，就必须掌握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自觉地适应自
然界的气候变化，顺应四时阴阳的变化规律，使人体阴阳与自然环境始终保持协调平衡，从而提高机
体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
本篇最后列举了“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种集养生之大成者，其方法虽然各异，
但他们都把顺应自然规律作为养生的首要前提和基本法则，即所谓“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
，“至人者，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贤人者，法则天地
，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
旨在强调养生要与天地四时、昼夜阴阳的变化相适应。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进一步指出：“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从之则苛疾不起
，是谓得道。
”人体从而却病延年，健康长寿；反之“逆之则灾害生”，违背四时、昼夜阴阳变化规律，轻则不适
为病，甚则夭折短命。
所以，《内经》认为“法于阴阳”，即指顺应阴阳变化的自然规律是最根本的养生大法。
　　（2）和于术数。
就是运用多种养生方法，锻炼形体。
《内经》既有主动练形的“导引”，又有被动按摩的“按跻”运动。
后世养生家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创造了多种运动肢体、强筋健骨的方法，如五禽戏、易筋经、八段
锦、太极拳、武术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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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天纬地论岐黄，宏观微观两茫茫。
大小乾坤气同一，内外元丹理无双。
盈缩消长寿夭尽，升降出入死生详。
洞明成败倚伏事，敢与西说争短长。
　　——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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