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黄帝内经脏腑养生法 中医师承黄帝
内经心得体会(精选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黄帝内经脏腑养生法篇一

中医学是我国独有的传统医学，被誉为“东方智慧”的结晶。
其中，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经典之作，被誉为中医学的圣典。
作为一名中医师，我深深体会到师承黄帝内经的重要性。在
我多年的临床实践中，不仅增进了对内经理论的理解，也收
获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第二段：对内经的认识

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的经典之一，提供了中医学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我的学习中，我深刻认识到内经的复
杂性和独特性。内经强调“阴阳学说”、“五行学说”
和“气血学说”，揭示了人体的整体性和动态平衡的重要性。
同时，内经注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许多实用的方药
和针灸方法。通过师承黄帝内经，我学到了传统医学的核心
思想，也学会了将这些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

第三段：师承黄帝内经的经验总结

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我注意到了师承黄帝内经的重要性。通
过实践，我认识到内经教导我们的是一种治愈疾病和改善健
康的整体观点。在临床上，我经常运用阴阳学说来分析患者
的疾病。诊断中，我通过观察皮肤颜色、舌苔、脉搏等指标



来判断患者体内阴阳失衡的情况。在治疗时，我借鉴五行学
说，根据患者的不同症状和体质来选择不同的方药和针灸治
疗方法。通过临床实践，我发现师承黄帝内经的方法在很大
程度上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

第四段：个人体会

师承黄帝内经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学习和实践中，我
发现传统医学的理论和方法与现代医学的观点存在着许多不
同。中医学强调整体观，追求以辩证论治为核心的医疗方式。
与西方医学的病症诊断和治疗不同，中医学更注重“未病先
防”。因此，我在实践中更加重视预防和养生，通过调整饮
食、锻炼和保持良好的心态，帮助患者增加抵抗力和防御力。
这些个人体会使我更加坚定地相信师承黄帝内经的重要性。

第五段：结论

师承黄帝内经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渊源。通过学习和应用内
经理论，我深入了解中医学的整体观，增强了对疾病诊断和
治疗的理解。通过师承黄帝内经，我相信中医学将继续发挥
重要的作用，促进人类健康的发展。作为一名中医师，我将
继续努力学习和应用内经理论，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黄帝内经脏腑养生法篇二

内经是我国古代最早保存下来的一部医学经典著作，是祖国
文化的遗产珍贵的一部分。他不但是古代祖先们对于自然灾
害与疾病作斗争的记实，同时也说明人民在实践中逐渐掌握
自然界的规律，认识疾病并逐出提高总结成功经验，进而能
更好地掌握人体的生理病理，更好地提高与疾病作斗争的能
力。

内经全面论述了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体
的生理病理及疾病的诊断防治等，不但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



确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中医学在理论体系与实践方面继
续发展的基石。被后世尊为“医学之宗”的《黄帝内经》吸
引初出入中医殿堂的我。

内经中有关人体内脏形态功能的记载很丰富，这都是经过长
期的观察与实践总结得出来的。早在先秦西汉时期就有了如
此详细的解剖知识，从此可知我国古代文化的高明与悠久的
历史渊源。在内经中就有“剖而视之”的说法，说明我国在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体解剖。内经也提出了关于血脉循环的
概况，这比西欧古罗马名医盖伦提出“血液循环的中心是肝
脏”的学说要正确，而且也要早得多。与十七世纪英国医生
哈威用科学方法证实血液循环原理早一千几百年。这为我国
在世界医学领域画上了璀璨的一页，是我们的骄傲。

古人对脏腑功能的认识是建立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运用唯
物主义哲学来概括、解析和提高，脏腑学说更是建立在阴阳
五行学说、精气学说等理论基础上。

人体的各机体内部的各脏腑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同时也是人
与外在环境的统一。脏腑的各项活动并不是孤立的，我们可
以从以下几点认识一下。

1）强调人体内部的统一。《内经》在强调整体观念时，其特
点是不重视人体的内在结构性，而强调功能的联系性。《内
经》按照各脏腑的作用性能而分归为五脏六腑，并运用阴阳
统一法则来解释脏腑之间的关系。这关系是功能的主脏气，
藏而不泻属阴，六腑功能主传化物，泻而不藏，属阳。根据
阴阳学说的概念，阳主表，阴主里。这就是脏腑的表里关系。
《灵枢》本神篇“肺合大肠——心合小肠——肝合胆，脾合
胃——肾合膀胱——”这种脏腑相结合是根据经络学说的循
环路线，每一经都属一脏或腑。如“手太阴肺之脉，下络之
肠上膈属肺。”在生理病理上这种相合也是有事实可见的，
脾和胃就是经常相互影响而致病。又如小肠有火，口舌生疮，
舌为心之苗，这我们都可以在生活实践观察和体验得到的。



此外，内经运用五行生克制化等理论来阐述和概括脉腑目的
关系。

内经认为“五藏上通七窍外合皮毛血脉肌肉，外通四肢百
骸”。这说明内脏与全身各组织也是相关的。

机体内部五脏六腑的功能相互关联但又各司所职。但都是在
心主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各肮脏组织功能才能得到平衡协
调。“主明则下安就是的印证。”

2）机体与环境的统一。《内经》明确提出“人以天地之气生，
四时之法成，”“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说明
人与天地自然的统一性。在整体观念思想的指导下。古代医
学家总结出内脏生理功能活动与外界环境变化有关。“四时
之气，更伤五脏”《素问·生气通天论》。又如“风伤筋，
燥胜风，热伤气，寒生热……”并认为“在天为风，在地为
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这都强调到了整体观念。这
种整体观念与现代一些医学的局部观点截然不同。

内经还指出了七情所生与脏腑有关联。这说明内经在精神活
动方面的内容有较丰富的记载。“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
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爱，肾在志为恐”。这说明古代医家
早已观察到七情的精神活动与脏腑有关。

“怒伤肝，喜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
爱伤肺，喜胜爱；恐伤肾，思胜怒。”这说明情志话幼不正
常可能致病，也涉及到相生相克的问题，这更能说明七情不
协调对机体有重要的影响。

内经的五脏六腑功能与现代医学体系是不相同的，我认为最
明显的是，心心除了主血脉，是血液运行的动力外，还是君
主呢。心还主神明呢，统领其他脏腑功能。同样，肺除了司
呼吸外还主一身之气，与全身水谷代谢有关，肺还主治节，
与皮毛、鼻窍声音有关。肾脏为五脏六腑之精气及生殖之精，



肾还主骨，生髓通于脑等等，五脏六腑相互关联显而易见吧。

内经五脏六腑功能与现代医学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认
为主要还是研究方法不同的结果。古代医学以生产实践经验
总结为基础，而现代医学以解剖学组织学为基础，再利用科
学仪器作试验研究得出。

以上是我作为一名初学者读了《黄帝内经》的内脏学说的几
点体会。当然，初出茅庐肯定有许多的不足，不过，让我们
共同努力，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开展祖国医学的学习，让祖
国医学继承发扬光大，让中医的明天更加辉煌！

黄帝内经脏腑养生法篇三

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医学宝库的重要篇章之一。作为中医学
的经典之作，它包含了丰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成为了
中医学发展的基石。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我深深感受到
了黄帝内经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本文将结合个人的学习和
体验，分享一些关于黄帝内经中医的心得与体会。

第二段：人与自然的关系

黄帝内经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天人相应”的理念。
在中医看来，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与大宇宙的运行规律息息
相关。黄帝内经认为，人的生理、疾病以及治疗方法都受制
于自然的规律。只有了解和遵循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才能保
持身体的健康。这使我明白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应该是和谐的，
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而不是逆天而行。

第三段：平衡与调节

黄帝内经讲究平衡与调节，提出了“阴阳平衡”和“气血调
和”的观点。阴阳相互依存、制约，维持着人体的健康。只
有在阴阳的平衡状态下，人体的机能才能正常进行。同时，



黄帝内经也强调了气血的调和，气血畅通才能使人体健康。
在临床实践中，我常将这些理论应用于调节病人的体内平衡，
通过草药、针灸等方式来调整人体的阴阳和气血，以达到治
疗的目的。

第四段：预防为主

黄帝内经强调预防为主，提倡保持身体的平衡和健康。它认
为，人体本身具有自愈能力，只有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
食习惯，才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的发生。因此，我们应该
注重日常保健，定期进行体检，及时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
保持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

第五段：综合治疗与个体化

黄帝内经强调综合治疗和个体化，提出了“望、闻、问、
切”的四诊方法。在中医治疗中，医生需要通过观察病人的
面色、舌苔、脉搏等表现，然后询问病人的病情和体感来进
行诊断。只有全面了解疾病的原因和病人的整体状况，才能
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这使我明白了中医治疗的灵活性和
个性化，应该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达到最佳效
果。

总结：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经典之作，其中所包含的医学理论和实
践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通过学习和实践，我意识到了人与自
然的关系、平衡与调节、预防为主、综合治疗与个体化的重
要性。这些心得和体会将继续指导和影响我的中医学习和实
践，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中医医生。

黄帝内经脏腑养生法篇四

寒假，我偶尔会觉得无聊。



前几天，我在书架上找到了这本《皇帝内经养生智慧》。我
怀着疑问好奇的心，从书架上拿下来，看了一会，情不自禁
的连声叫好。

翻开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皇帝内经的简要来历。简要来历
是采用皇帝岐伯、伯高、雷公等大臣的对话汇编而来的。

这本书有文字、图画、颜色、示例搭配出来，很好看。我一
连读了几十页。

读到吃饭也要讲究“先来后到”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吃饭的
顺序错了。

你们吃饭的顺序是先自己喝点甜饮料，大人们则专注于鱼肉
主菜和酒品；吃到半饱再上蔬菜，主食后面是汤，最后是甜
点或水果吗？如果是，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应该是不喝饮料先上一碗开胃汤，再吃一些清淡的蔬菜
然后上主食，最后鱼肉，此时可饮少量的酒。

但是，这种大众公认的进食顺序却是最不科学的、最不营养
的。先从甜饮料说起，这类饮料营养价值低，如果用他们给
孩子填充小小的胃袋，后面的食量就会显著减少，容易造成
孩子营养不良。

黄帝内经脏腑养生法篇五

第一段：引言（200字）

《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著名医学典籍之一，被誉为
中医学的圣典。该书涵盖了广泛的医学知识，包括疾病诊断、
治疗、预防和保健等方面。读完《黄帝内经》，我深深感受
到其中蕴含的中医智慧，不仅对我的个人健康有所裨益，更
使我对中医的认识更加深刻。



第二段：阐述健康观（200字）

《黄帝内经》强调以防为主，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
的观念。中医强调了个体的整体健康，而不仅仅是对症治疗。
通过调整饮食、锻炼身体和保持情绪平衡等方面，可以预防
疾病的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我注意均衡饮食，适量运动，
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这些都有助于我的身体健康。

第三段：强调个体差异（200字）

《黄帝内经》认为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同的，因此治疗方法
也应该因人而异。这和西方医学的一刀切的治疗方式截然不
同。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注意到不同人的身体情况是不同的，
因此对于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问题，我会结合《黄帝内经》提
倡的“辩证施治”的方法，采取因人因时的个体化治疗。

第四段：强调预防和治疗的结合（200字）

《黄帝内经》中强调了预防疾病的重要性，但对于已经患病
的人来说，治疗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医注重整体观念，治疗
疾病时既重视治标又重视治本，目的是恢复人体的平衡状态。
在我的实践中，我意识到治疗疾病不能只看症状，还要从根
本上调整身体功能，以达到健康的状态。

第五段：总结（200字）

《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医学的瑰宝，其中蕴含的中医智慧
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阅读和理解《黄帝内
经》，我对中医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体会。我学会了预防
疾病、重视个体差异、结合预防和治疗等方法，这些都对我
的个人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
了解和运用中医的智慧，将这种传统的医学理念发扬光大，
造福更多的人们。



黄帝内经脏腑养生法篇六

《黄帝内经》是全面揭示生命大道的三坟雄文，它开辟了道
法自然的天地，展示了生命之神的辉光，实现了认识史上的
奇迹。面对这么一部伟大的作品，我惊讶于古代人们的智慧
而深深地感到自己才疏学浅，所以只能截取《皇帝内经》的
一小部分——它的养生思想，来谈谈自己在阅读这本书后的
感想。

养生，也被称为“摄生”，指的是更好地保持生命，增进健
康的的方法。《皇帝内经》作为医药学的早期著作，养生学
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成分。蕴含在其中的养生思想大致可以
概括为以下几点：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
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
之始终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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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
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人来源于自然，不管人类文明如
何发展，人类终究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得要遵循
自然界阴阳四时的规律。自然界的变化，会通过温度，湿度，
阳光等等各方面影响到人体，所以养生就要顺应自然界的阴
阳消长、四时的生长收藏变化规律。

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还指出了具
体的养生方法：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俱荣，
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使志生，生而勿夺，赏
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其中“广步于庭，披发
缓行”正是体现着“生命在于运动”的思想。

“无为”最早出现于老子的道德经中，如“是以圣人处无为
之事”，“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在《黄帝内经》中“恬淡无为”的思想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



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
圣人之治身也。”《素问·上古天真论》言：“恬淡虚无，
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
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所以能
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这里说明了
“恬淡虚无，清静无为”对养生的重要性。在今天这样一个
竞争强度如此大的时代，我们更是需要回归这样一种“恬
淡”“清静”的境界，少一些忙碌，少一些名利，少一些争
吵，静静地品味生活，享受生命的快乐。这样，我们可以拥
有更平和的心态，获得平静的内心。《内经·痹论》
言：“静则神藏，躁则消亡。” 通过静养，才能将神气内藏，
达到清静内守的境界。如果反其道而行，“以酒为浆，以妄
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
时御神，逆于生乐，起居无节”，那么后果只能是“故半百
而衰也”。

中医认为发病的根本是内因，外因是发病的条件，如果人体
正气充足而不受邪则不会发病。在《黄帝内经》中也将避邪、
去害趋利作为一个重要的养生方法。《灵柩·百病始生》言：
“夫百病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它还指出，不仅自然
界的风雨寒暑雾霭要躲避，五味七情之过亦不宜。《素
问·生气通天论》言：“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
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
”《素问·举痛论》言：“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
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可以从中看出，风雨寒
暑、偏嗜五味、七情过激都会对人体产生伤害，而养生之根
本就在于去除一切有害于身体的因素。

当然，前面的这几点只是简单的概括，远没有表现出《黄帝
内经》中养生思想的全貌，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窥出它的'伟
大，这些思想是超时代的，是颠簸不破的。值得我们好好的
体会，并把它切实地运用到平常的生活中去来保持生命，增
进健康。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
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
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
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
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
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
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
“整体医学模式”（另据现代学者考证，认为今本中的黄老
道家痕迹是隋唐时期的道士王冰窜入）。 其基本素材来源于
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
的解剖学知识。

《黄帝内经》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
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
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黄帝内经》被收录于“医
经”中。

所谓“医经”，就是阐发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
防等医学理论之著作。之所以称之为“经”，是因为其重要
性。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则、一般必须学习的重要书籍称之
为“经”，如儒家“六经”，老子的“道德经”以及浅显
的“三字经”等。之所以称“内经”，并非像吴昆《素问
注》、王九达《内经合类》所称“五内阴阳之谓内”，也不
是张介宾《类经》所说“内者，生命之道”，而仅仅是
与“外”相对为言。这和“韩诗内传”、“韩诗外
传”，“春秋内传”、“春秋外传”，《庄子》的《内篇》、
《外篇》，《韩非子》的《内储》、《外储》之意相同，只是
《黄帝外经》及扁鹊、白氏诸经均已散佚不传。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也是



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相传为黄帝所作，因以为名。
但后世较为公认此书最终成型于西汉，作者亦非一人，而是
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正如《淮南
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
崇本，藉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实非一时之言，亦
非一人之手。

《黄帝内经》成书时代，古人主要有三种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晋代的皇甫谧，宋代的林亿、高保衡  等。
他们认为像黄帝内经这样科学巨著，非通晓智慧的圣贤大智
不能为之，所以必定是黄帝所作。

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宋代的邵雍、程颢、司马光、朱熹，明代
的桑悦、方以智 、方孝儒 、清代魏荔彤等。其主要理由是：
首先，将《黄帝内经。素问》与同样是战国时代的《周礼》
相比较，有许多相同之处，足以充分证明两书是同一时代、
同一思想体系的作品；其次，《史记·扁鹊传》中有关医理
的内容，与《黄帝内经·素问》的内容相类似，但却朴素、
原始得多，而《史记·仓公列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却比
《黄帝内经·素问》有所进步，由此推断：《黄帝内经》应
当是扁鹊时代以后、仓公时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时代
的作品。最后，以《黄帝内经》的文体为例，也可以说明这
一点：先秦之文，多作韵语，而《素问》中韵语的文字特别
多。

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因为
《四库全书》在中国古代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地位，这种说法
也就被许多人所接受。

明代郎瑛从夏禹时仪狄造酒的传说和“罗”出现于汉代等证
据推断《素问》产生于西汉时期。

现代中医学专家刘长林，吴文鼎 等人也持这种意见。其主要



理由是：其一，《黄帝内经》全书约计20万字，这在2000多
年前可以说是一部巨著。编著这样的医籍需要有一个安定的
社会环境，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在战事连年、七
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是不可能办到的。只有在西汉时期，随着
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为医学家编著医籍提供了现实
的条件；其二，西汉初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曰：
“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
入说。”《黄帝内经》在书名和思想内容上与“黄老学派”
的密切联系，也为只有在西汉“黄老学派”鼎盛时期才能成
书提供了佐证；其三，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仓公列传》中，
记述了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在接受老师公乘阳庆传授给他的
十种医书中，竟没有《黄帝内经》，这也足以说明《黄帝内
经》不可能成书于西汉之前。

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古人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为战国时期
较为可信。但也不能认为《素问》、《灵枢》所有篇章尽出
战国。元末明初医学家吕复对此发表过中肯的见解，认为内
经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周木
《素问纠略序》、程敏政《新安文献集·运气说》、黄省曾
《五岳山人集·内经注辨序》等人也赞同吕复。

比较科学的观点是，《黄帝内经》并不是由一个作者完成于
一个短时间内，是多个作者跨越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集结而
成：

一、先秦文体多韵语，而《黄帝内经》中一些篇章亦有不少
韵语，这些章节可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

二、与1973年长沙马王堆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1972
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压药简牍、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
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六王斌盘”和“太乙九宫占盘”相比较，
可知《灵柩》中有些篇章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有些成书于西
汉更早。



三、《黄帝内经》中引用的一些文献，如《上下经》、《睽
度》等是战国甚至更早的著作。

四、《素问·宝命全形论》中用的“黔首”一词，是战国及
秦代对国民的称呼，而《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的“相傅之
官”和“州都之官”则是曹魏时期出现的官名。

五、《灵枢》中个别篇章晚出，如《阴阳系日月篇》有“寅
者，正月之生阳也”句，故可断定成于汉武帝太初元年
（前100 ）颁布太初历之后。

六、《素问》中一些篇章用干支纪年，而采用干支纪年是东
汉之事。《素问》第七卷亡佚已久，唐王冰据其先师张公秘
本补入《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
《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
《至真要大论》，实际上是另一部医书《阴阳大论》。以其
用甲子纪年，便可断定必在东汉汉章帝元和二年（085 ）颁
布四分历之后；以其曾被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时所引
用，因此一定在张仲景之先。

七、《素问》中第七十二篇《刺法论》和第七十三篇《本病
论》，在王冰次注《素问》时已是有目无文，宋刘温舒著
《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时却将该二篇作为《素问遗篇》陈列
于后。可以认为这两篇系唐宋间的伪作。

综合论之，《黄帝内经》成书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其
笔之于书，应在战国，其个别篇章成于两汉。至于王冰之所
补与刘温舒之所附不应视为《黄帝内经》文，但依惯例认为
属于内经亦无不可。

《素问》之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
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
大论》、《胎胪》、《药录》。”



日本早稻田大学藏的黄帝内经素问

林亿、高保衡等人的“新校正”说：人是具备气形质的生命
体，难免会有小大不同的疾病发生，故以问答形式予以阐明，
这就是《素问》本义[26]  。隋代杨上善整理《内经》，迳
称为《黄帝内经太素》是颇有见地的。

《素问》自战国时代成书到齐梁间全元起作《素问训解》时，
一直保持九卷的旧制，只是到全元起注《素问》时，《素问》
的第七卷已经亡佚了。王冰认为是“惧非其人而时有所隐，
故第七一卷师氏藏之”的缘故。王冰自谓“得先师张公秘
本”，“因而撰注，用传不朽，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
十四卷”。由于王冰补入了《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
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
《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等七篇大论，并将《素
问》全文广为次注，所以才从原来的九卷大大地扩展为二十
四卷，从而成了如今流行的《黄帝内经素问》。当然还有元
代胡氏“古林书堂”十二卷刊本和明代正统年间所刊五十卷
《道藏》本，但其内容、篇目次第并无变动，一如王冰旧作。

《灵枢》最早称《针经》。第一篇《九针十二原》就有“先立
《针经》”之语，相当于自我介绍。后来又称为《九卷》，
晋皇甫谧复又称之为《针经》，再后又有《九虚》、《九
灵》、《黄帝针经》 等名。

《灵枢》一名，始见于王冰《素问》序及王冰的《素问》注
语中。王冰在注《素问》时，曾两次引用“经脉为里，支而
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络”这句话，在《三部九候论》中
引用时称“《灵枢》曰”，在《调经论》中引用时又
称“《针经》曰”，可知《灵枢》即《针经》。而其他《素
问》注中所引《针经》，皆为《灵枢》之文，则更证明了这
一点。

《灵枢》名称的演变大略如此，而其命名之义则需具体分析。



马翃和张介宾认为是因为枢机之玄奥。《灵枢》主要研究的
是针刺问题，故称《针经》；因其卷帙为九卷，故名曰《九
卷》，并因此而有《九灵》、《九虚》等名。

至于《灵枢》，虽有《九卷》、《九虚》、《九灵》和《针
经》等几个传本系统，但隋唐以后都亡佚了。宋代林亿、高
保衡等人校正医书时也因其残缺过甚而欲校不能。南宋史崧
所献的《灵枢经》虽与王冰所引之《灵枢》及王唯一所引之
《灵枢》在内容上均有所不同，但毕竟是存世的唯一版本。
史崧之所以将《灵枢》改成二十四卷，也只是为了与王冰所
注之《素问》卷数相同而别无深意。因为原本这两部书都是
九卷，所以最终都成了二十四卷。

元代胡氏“古林书堂”刊本将《灵枢》并为十二卷，也是与
其所刊《素问》十二卷本相匹配。至于明刊《道藏》本之
《灵枢》只有二十三卷而不是五十卷，则是因为《灵枢》较
《素问》文字量少的缘故。

总之，王冰次注的二十四卷本《素问》是现存最早、又经北
宋校正医书局校正的版本。

史崧改编的二十四卷本《灵枢》是现存最早和唯一行世的版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