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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郭霭春中医经典白话解系列”丛书包含《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黄帝内经灵枢白话解》、
《难经集注白话解》、《伤寒论校注白话解》、《金匮要略校注白话解》5种。

　　《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一书是对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素问》的注释和白话解，体例上分为原文
、注释、白话解三项内容。
本书参考多种善本及诸家注本，注释简明扼要，白话解通俗易懂，在词义、句式、词序上与经文相互
对应，深刻揭示了《黄帝内经素问》原文的奥旨。
本书对学习和精研《黄帝内经素问》具有较好的辅助作用，适合中医药院校学生、中医药从业者及广
大中医药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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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霭春（1912-2001），天津人，我国著名医史文献学家、中医学家、史学家、诗人，天津中医学
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郭先生长期从事教学、临床、医史研究及文献整理工作，是中医文献整理研究的一代宗师。
被誉为“黄帝内经”研究整理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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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提要]　　本篇专论咳嗽，对各种咳嗽的病因、症状、治疗等问题，作了讨论。
其中所提出的“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一语，指示人们在治疗咳嗽时，应根据症状，分别施治，更有
重要意义。
　　黄帝问曰：肺之令人咳何也？
岐伯对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帝曰：愿闻其状。
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㈩。
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
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
人与天地相参，故五脏各以治时，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则为泄为痛。
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
　　[注释]　　[1]邪气以从其合也指风寒等邪气侵袭于皮毛，再深入于肺。
　　[2]外内合邪“外”，指皮毛感受风寒邪气。
“内”，指胃有寒饮食在内。
二者相合而伤肺，是为“外内合邪”。
　　[3]五脏各以其时受病五脏各有所主的时令，如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
　　[4]相参相合、相应。
　　[5]治时指五脏所主的时令，也叫旺时。
　　[6]至阴农历六月为至阴，也称季夏。
　　[白话解]　　黄帝问道：肺脏能使人咳嗽，为什么？
岐伯回答说：五脏六腑都能使人咳嗽，不单是肺脏能使人咳嗽。
黄帝道：希望听你说一说其具体情况。
岐伯说：皮毛主表，和肺是相配合的，皮毛感受了寒气，寒气就会侵入肺脏。
设若喝了冷水，吃了冷东西，寒气入胃，从肺脉上注于肺，肺也会因此受寒，这样，内外的寒邪互相
结合，留止在肺脏，就会成为肺咳。
至于五脏六腑的咳嗽，是五脏各在所主的时令受病，并不是肺在它所主之时受病，是五脏之病传给它
的。
人是和天地相参合的。
五脏各在它所主的时令中受了寒邪，便能得病，若轻微的，就是咳嗽；严重的，寒气入里，就成为泄
泻、腹痛。
一般地来说在秋天的时候，是肺先受邪，在春天的时候，是肝先受邪，当夏天的时候，是心先受邪，
当季夏的时候，是脾先受邪，当冬天的时候，是肾先受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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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帝内经素问》是中医学最古老的理论著作之一，历来受到医家的重视。
由于该书经历年代久远，辗转抄刻，鲁鱼亥豕，加上文义古奥，给学习带来了重重困难。
为此，郭霭春编写的这本《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在校勘的基础上做了简要注释，并进行白话解，以
期便于学习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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