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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自从发现了疾病现象，就开始探索医治疾病的方法，医疗技术便开始形成，经验也在逐渐积累。
但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这部经典之作第一次系统讲述了人的
生理规律，病理以及疾病现象的成因及诊断，治疗以及养生的原则和方法等，以“天人合一”的整体
生命观为主导思想，强调“治未病”乃医学第一要事。

《黄帝内经》将哲学思想与医学结合，并融会贯通，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古人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独特
理解，对人体各部相互联络的整体观念。

为了与您共同领悟《黄帝内经》中所蕴藏的养生精髓，本书精心编撰，将原文的深奥理论用通俗的语
言和简洁的图表、图像进行表述，使抽象概念形象化，深奥理论通俗化，复杂问题具体化。
通过一张张生动的手绘插图、图解表格，形象解读《黄帝内经》藏象、经络运行、气血津液等知识，
全方位解读疾病的病因、病理，深入浅出地讲述疾病的诊治之法和日常养生之道。

“健康”始终是大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也被认为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如何抵御疾病，如何延年益寿，这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理想，更是所有人努力实践的方向。
所以，请跟着《黄帝内经》进行身体内部探秘吧，挖掘身体健康的源
 泉，寻找身体健康的妙法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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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欣，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主任医师。
长期从事研究生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学位课程“《黄帝内经》研究”、
“《温病条辨》研究”的主讲教授，对辨证论治理论及临床应用有深入系统研究，擅长运用中医药系
统理论诊治疑难病症，著有《中医辨证论治教程》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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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藏象学说主要包括脏腑，经络和精、气、神三部分。
脏腑又由五脏、六腑和奇恒之腑组成。
五脏，即肝、心、脾、肺、肾。
六腑，即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和三焦。
奇恒之腑也属于腑，但其功能又异于常，系指脑、髓、骨、脉、胆和女子胞，这里的胆既是六腑之一
，又属于奇恒之腑。
脏腑虽因形态功能之不同而有所分，但它们之间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合作、相互为用的。
 藏象一词中，“藏”是指藏于体内的内脏；“象”指表现于体外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现象。
所谓“藏象”，即藏于体内的内脏所表现于外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现象。
例如肺藏于体内，是脏；而呼吸是其生理功能，咳嗽、气喘则是其病理现象。
可以说，呼吸、咳嗽和气喘分别是肺所表现于外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现象，也就是肺的“象”。
通过对“象”的观察，可以推测“脏”的状态。
 经络系统可以分经脉、络脉和腧穴三部分。
经脉有十二正经：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
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
十二经脉首尾相连如环无端，经气流行其中周而复始。
另有同属于经脉主干但有别于十二经脉的奇经八脉：督脉、任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
维脉、阳维脉。
经脉之间相互交通联络的称络脉。
其小者为孙络，不计其数；其大者有十五，称十五络脉。
腧穴为经气游行出入之所，有如运输，是以名之。
 精、气、神为人身的三宝。
精，包括精、血、津、液；气，指宗气、元气、营气、卫气；神，指神、魂、魄、意、志。
精和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气和神又是人体复杂的功能表现，也可以认为气为精之御，精为神之
宅，神为精气之用。
 病机学说 病机学说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转归及变化等内在机理的学说。
现从病因、发病和病变三方面加以叙述。
 病因：引起人发病的原因。
风雨寒暑为“六淫”的概括；阴阳喜怒乃“七情”的概括；饮食居处即“饮食劳倦”。
可以认为这就是后世三因说的起源。
 发病：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病变：疾病的变化是复杂的，《黄帝内经》概括病变也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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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解黄帝内经(套装共3卷)》为你解开医学巨著的健康奥秘，融汇内养外护的养生精华，聆听智者的
精彩解析，挖掘身体健康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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