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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内容概要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医书中最早的典籍之一，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
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它的问世，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标志着祖国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
阶段发展到了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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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作者简介

作者：（唐朝）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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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书籍目录

黄帝丙经目录 第一卷 上古天真论一 四气调神大论二 生气通天论三  金匮真言论四 第二卷 阴阳应象大
论五 阴阳离合论六 阴阳脚论七 第三卷 灵兰秘典论八 六节藏象论九 五藏生成论十 五藏别论十一 （内
经目录） 第四卷 异法方宜论十二 移精变氯论十三 汤液醪醴论十四 玉板论要篇十五 诊要经终论十六 
第五卷 脉要精微论十七 平人气象论十八 第六卷 玉机真藏论十九 三部九候论二十 第七卷 经脉别论二
十一 藏气法时论二十二 宣明五气篇二十三 血气形志篇二十四 第八卷 宝命全形论二十五 八正神明论二
十六 离合真邪论二十七 通评虚实论二十八 太阴阳明论二十九 阳明脉解三十 第九卷 热论三十一 刺热
论三十二 评热病论三十三 逆调论三十四 第十卷 疮论三十五 刺疟篇三十六 （内经目录） 氟糜论三十
七 欬论三十八 第十一卷 举痛论三十九 腹中论四十 刺腰痛论四十一 第十二卷 风论四十二 痹论四十三 
痿论四十四 厥论四十五 第十三卷 病能论四十六 奇病论四十七 大奇论四十八  脉解篇四十九 第十四卷 
刺要论五十 荆齐论五十一 刺禁论五十二 刺志论五十三 针解五十四 长刺节论五十五 第十五卷 皮部论
五十六 经络论五十七 气穴论五十八 气府论五十九 第十六卷 骨空论六十 水熟穴论六十一 第十七卷 （
内经目录） 调经论六十二 第十八卷 缪刺论六十三 四时荆逆从论六十四 标本病傅论六十五 第十九卷 
天元纪大论六十六 五连行大论六十七 六微旨大论六十八 第二十卷 气交变大论六十九  五常政大论七十
第二十一卷 六元正祀大论七十一  刺法论七十二 亡 本病论七十三 亡 第二十二卷 至真要大论七十四 第
二十三卷 着至教论七十五 示从容论七十六 硫五过论七十七 征四失论七十八 第二十四卷 阴阳类论七十
九 方盛衰论八十 解精微论八十一 （内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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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章节摘录

版权页：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卷第一 新较正云按王足不解所以名素问之羲及素问之名起于何代按
隋书经籍志始有素问之名甲乙经序晋皇甫谧之交已云素问论病精辨王叔和西晋人撰脉经云出素问针经
汉张仲景撰伤寒卒病论集云撰用素问是则素问之名著于隋志上见于汉代也自仲景已前无文可儿莫得而
知据今世所存之书雕素问之名起汉世也历以名素问之羲全元起有说云素者本也嗣者黄帝问歧伯也方陈
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日素问元起虽有此辞羲未甚明按干年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
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而痾疾由是萌生故黄
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素问之名义或由此 启玄子次注林亿孙奇高保衙等奉敕校正孙兆重改误 上古天真
论 四气调神大论 生气通天论 金匮真言论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Page 5



《黄帝内经》

编辑推荐

《黄帝内经》是一部综合论述中医理论的经典著作。它的成书是以古代的解剖知识为基础，古代的哲
学思想为指导，通过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以及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由感性到理性，由片断到综
合，逐渐发展而成的。因此，这一理论体系在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许多重要的
理论原则和学术观点，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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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精彩短评

1、买了但看不懂
2、女子二八天癸至
3、确切的讲没有功力没有修行的人 不可能看懂黄帝内经  而看不懂黄帝内经  无法系统了解人体 疾病 
试用方法
4、超值的书，买来很喜欢
5、素问为光绪甲申京口文成堂摹刻宋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灵枢为光绪甲申黄以周校本.书
是16开的，略显大了些。美中不足，又是暴力的STO，书的右下角一侧又出现了挫伤。。。。
6、正在读，字句能通，
7、结合听喜马拉雅上的名家讲解，越发对中医养生有兴趣。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恬淡虚无，精神
内守！
8、内经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医学类书籍，学习中医最重要的是了解古人对自然万物的认知方法，建
立自己的知识框架。
9、我老了的话就在看一遍。
10、　　中医认为，对人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精液（生命之源啊！！）认为精液如果不能生儿育
女的话，是严重的损失。《黄帝内经》第一章就阐明纵欲，醉酒行房对人的危害，药王孙思邈也有“
精少则病”的警戒。
　　
　　人应该清心寡欲。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和我之前的一点想法相同。所有东西应顺应自热规律，不强行逆转。
吃东西应该适度，不过度。否则再好的东西都会变成毒药。这样，现代西医和中医就几乎是对立的了
，我现在的话，可能受高一老师的影响，支持中医。我认为西医只看到其表面，治标不治本，甚至标
都会变得越发严重。
　　
　　书里认为风是最大的恶人啊。（明明我最喜欢了）
　　
　　我很诧异在战国的时候，人们的医学知识竟然如此丰富，竟然与自然气候，天文学，梦境都一一
联系。我甚至认为，如果有人能钻研透中医的话，华佗再世什么的都不是问题。
　　
　　书里针灸的部分，貌似我就难以掌控了。就算掌握了，也不敢试。。。。。。
　　
　　
11、深爱
12、本书是影印的清朝临摹宋刻本。积德行善，治病救人，弘扬医术、医德、医道，谢谢作者，谢谢
编辑者、谢谢出版社！
13、知其要者一言而终。可反复研读之作：从则治，逆则乱，“懒”养谦遵教可，最难是处天地之和
，从八风之理⋯⋯会一直反复读下去，一点点融会贯通⋯⋯
14、“精”有两种:
    1:一种是&#34;元精&#34;,即先天之精,秉受于先天,与生俱来,为生命起源的物质.散布于身中各处,不限
定于人体下部那一小块
    .
    2:一种是&#34;浊精&#34;,也为&#34;淫精&#34;,主要有精子和精液组成,仅限存于生殖器内.
    元精与浊精的关系是:心念一动,即色念色心一起;元精化为浊精了.
15、连基本的竖排都不说明上当了看得可累了
16、养生名作，还得慢慢参悟
17、@ 石丰源
    元气（真气）是由元精化生，真气（元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也可概称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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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命活动的能量。“炼精化气”，所练之精是先天之精，是元精；而非后天的浊精（淫精）。
18、懵懵懂懂
19、看不懂⋯
20、古文，印刷质量不好。
21、把阴阳五行拿来算个命算个风水兴许能称之为伟大的传统文化，要拿它致病害人，还是把它放到
民族文化的糟粕集中营里比较安全。
22、本书合用，感觉满意。
23、黄帝内经基本上都是繁体字哟！帮朋友买的一本调理身心的书，朋友身体上出了一些状况，有时
间的时候看看有用的。就是有些文言文字句看不太懂，还有待学习！谢谢！
24、神作！
25、真的太棒。文言文看的欲罢不能。又对养生颇关注。
26、需要反复研读的书
27、只读了几页理解的并不透彻只抓了大概但已折服，十颗星。以后会慢慢继续看。
28、由于是古文，很多不懂的地方，但还是大致浏览了下。。身体和心理 的最低谷时读的，很多时候
，身体好才有好状态，而心情不好最终也的确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身体。身体要好，心情也要好。
29、中医的世界是值得去深究的
30、经典医籍
31、这边的情况，用“精气”会好得多。
32、该版本可以作为看竖排繁体的参考版本，实际学习建议用繁体横排版。
33、我是来支持《黄帝内经》的。
34、医道，事理也。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注释也很不错，循理而动，不为分外之
事。如果给我另一种人生，愿为良医。
35、身有病药石可医，更在于“治未病”，昔有扁鹊见蔡桓公，威猛有力之君死于起始小病。而夫病
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人事倏忽，岁月飘蓬，读古
之医药巨著，史之一家之言，此刻身在异乡，便有颇多感慨。愿诸君之身如松如钟，无需药石针砭，
一生平安喜乐。
36、如果纸张能再厚点，排版再大点就更完美了
37、据说是道教至高无上的典籍之一。
38、国学经典 ^ ^ 
39、过于深奥，只能给跪了
40、影印本，四拼一，清晚期善本，素灵合刊，素问是翻宋本，灵枢是黄以周校本，补齐素问遗篇。
印刷上有问题，针孔打印，像素不好，建议改胶印，成本又低效果还好
41、由医入道，古学博大精深啊。
42、有点读古代书的感觉  纸张也还可以
43、一部药书。还不错。
44、印刷质量还是不错的，虽然有一些地方有点模糊，但原文如此也不能怪出版社。只是此王冰的注
广受后人诟病，所以还是当没注的看。
45、医道也是平衡中庸之道，推荐每个人都看看。
46、很不错的，经典之作研究透彻了也是一门受益终生的学问了
47、这是影印书，繁体字不熟悉，或者古文基础不好的，不建议购买此版。但是挺适合专业人士和国
文特好之人。
48、精血、精气、精神是中医常用的说法，“精液”便是物质的精液，应当没有你所指的用法，否则
岐义太明显本意却这样生僻，实在没必要这样用。要么就说精，要么如果说“津液”的话又是另一回
事。
49、除了经络部分读不懂，其他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确实是神来之作，值得反复研读。书中强调养
生之本在于顺应天时，真乃天意不可违也。
50、书挺好的。摹宋刻的，对古文阅读水平要求较高。要是印刷能好点就更好了。
51、请把抽象的精气和具象的精液区分一下。不然就解释下女人的精液是怎么回事吧。
52、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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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53、春三月，披发缓行
54、不只是医学，还是哲学。老庄养性，此书养生。内容太晦涩，只能看个一知半解的，有空再读几
遍
55、以精化气以气通神修身养性之根基
56、那位大侠，知道是不是繁体版，作揖
57、结果发现是一本哲学书
58、不仅需要表象思维，也需要整体思维。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
，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59、去年还只觉得《伤寒论》牛掰，现在看了终于知道黄帝内经，也觉得黄帝内经是又一部横亘千古
的传世巨著，这两本书都太棒了！救人无数的那种啊！哇哇好激动
60、内经这部书本身也有很多遗漏的地方，还有一些地方已经被后世证明了有错误。但是瑕不掩瑜，
这部书体现出来的诸多思想都可以说是万事不变的真理。可惜今天的中国人没有人去关注这些思想，
这部书也只能和少数人聊聊天，实在是令人感喟的事情。
61、第二遍。重点读了点评部分。
62、不明觉厉
63、在读，前半部分不太难读懂，徐文兵和梁冬做过这本书的节目和图书。读之前以为是纯粹医学专
业书，在读过素问后，深感道教文化浓厚，比孔孟思想要逍遥快活，读读会有欲望去背诵。
64、非常受用
65、书没问题，只是不是我喜欢的，对于体弱的人来说，了解一点医理还是不错的。没选好送货方式
，怪自己，包裹仔细，送货及时，谢谢！
66、知道就好~
67、继续啃
68、吃好睡好～以后再也不用白砂糖了！
69、速度还行，但是里面的印刷不是很好
70、影印的？？ 字有点小，不适合年纪大的人看，，年轻人到时可以看，，哎，，纠结啊
71、没有读《中医基础理论》，读这本书始终如置身庐山烟雨中，难窥全貌。
72、这才是最厉害的。
73、第一本以帝王命名的书籍，可见古代生命科学是帝王之学
74、智慧。
75、经过徐文兵老师的讲解连我都世界观都改变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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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精彩书评

1、这次看，在画书中的结构脑图，昨天突然感觉用集合方式表示应该更清楚。不知道最终效果是什
么？但好像很系统，只是多个“长夏”？嘻嘻，画完再评论吧！；-&gt;
2、书一直在书架上没时间读，既然彻底变更了环境，那就彻底变更生活方式。百病必始于喜怒哀乐
阴阳饮食，关注身体本身比关注其他一切都重要。好好爱自己和家人。
3、当当买的，清代光绪年间的排版，和想象的有些区别，字迹不是最清楚，注释太小，太暗。不过
喜欢古书排版的可能会喜欢。我还想去买别的版本看看。
4、对于我这种古文功力比较差的人，让我从头到尾读完黄帝内经想想也觉得不可能。基本上是读完
第一页就放弃。但是听梁冬徐文兵先生的《国学堂》讲黄帝内经，妙趣横生，绝对引人入胜，一气呵
成。推荐久仰皇帝内经，但是一直没坚持看下去的筒子们，可以边听边看，相辅相成。
5、中医认为，对人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精液（生命之源啊！！）认为精液如果不能生儿育女的
话，是严重的损失。《黄帝内经》第一章就阐明纵欲，醉酒行房对人的危害，药王孙思邈也有“精少
则病”的警戒。人应该清心寡欲。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和我之前的一点想法相同。所有东西应
顺应自热规律，不强行逆转。吃东西应该适度，不过度。否则再好的东西都会变成毒药。这样，现代
西医和中医就几乎是对立的了，我现在的话，可能受高一老师的影响，支持中医。我认为西医只看到
其表面，治标不治本，甚至标都会变得越发严重。书里认为风是最大的恶人啊。（明明我最喜欢了）
我很诧异在战国的时候，人们的医学知识竟然如此丰富，竟然与自然气候，天文学，梦境都一一联系
。我甚至认为，如果有人能钻研透中医的话，华佗再世什么的都不是问题。书里针灸的部分，貌似我
就难以掌控了。就算掌握了，也不敢试。。。。。。
6、黄帝内经不是养生书，不是道教书，不是扯淡书，这是一本中医书！其一半是讲中医内科理论，
另一半是讲针灸理论以及使用。现在的中医多不懂汉字，故多不读内经，某些熟背病机十九条的都是
考试派，大概也就知道这十九条，强烈要求每个中医生通读这本书。现在出去说中医的都不是中医，
所谓文化学者都是对中医一知半解的外行，他们拿点中医的皮毛来说事，然后忽悠点热心听众，整天
说内经，他们知道个什么内经！让他们别看内经，根本就不是给文化学者看的东西。再说一遍，这是
医书，是最深层次的医书，爱好者请不要买，买了也多半看不懂。让初中生去看高数书他能看懂么？
就是这个道理。
7、开始读《鬼谷子》时，一直以为“盛神中有五气”的“五气”是仅仅指“五脏之气”，但今天在
背“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
。”时，突然想到，这“五气”是一个在体的映射，其实广义上来讲就像y=k(x)一样，如果x的范围取
值改变，那么k的规则依然适用。依然是“神为之长，心为之舍，德为之人”，只是在其他映射范围
内，这“神”“心”“德”又是什么吗？比如“在天”，在“声”。。。。还要看这个“神”“心”
“德”的含义去寻找。。。。。。：-》还可以用这个函数转换吗？又有点儿晕，在看看吧。。。。。
。
8、此版本非入门阅读用，要收藏，装帧又差了点，封面形式过于陈旧，简直像盗版。印刷像蒙了一
层纱，不是那么真切，墨色问题，还是版型太旧，或者是原书缩放过大？内容倒是没的说，《素问》
部分有王冰注解，《灵枢》部分则是无注解的。无标点，无古文功底者请慎重。入门级别的推荐《黄
帝内经素问》（标点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标点注释本）人民卫生出版社，都是六七十
年代的版本。内容和本版无甚差别，排版与阅读效果相对好得多。如果要深入研究《素问》，有《黄
帝内经素问校注》（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译释》（南京中医学院），人民卫生出版社近两年又
将《黄帝内经素问校释》重版，非常值得一读。关于《灵枢》，鲜有佳本，人卫社重版的《灵枢经校
释》不错，另外学苑出版社有马莳的注本，但排版、印刷和装帧均极差，不在意的，可供参考。
9、黄帝内经是中华民族流传下来的宝贵财富.它是多少代医师总结出来的经验.我们应该把它发扬光大.
我很喜欢这部书在哪能读到啊、？
10、《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其中包含生理
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病理学的理论，是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足见《黄帝
内经》内容精妙丰富，影响深远，在中医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书共分两卷：上卷《素问》偏
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以及人与自然的相应关系，譬如人体的五脏（心、肝、脾、
肺、肾）与四时（春、夏、秋、冬）、五色（白、赤、青、黄、黑）、五味（酸、咸、甘、苦、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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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对应关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心思想；下卷《灵枢》则偏重于人
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内容。《黄帝内经》中都是有关问题的理论论述，并不涉及疾病治疗
具体的药方与技术，而且古文与如今语言习惯相差甚大，理解起来难免晦涩难懂。我通读之后，也是
一知半解，所以也只能浅谈其中的养生之道了。所谓养生，就是保养身体，使人延年益寿，常葆青春
活力，通俗一点，就是长生不老。这是许多人所追求的，也是现今社会所提倡的，但却是极少数人能
够做到的。养生的“养”字正体现出养生是一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没有捷径，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达
到。当年秦始皇命徐罘携八百童男童女出海寻求长生不老药，相传徐罘只是编造了一个谎言，骗取秦
始皇的金银财宝，然后去海岛上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秦始皇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长生不老药只不过
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而已。虽说秦始皇想要凭借一颗丹药长生不老只是无稽之谈，但通过养生之道来
突破人类寿命极限的则是确有其人。清末民国初年的中医药学者李青云先生，享年256岁，他是一位素
食主义者，是世界上著名的长寿老人。这也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人类寿命极限，而那些已经超出中华
五千年历史范畴，现以无法考证的传说呢？那些传说又为养生之道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毫无疑问
，长寿的人之所以长寿，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也许他们并不懂得什么养生之道，只是恰巧他们的生活方式顺应了自然，达到了天人合一，所以自然
回报给他们无穷的生命力。如果把他们的这些生活方式总结起来，自然就形成了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大体分为四个方面：饮食起居的调节、精神上的修养、环境气候的适应以及体格的锻炼。书中以黄
帝与岐伯的对话来阐明各个问题，开篇黄帝就提出了“上古之人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
百而动作皆衰”的疑问。岐伯则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
居有常，不妄作劳。”而今时之人却是以酒为水，滥饮无度，把反常的生活当成习惯，只图一时的快
感，违逆人生的乐趣，起居作息毫无规律，所以到半百之年就衰老了。这是从饮食起居来说养生之道
。而精神上，心情要清净安闲，排除杂念妄想，以使真气顺畅，精神守持于内。如此方能“志闲而少
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皆得所愿”。也就是始终要保持心情的平和，切记不可大
喜大悲。过度的喜悦、悲伤、愤怒都会引发一些突发病，书中的这一观点也正与这一现象相吻合。乐
极生悲和急火攻心想必也是这个道理吧。环境气候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在书中《四气调神大论篇》也有
详细的阐述。该篇指出违反四时气候的变化规律，是导致疾病发生的因素，而适应气候变化，是养生
之道的关键。一年有四时，它们气候各有不同，交替变化，想要保持身体健康，就要顺应自然的变化
规律，生活方式随四时而变。春生三月是推陈出新，生命萌发的时令，万物复苏，欣欣向荣。这时应
该入夜即睡，早些起身，“广步于庭，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如
若违逆则伤肝，会使提供给夏长之气的条件不足，到夏季就会发生寒性病变。其他三个季节也是如此
，要适应季节特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来改变生活方式，否则“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
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东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
。另外体格的锻炼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经常锻炼身体可以增强免疫力，强化骨骼，使肌肉有力
，身体强健。常言道生命在于运动，因为运动可以让生命充满活力。然而就是这一人人知晓的养生方
法却不是人人都在实施。也许是城市的生活节奏太快了，人们被另外一些事情占据着时间，已经没有
空隙来留给锻炼了。不过时间总是挤出来的，如果每天都用少量的时间来锻炼而换取生命的怒放由何
乐而不为呢？养生之道，道本不难，难在坚持。所以长寿的人总是占少数的。道者，圣人行之，愚人
佩之。养生之道不过是《黄帝内经》中的一部分，我在里面看到的，对我更加有用的或许是其中蕴含
的做人处事的道理。内经中说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
，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由治病而引发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凡事
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做到心中有数，事到临头方能泰然自若，不乱方寸。
11、同样是得了癌症，约旦国王侯赛因选择了去美国做手术、放化疗，结果不到半年就死了。柬埔寨
国王西哈努克选择到中国接受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结果存活了10多年。凤凰卫视的刘海若
在英国被西医判定为植物人，她的父母选择了回国接受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结果大家都看
到了。中医一样能够治疗急性病，而且痛苦小，效果好，花费少。但是在社会价值取向以西医为标准
的情况下，西医没治好，大家认为得了该死的病，中医没治好就是治死了。在这种环境氛围中，中医
治疗得不到机会施展，也得不到法律支持保护，只能越来越萎缩。　　　　　　比如说急性阑尾炎，
西医就得手术，手术之前患者必须签字，认同如果出现了麻醉意外、失血感染等等问题，医生不负任
何责任。中医不用手术，服用汤药就能解决问题，我自己用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过3例病人，都是一副
药治愈。但是没有任何保障，万一出现一例失败，那么我的职业生涯就得结束，即便患者绝对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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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几个大夫会冒险呢？只好随大流，让病人去挨刀受苦。　　　　　　将来社会价值观改变了，
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了，中医也就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中医也就能更快发展，患者也会从中受益。
古人说：“为人父母者，不知医为不慈；为人儿女者，不知医为不孝。”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美国绝大多数州都立法承认针灸或中医，设立了学校，颁行了执照。越来
越多的保险公司也接受针灸投保，并不是他们理解了中医理论，而是民众的身体力行的呼声，以及由
此带来的商业利益。比如痛症，病人以前做10次理疗不解决问题，而接受针灸几次治疗就好了，保险
公司当然愿意省钱的治疗。中医的根本在于疗效，这是千百年来中医得以生存延续的原因，也是中医
在国外逐渐发展壮大的原因。病人可以不了解中医的理论，他的要求就是解除痛苦，且无害。美国绝
大多数州都立法承认针灸或中医，设立了学校，颁行了执照。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也接受针灸投保，
并不是他们理解了中医理论，而是民众的身体力行的呼声，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利益。比如痛症，病
人以前做10次理疗不解决问题，而接受针灸几次治疗就好了，保险公司当然愿意省钱的治疗。　　　
　目前所谓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背后其实是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有些人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自封为真理的代言人，去掌握裁判权、话语权，去谋求自身的利益。“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
理。粪尿是不干净，可是日本鬼子释放毒气的时候，八路军战士没有防毒面具，不就是用尿蘸湿了毛
巾捂在口鼻上吗？红军后继部队过草地的时候，不能是从先头部队的粪便中，拔拉出来青稞吃吗？想
必这位张某人是届时是不会这么做的。　　　　　　古代犯人受了枪棒伤，都会索要童便服用，活血
化瘀，排出瘀毒。现代医学用来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尿激酶，不就是从尿液中提取出来的吗？中医用尿
就是愚昧落后，西医用精品尿就是先进科学？这是什么逻辑？强盗逻辑。

Page 12



《黄帝内经》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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