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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黄帝内经》为据，在语释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古代注疏本和现有的同类著述，比较分
析诸家的注释。
原文基本以王冰次注本为准，在部分词句上参考《黄帝内经太素》、《甲乙经》等校订。
同时，吸取了诸多同行专家的意见，对其原文及现代译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编整，力求语言通俗易懂
，力求深入浅出，使文句更加流畅，且更能体现原文的主旨与学术思想，以供研究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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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帝问日：天有八风，经有五风。
何谓？
　　岐伯对日：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
邪气发病。
所谓得四时之胜者。
春胜长夏。
长夏胜冬。
冬胜夏，夏胜秋。
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
　　黄帝问：自然界素有八风，人的经脉病变却有五脏之风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答：外部的致病邪气就是自然界的八风，入于五经而侵害五脏，使五脏发生病变。
一年的四个季节，有相克的关系，如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某个季节出现
了克制它的季节气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四时相胜。
　　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
病在心。
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
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
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
病在脾，俞在脊。
　　东风最早形成于春季，如果其邪侵入人体，病变的部位在于肝经，而症状表现于颈项；南风最早
形成于夏季，如果其邪侵入人体，病变的部位在于心经，而症状表现胸胁；西风最早形成于秋季，如
果其邪侵入人体，病变的部位在于肺经，而症状表现于肩背；北风最早形成于冬季，如果其邪侵入人
体，病变的部位在于肾经，而症状表现于腰股；和五行之土相对应，长夏处在四季的中间，所以长夏
之风即生成于四季的中间，如果其邪侵入人体，病变的部位在于脾经，而症状表现于背脊部。
　　故春气者病在头。
夏气者病在脏。
秋气者病在肩背。
冬气者病在四支。
　　故舂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
秋善病风疟。
冬善病痹厥。
　　故冬不按跻，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
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
冬不病痹厥。
飧泄。
而汗出也。
　　因此，春气之邪造成的病变多见于头部，夏气之邪造成的病变多见心脏，秋气之邪造成的病变多
见于肩背，冬气之邪造成的病变多见于四肢。
　　所以，容易患上鼻塞和鼻出血的病证的季节在春季，夏季多发生胸胁病证，长夏容易出现洞泄和
里寒的病证，秋季容易患上风疟的病证，而冬季容易患上四肢麻木逆冷的痹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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