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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白话黄帝内经》(经典珍藏版)又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养生学巨著，与《伏羲八卦》、《神农本草
经》并列为“上古三坟”。
作为一部流传久远的古代传统医学圣典，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中国医学理论体
系，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对中医学发展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研究
价值。
它从饮食、起居、四时气候、昼夜明晦、日月星辰、地理环境、水土风雨等各个方面，确立了疾病的
诊治之法，并详细地谈论了病因、病机、精气、藏象及全身经络的运行情况，是一部统领中国古代医
药学和养生学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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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帝内经》是上古乃至太古时代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在医学和养生学方面的总结和体现，是一
部极其罕见的医学养生学巨著，与《伏羲卦经》《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上古三坟”。
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同时，也是中华传统医药学现存最早的一部理
论经典。
　　《黄帝内经》成书于大约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
全书内容是以黄帝与臣子岐伯、伯高、少俞、雷公等问答讨论的形式进行论述，之所以托名黄帝，主
要原因是受尊古之风的影响。
它清晰地描述了人体的解剖结构及全身经络的运行情况，而且对人体生理学、医学病理学、医学地理
学、医学物候学等进行了精深、全面的论述。
它从饮食、起居、劳逸、寒温、七情、四时气候、昼夜明晦、日月星辰、地理环境、水土风雨等各个
方面，确立了疾病的诊治之法，并详细地谈论了病因、病机、精气、藏象及全身经络的运行情况，是
一部统领中国古代医药学和养生学的集大成之作。
除此之外，它涉及到天文、历算、气象、生物、农艺、哲学、音乐等许多方面的知识。
　　《黄帝内经》由《素问》和《灵枢》组成，原书18卷。
其中9卷名《素问》；另外9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针经》，唐以后被称为《灵枢》，
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
每部分各为81篇，共162篇。
　　《素问》内容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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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成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渊薮。
《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其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
　　《黄帝内经》在讨论了人体生理、病理、解剖形态等以外，更注意机体功能有互相联系、互相制
约的关系，认为人体除了脏腑，还有精、气、津、液、血、脉、皮肤、肌肉、骨骼、五官等，各自发
挥自己的功能，而且组成整体，它们在发挥各自作用的时候，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更重要的
是以经络贯串了统一的整体。
　　《黄帝内经》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与医学的结合，还意味着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在医学领
域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医学经历了长时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而有可能写出符合当时科学要
求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正是用朴素的唯物观点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现象、疾
病原因、情志活动等问题，并针对神教迷信思想作斗争，它为后世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令人颇感惊讶的是，中华先祖们在《内经》里的一些深奥精辟的阐述，虽然早在2000年前，却揭示了
许多现代科学正试图证实与将要证实的成就。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大医家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均深受《内经》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无不
刻苦研读之，深得其精要，而终成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医圣。
　　现在，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与深化，《黄帝内经》的璀璨、奥秘的光辉吸引了越来越
多世界各类学者的高度兴趣。
中西方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医学家、人类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语言学家等已在《内经》的
研究与开发中获得了可喜的进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内经》所揭示的宇宙及天体运行规律与人类社会活动及生理活动规律的密切关
系，正引起世界学者的浓厚的兴趣，被称为人类的一门新兴的现代科学。
　　《黄帝内经》不仅是人类医学的宝库，也是人类科学与智慧的结晶。
人类已进入了令人振奋的新世纪，《黄帝内经》的现代化研究，无疑将给人类创造更多宝贵的财富，
推动人类社会及人类医学的迅猛飞跃。
然而，由于《黄帝内经》成书年代久远，加之竹简的错杂遗漏、多次传抄、刻印，原文中文字语句缺
漏讹误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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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黄帝内经》所包涵的知识博大精深，原文更是深奥难懂，一般读者即使借助注释也难以明白
其确切的含义。
鉴于此，我们同事几人不揣冒昧，参照多种版本，将其翻译成了现代通行的白话文，以便众多想学习
和了解《黄帝内经》的读者朋友更好的理解和吸收。
当然，由于水平有限，译文中的语句难免会出现不当之处，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排严谨，校点精当，并配以精美的插图，以达到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效果。
此外本书版式新颖，设计考究，双色印刷，装帧精美，除供广大读者阅读欣赏外，更具有极高的研究
、收藏价值。
　　编　者　　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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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唐]孙思邈　词古义精，理微
事著，得天和于未病，续人命于既危，彝伦益敦，王化兹盛，实医家之宗祖，犹吾儒之有五经也。
——［明周木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在整个黄帝文化中起着灵魂作用。
其中蕴含的“天人合一”与“心物一元”的思想，直到当代还对心理学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
——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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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话黄帝内经》(经典珍藏版)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
全书约七十万字，分为两部分《素问》和《灵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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