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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书名与成书年代考证》

内容概要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重要医学文献，它汇集了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临床
经验和医学知识，为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较早地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全面地论述了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及疾病的预防等。因此，它又是古代医籍中运用修辞
的典范。全书言简意赅，风格警秀，为医家千古之绝唱。《黄帝内经》语言向称奥雅，需从多层次多
角度进行研究，方可得其正确的理解，其中从修辞角度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前代杨上善、
王冰、张景岳等注家虽然都曾从修辞角度对经文进行过一些训释，但尚无一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探
讨与研究，为我们留下了“前人所未发”的余地。作者从1984年始，信手翻阅《黄帝内经》，发现了
其中的一些修辞现象，久而久之，益觉其修辞的丰富多彩，兴趣更加浓厚，便动笔习作，陆续发表了
十余篇相关的文章。1992年春，应邀参加了北京中医学院王洪图教授为总主编的《黄帝内经研究大成
》的编著，承担了书中第一编第五章关于修辞研究的编著任务。该书已由北京出版社于1997年8月出版
。近年来，又多次阅读《黄帝内经》，发现原先所写的有关内容，还不足以反映出《黄帝内经》修辞
的全貌，便于2005年冬，在原有一系列文章的基础上，扩充内容，全面整理，重新编排，时经年余，
方就其稿，命名为《黄帝内经修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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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用词匠心独运　　《内经》用词的研究，主要是指其词义的选择、词音的选择、词彩的
选择，以及名称的运用等。　　古汉语的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意义，一定的用法。它的意义与用法，
是人们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约定俗成的。所以人们在使用时，必须遵循其使用的规律，不论是说话，
还是写文章，首先要考虑哪个地方要用哪个词，某个词该怎么用。古汉语的词汇是极其丰富的，要想
从广阔无边的词汇之中，选择出最恰当的词作为造句的材料，需要下一番苦心琢磨、反复推敲的功夫
，正因如此，前人曾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憾叹。何薳在《春渚纪闻》中说：“昔词人琢
磨之苦，至有一字穷岁月，十年成一赋者。”这里虽有过分夸张之嫌，但也体现了前人在用词上所付
出的心血。古人在选词方面留下了许多佳话，大家最熟悉的要算是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了。
宋洪迈云：王荆公绝句：“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几时照我还？
”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日：不好。改为“过”，复圈去，
而改为“人”，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容斋续笔》卷八）杨树达先生云
：“绿字具体，使人印象深刻，故佳。”（《中国修辞学》）《内经》经过古代几代人的修改，是集
体智慧的结晶，当有许多改字的故事，然而由于时代的久远，却没有留下相关的佳话，甚感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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