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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经典名著全注全译系列丛书主要选择了能体现中医学理论构架的理、法、方、药和临床应用
范例的七本典籍。
这七本主要典籍是《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
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和《温病条辨》。
通过对这七本医学经典名著的全注全译，使这些奠定中医学基础的名著以通俗易懂的面目展现在热爱
中医中药的广大民众面前而被认同。
凡被民众认同的学科知识才能具有生存的土壤和无限的生命力，也才会有发展的空间和市场。
如果把发生于古代的经典医著永远尘封在神秘面纱之下，永远是“阳春白雪”，只让少数人读懂，那
么这样的经典也只能束之高阁，为了使其从真正意义上发扬光大，永远传扬，这便是我们勤勉译注这
些经典名著的缘由和动因。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科学普及是任何一门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任务，三者缺一不可。
学科的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灵魂，是提升学科品质的必要方法；是丰富学科的科学内涵，强化学科
生命力的核心；是学科的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工作和根本任务；也是解决学科学术层面的理论问题以及
技术层面应用问题的必须的手段。
学科的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应的人才来实现，所以学科的人才培养是学科发展链接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链
环，是解决学科存在、学科发展进程中技术力量的贮备。
无论是学科的学术理论或技术应用，都需要有相应的高素质、高水准的人才予以实施。
可见，人才的培养对于学科的存在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两个方面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唯独学科的科学普及工作不被人们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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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帝八十一难经》，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四大标志之一，也是与《黄帝内经》同评共论的又一部
中医经典著作。
以阐明《内经》及先秦医籍的要言大义为主旨，对于中医基础理论和诊断学、针灸学等学科的形成和
发展，贡献卓著，因而也被尊为“医经”。
　　全书以问答释难的形式讨论了81个问题，内容简要，辨析精微，特别对诊脉、命门、原气、三焦
、奇经八脉、五腧穴的属性及临床配伍运用，以及五脏虚损病、五脏积病、广狭两义的伤寒病、癫病
、狂病等的认识和“补母泻子”针法、“泻南补北”针法等的创立，发《内经》之未发，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临床意义，对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在编译时，以“注释为主，校勘为从”为原则，译文深得“信、达、雅”之旨，注释更是详
尽明了'是学习中医理论的上好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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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黄帝八十一难经》研究概述第一难第二难第三难第四难第五难第六难第七难第八难第九难第十难第
十一难第十二难第十三难第十四难第十五难第十六难第十七难第十八难第十九难第二十难第二十一难
第二十二难第二十三难第二十四难第二十五难第二十六难第二十七难第二十八难第二十九难第三十难
．．第三十一难第三十二难第三十三难第三十四难-第三十五难第三十六难第三十七难第三十八难第三
十九难第四十难第四十一难第四十二难第四十三难第四十四难第四十五难第四十六难第四十七难第四
十八难第四十九难第五十难第五十一难第五十二难第五十三难第五十四难第五十五难第五十六难第五
十七难第五十八难第五十九难第六十难第六十一难第六十二难第六十三难第六十四难第六十五难第六
十六难第六十七难第六十八难第六十九难第七十难第七十一难第七十二难第七十三难第七十四难第七
十五难第七十六难第七十七难第七十八难第七十九难第八十难第八十一难附：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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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难经》学术体系的结构内涵主要有脉学、经络、藏象、疾病、腧穴、针法六个方面。
　　1.脉学：《难经》在继承了《黄帝内经》独取寸口诊脉的基础上又有创新，使其进入了临床实用
阶段。
因此，《难经》中所论的寸口诊脉法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切脉法的先驱。
《难经》用了1／4的篇幅，从一难至二十一难主要论述脉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及其实践意义。
主要内容有四：其一，切脉独取寸口诊病的原理；其二，寸口脉的三部划分，阴阳属性及与脏腑经脉
的配属关系；其三，寸口脉的主病、预后及诊断学方法及意义；其四，经脉的长度、循行，脉、证、
色、尺脉诊的关系以及诸经气绝时人的表现。
指出独取寸口诊断疾病的原理在于寸口是“脉之大会”，是十二经经气，即脏腑之气汇聚之处；并用
阴阳理论指导脉学研究，探讨经络脏腑在寸口三部中的配合关系；以及脉有胃气、原气的重要意义等
。
提出诊脉独取寸口、脉分寸关尺三部浮中沉九候，以及切脉候阴阳、经络脏腑之气的方法，诊尺脉的
意义等。
论述了正常脉象以胃气为本、脉象随四时气候变化呈四时旺脉，并以此辨析其反常脉象。
而反常脉象有辨别脏腑疾病的十变脉、歇止脉和损至脉，有辨别寒热证的迟脉与数脉，有辨别虚实证
的损小脉与实大脉；有阴阳相乘的复溢脉和伏匿脉；还有脉证相应、色脉尺肤相应、脉证逆从判断吉
凶等。
　　2.经络：《黄帝内经》奠定了系统的经络学理论，《难经》对此内容作了简明扼要的整理和新的
补充与阐发。
二十二至二十九难从十二经脉、十五别络和奇经八脉三个方面进行了继承和发扬。
主要介绍经脉的长度，流注次序，阴阳各经气绝的症状和预后，十二经脉与十五别络的关系以及奇经
八脉的问题。
提出了手厥阴心包经是手少阴心经的“别脉”，故脏腑十一、经脉十二的观点，并对《灵柩·经脉》
篇十二经“是动”和“所生病”的含义提出独到见解，指出“是动者，气也；所生病者，血也”（二
十二难）。
其次规定了十二经脉之数（二十五难）；论述了十二经脉的长度和流注次序（二十三难），对十二经
脉气绝时的临床症状和预后进行了专节讨论（二十四难）。
十五络之数《难经》在十二正经和脾经多一条的认识上与《黄帝内经》一致，所别之处是另外的两条
别络，分别是阳跷、阴跷脉各一条，计15条（二十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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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注全译黄帝八十一难经》是学习中医的必读书，也被尊为经典而《内》《难》并称。
该书本《素问》《灵枢》以为问答，意在阐发《内经》微旨，普及《内经》关于人体生理、病理以及
疾病诊断、治疗的知识，巩固《内经》创建的医学理论体系。
此外，在脉学、藏象、经络、疾病、腧穴、针法等方面又多有创见，发《内经》所未发，从而使《难
经》具有独特的学术观点，自成体系，被后世尊为“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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