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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廉士君是我的发小同窗，一直锲而不舍从事中医及针灸教学与临床。
30多年来，不论人离远近.总是能得到他事业有成的一些消息，看到他的各种著述。
前不久，他传给我一部即将出版的书稿.想听我的观感。
打开一看.就是这部洋洋九十余万言的《天人合一》。
我不懂中医.但知道这本书是从全新的角度.对《黄帝内经》重新进行诠释与翻译的一部宏篇巨制。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第一经典.又是蕴藏着极其丰富而深奥的中国传统文化众多学科的知识
宝藏。
自其问世2000余年来，不仅为医者必读之圣经，也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门，专著、译本和论文力作
如云。
一向治学严谨的廉士君敢在经典头上动土，且来如此大部头，也想赶当今国学复兴、经典亲民的热潮
吗？
诠释经典的功力够了吗？
圈内同行能接受吗？
圈外普通读者能读下去吗？
带着疑问.我以一个外行读者的眼光浏览一遍书稿后，我有些释然了。
　　可以说这是一部厚积薄发、主旨犀明的力作。
廉士君30多年中医教学和针灸临床，一直是以《黄帝内经》为典籍，而且始终以探索经典的哲学观与
方法论为追求，研究颇有心得。
以前看过他的一些专论，印象中重在研究《黄帝内经》和中医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联系，对中医
用”天人感应说”来看待生命活动有过许多阐述。
强调这种感应乃是“气”、“数”即生命因素的互动共振，从而揭示了人与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原理，
揭示了脏腑经脉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揭示了生命律动的规律，揭示了中医认知人体生理
、病理的思维方式。
面对眼前这部《天人合一》，虽然确为经典的白话翻译普及版，但我明显地感到廉士君是将多年的研
究成果“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根红线彻底贯穿在书中。
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医学及其性质的认知和把握，从而也表明了他在时下纷纷扰扰的中医存废之
争中的态度，坚持了用中国文化思想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独到见解。
我想，读着这样思想内涵的书。
读者对《黄帝内经》的理解似应明了深入一些吧？
　　这也是一部写法比较科学、比较好读的书。
廉士君出生西医世家，英文很好，却笃攻中医，其尊重国学的精神可嘉。
平时手不释卷，博闻强记，曾公派国外讲学从医，长期带各国留学生，其眼界开阔、思维敏捷的素质
又使他在教学与研究中比较注意方法科学、以人为本。
《黄帝内经》年代久远，玄奥高深，历来颇多歧解，现时又逢争议，廉士君的这本书主旨在普及《黄
帝内经》，面对时间和知识基础有限的普通读者，如何引人入胜，与人收获，我看他是用了一番苦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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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的源头，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鸿篇巨制。
它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国数0千年来的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医学中的经典，
是后世的“医家之宗”。
“天人合一”是《黄帝内经》的精髓，也是后世”医家之宗”的要旨。
本书名曰《天人合一》。
正是要通过对《黄帝内经》这一医学经典的重新翻译，诠释其中深刻蕴涵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
    西哲云：“旧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对人的心智的支配，就必须根据当下的语言和概念予以重述。
”（F.V.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导论）正如中国人所说“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大约深
信训诂与考释能够发掘出新知，引人入胜的吧。
然而，对《黄帝内经》的译释，数年一度，其意义远不止于如何进一步考释，整理和发掘，而是旨在
对之进行的所谓阐释寻找一个新的视角，寻找一种新的解释。
因为解释本身是一种”受历史影响的意识”，所以，解释者的任务不仅在于清除自己的偏见，设身处
于作者原有的环境，客观地理解和把握文本的意义，而且还应提出新的问题，推进新的理解。
“天人合一”思想的挖掘，正是本书奉献给读者最新的解释和最深刻的理解。
正如德国哲学家迦达默尔（Gadamer）所说，“解释学的出发点是构筑桥梁，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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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卓廉士，1952年生于重庆，80年代获医学硕士学位，现任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重庆市针灸
学会副会长。
     
    卓廉士教授长期从事中医基础、经络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因揭示《黄帝内经》有关感应、
数术的理论而受到学术界注意。
著有《KPATчйпийп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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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
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
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
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
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
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
　　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則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按　语）　顺应天地阴阳的生活作息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
》），人与天地万物同情同构，生命一体，是中医养生学说建立的基础。
在一年四季中，天地阴阳在不断消长，春夏为阳长阴消；秋冬则阴长阳消。
司马迁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纲纪。
”人体的阴阳活动必须顺应天地阴阳消长的规律，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
；从之则治，逆之则乱”。
所以，懂得养生之道的人，“必顺四时而适寒暑”（《灵枢·本神》），顺应阴阳之气在一年之中所
形成的生、长、收、藏的四时变化，才能减少疾病，保有健康。
对四时阴阳的顺应一方面体现在生活作息上，如“春三月⋯夜卧早起⋯；夏三月⋯夜卧早起⋯；秋三
月⋯早卧早起；冬三月⋯早卧晚起”（《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养神上，即心
理的调适上。
如春季阳气初生，人体阳气萌动，应该感觉到有一种生生之气，“以使志生”；夏季阳气旺盛，天地
间阳光普照，阳光象征着温暖与施予，人则相应感到“若所爱在外”；秋季天地肃杀，万物凋零，人
应避免这种刑杀之威，所以“无外其志”；冬季天地闭藏，阳气潜伏，人则相应“使志若伏若匿，若
有私意，若已有得”。
　　养生之道除了要求人们顺应一年之中阴阳的变化之外，还要求顺应一日之间的阴阳消长。
“阳气者，一曰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曰中而阳气隆；曰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
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
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素问·生气通天论》）。
这里的阳气主要指卫气，白昼卫气行于阳分，起到捍卫体表，防御外邪的作用，夜晚卫气行于阴分，
行于肓膜胸腹之内，对脏腑起着护卫作用。
如果违反这个规律：白天睡觉，而卫阳曰行于表，所以睡眠质量不高；晚上熬夜不睡觉，则此时卫阳
已入阴分，所以会扰动阴分，导致脏腑发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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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人合一（全彩典藏图文本）》运用天人合一思想观念，对《黄帝内经》进行全新诠释与翻译
。
在翻译工作中，广泛参考历代医家的考证、注释、译文，以忠实原著发掘本义为宗旨，且注重文字流
畅清通，易读易懂。
 全书从大处入手，阐释《黄帝内经》主要精神，将天人相应、养生保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针灸
治疗、五运六气等内容，娓娓道来，深入浅出。
因此，无论是中医专业工作者、中医学院学生、研究生，还是中医爱好者、养生家、康复工作者，皆
能开卷受益、各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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