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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帝内经》由《素问》和《灵枢》组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大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时期
，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祖国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始终指
导着祖国医学的发展，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素问》共24卷，81篇，所论内容十分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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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素问》成书较早，又经历代传抄翻刻，以致误脱衍倒，文失其真，故校勘研究者代不乏人。
然因受到时代的限制和个人理解的偏颇，现仍存有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以致给阅读理解本书带来一
定困难。
为此，本次重新对该书进行了整理，选用193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校勘铅印本为底本，参考了现存多种
版本和相关简字、俗写字、古今字则进行了统一处理。
本次整理的目的，在于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并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改正书中明显的误
字，以便为读者学习研究本书提供规范的版本。
另外，本次整理于书末附有重要词语索引，以方便读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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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代华，男，生于1942年12月，教授。
担任全国中医文献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多年来从事中医医史文献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临床文献。
　　在对中医临床各科常见疾病古今文献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利用计算机和现代统计学研究方法
，对常见疾病古今方药进行了系统研究，聚类出许多新的方剂，筛选出大量最常用的药物，为中医临
床、科研和新药开发提供了宝贵而可信的资料。
对中医证候的形成提出了新观点，认为病因、病位、体质是构成中医证候的三大要素，只要对上述三
大要素进行规范，就能建立中医统一的辨证方法，从而提高中医治疗效果，目前已经做了大量基础工
作。
　　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点校大量中医古籍，近年主编5部，副主编3部，主校著作10
余部，并参加了《中华本草》、《针灸甲乙经》、《素问校释》等大型中医著作的编写和文献整理工
作。
其中主编的《实用中药辞典》近500万字，反映了当代中药发展的最新成果。
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基础医学一等奖1项、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
奖1项，山东省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
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各10余名，现带博士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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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　　黄帝问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心私虑之。
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
岐伯对曰：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弦绝者，其音嘶败；木敷者，其叶发；病深者，其声哕。
人有此三者，是谓坏府，毒药无治，短针无取，此皆绝皮伤肉，血气争黑。
　　帝曰：余念其痛，心为之乱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闻之，以为残贼，为之奈何？
岐伯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
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
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能存八动之变者，五胜更立；能
达虚实之数者，独出独人，呿吟至微，秋毫在目。
　　帝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天地合气，别为九野，分为四时，月有小大，日有短长，万物并至
，不可胜量，虚实呿吟，敢问其方？
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
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黔首共余食，莫知之也。
一日治神，二日知养身，三日知毒药为真，四日制砭石小大，五日知腑脏血气之诊。
五法俱立，各有所先。
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
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
　　帝曰：愿闻其道。
岐伯日：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脏已定，九候已备，后乃存针，众脉不见，众凶弗闻，外内相得，
无以形先，可玩往来，乃施于人。
人有虚实，五虚勿近，五实勿远，至其当发，间不容瞚。
手动若务，针耀而匀，静意视义，观适之变，是谓冥冥，莫知其形，见其乌乌，见其稷稷，徒见其飞
，不知其谁，伏如横弩，起如发机。
　　帝曰：何如而虚？
何如而实？
岐伯曰：刺实者须其虚，刺虚者须其实。
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
　　八正种明论篇第二十六　　黄帝问曰：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焉，今何法何则？
岐伯对曰：法天则地，合以天光。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
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
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
，形独居。
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
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
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
因天之序，盛虚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
故日月生而泻，是谓脏虚；月满而补，血气扬溢，络有留血，命日重实；月郭空而治，是谓乱经。
阴阳相错，真邪不别，沉以留止，外虚内乱，淫邪乃起。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
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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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正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以时至者也。
四时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气所在，以时调之也。
八正之虚邪，而避之勿犯也。
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脏，工候救之，弗能伤也。
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
　　帝曰：善。
其法星辰者，余闻之矣，愿闻法往古者。
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针经》也。
验于来今者，先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以候气之浮沉，而调之于身，观其立有验也。
观于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而工独知之，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四时气之浮沉，参伍相
合而调之，工常先见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日观于冥冥焉。
通于无穷者，可以传于后世也，是故工之所以异也。
然而不形见于外，故俱不能见也。
视之无形，尝之无味，故谓冥冥，若神仿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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