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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典，应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范之作，充分体现关心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经世治国”精神。
它包含的范围十分宽泛：有古人关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探索与总结；有历代史学大家对当世政治
军事、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真实记录；也有古人抒发真情而传唱至今的诗词歌赋；还有那些汇集自身
与前人经验而成的、对后辈子孙的谆谆教诲之言。
它们或蕴含着古圣先贤们的智慧深见，或承载着古人对人生、世态的感悟感慨，或记录着曾经一幕幕
真实的历史过程⋯⋯品读这些经典，如同饮啜醇酒，回味无穷。
读者可以从中收获心得，换种角度重新品味当前的生活；也能够从中欣赏到古诗文的优美，陶冶自己
的性情；可以还原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场景，了解历史的真相；甚至可以学习古人行文中的美意巧技
，应用到自己日常的遣词造句之中，别有一番趣味。
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造就了一代代倾心尽力、总结提炼人类智力成果精粹的学子。
因此整理与复原中国经典原籍，磋商旧学，培养新知，应是我们今天的文化责任。
我们应该传承与创新文化，引领可持续的发展。
显而易见，经典的价值的确无可厚非。
但它们产生的时空毕竟离我们已过遥远了，远的有数千年以前的，近的至少也有一二百年。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阅读古代经典的时候，有必要进行思索和选择，选择最适合我们阅读、最有审美
价值的部分，这样才能让阅读更有收获，让读书的体验更为舒心。
“家藏四库系列”丛书就体察到了读者的这种需求。
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本着选取经典、还原经典的原则，从经典中选取最适读的典籍，保留下
最为精华的篇章，以高水平的文本质量，将这道经典大餐原汁原味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轻松展卷，就开始我们品味经典的阅读时间了。
原文解读既葆有古典的韵味，又让读者品读原意；栏目安排既有作者简介、题解，交代作品背景，又
有注释、译文、评析，深入地解读作品；版面设计上则讲究让读者赏心悦目。
这套丛书对自己理念阐述得十分清晰：典籍中的经典，精粹中的精华；原汁原味地将先贤智慧清晰呈
现，做到真正地便于阅读，加深理解。
阅读经典，普及经典，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谨为这套丛书作序，以表致我们对文化发展前程的远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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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帝内经(插图本)》为插图本。
它由《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组成。
其中，《素问》所论述的内容包括阴阳五行、脏象气血、腧穴针道、病因病机、诊法病证、治则治法
、医德养生，运气学说等，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有关内容，突出了古代
的哲学思想，强调了人体内外统一的整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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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黄帝问道：人有四经十二从，这是什么意思？
 岐伯回答说：四经也就是四藏，它们和春夏秋冬四季相对应，十二从是指与十二个月相应顺次运行的
十二经脉。
 脉有阴阳之别，能知道什么是阳脉，就能知道什么是阴脉，能知道什么是阴脉，也就能知道什么是阳
脉。
阳脉共有春微弦，夏微钩，长夏微缓，秋微毛，冬微石五种。
五时各有五脏的阳脉，所以五时配合五脏，则为二十五种阳脉。
所谓阴脉，就是脉没有胃气，称为真脏脉象。
真脏脉是胃气已经败坏的象征，败象已见，就可以断其必死。
所谓阳脉，就是指有胃气之脉。
辨别阳脉的情况，可以知晓病变的所在；辨别真脏脉的情况，可以知道死亡的时期。
三阳经脉的诊察部位，在结喉两旁的人迎穴，三阴经脉的诊察部位，在手鱼际之后的寸口。
一般在健康状态之下，人迎与寸口的脉象是相同的。
辨别属阳的胃脉，能知道时令气候和疾病的宜忌；辨别属阴的真脏脉，能知道病人的死生时期。
只要谨慎而熟练地辨别阴脉与阳脉，临症时就不至于疑而不决了。
 所谓脉象中的阴阳，脉去为阴，脉来为阳；脉静为阴，脉动为阳：脉迟为阴，脉速为阳。
 凡诊得无胃气的真脏脉，例如肝脉，其来时形象如一线孤悬，似断似绝，或者来得弦急而硬，十八日
当死；心脉来时，孤悬断绝，九日当死；肺脉来时，孤悬断绝，十二日当死；肾脉来时，孤悬断绝，
七日当死；脾脉来时，孤悬断绝，四日当死。
 一般地说：胃肠有病，可以影响到心脾，病人往往有难以告人的隐情，如果是女子就会月经不调，甚
至经闭。
如果病久了，或者形体逐渐消瘦，成为“风消”；或者呼吸短促，气息上逆，成为“息贲”，就不可
治疗了。
 一般地说：太阳经发病，多带有寒热的症状，或者下部发生痈肿，或者两足无力而逆冷，腿肚酸痛。
若病久传化，或为皮肤干燥而不润泽，或蛮为颓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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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帝内经:插图本(增订版)》权威校本，疑难字注音，白话通解，无障碍阅读，热销四年，央视九次
报道，增订版重装上市，花最少的钱买最经典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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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经典就是那些能够影响一个民族文化和民族气质的历史典籍。
“家藏四库”丛书兼及大众收藏与通俗阅读，这种形式可以使中国历史文化经典得到普及并薪火相传
。
——汤一介“家藏四库”丛书遴选了清代《四库全书》的精华，而且每一种书在注释、译文、解读等
方面做了大量的、扎实的工作。
——傅璇琮国学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学问。
“家藏四库”是一套非常适合大众阅读的国学经典丛书。
国学的传承和发展迫切需要好的大众读本。
——毛佩琦《四库全书》浩如烟海，真正的必读经典就这百余部。
——任德山国学是相互融通的，切忌断章或是割裂。
今人只有从《周易》等原始经典入手，才能真正找到进入国学的门径。
——刘君祖先秦经典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如果我们参读西方同时代的经典，不难发现两种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诸多相似处。
希望“家藏四库”选目中可以多收录一些先秦经典。
——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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