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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前言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典籍，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
本内容，反映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和学术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
医学史上的著名医家和医学流派，都是在《内经》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内经》为医
学之祖。从形式结构上看，《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十八卷、各八十一篇。《黄
帝内经》之名出现于史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该书是以黄帝和岐伯等人对话的形
式写成的，给人造成了作者似乎就是黄帝和岐伯等人的印象。但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云：“世
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所以自宋代疑古之风兴起以来
，很多人认为《内经》并非黄帝所作，黄帝、岐伯等仅是托名而已。宋司马光说：“谓《素问》为黄
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
取重耳。”（《传家集·书屋》）明方孝孺也说：“世之伪书众矣，如《内经》称黄帝，《汲冢书》
称周，皆出于战国、秦汉之人。”（《逊志斋集·读三坟书》）从现存《内经》的内容来看，篇中不
但引用了《奇恒五中》、《阴阳从容》、《揆度》、《明堂》、《上经》、《下经》等《内经》成编
前的古代医经著作，而且在内容上表现出许多分歧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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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内容概要

《黄帝内经(套装共2册)》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典籍，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医学理
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反映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和学术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中医学史上的著名医家和医学流派，都是在《内经》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
内经》为医学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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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章节摘录

人们多患中气虚寒，胠胁疼痛，少腹痛，腹中鸣响，大便溏泄。在气候方面，冷雨不时下降，在天上
相应的金星光明，五谷中青色的谷物不能成熟。如遇阳明司天，金气抑木，木气不能行其政令，失去
应有的生气，草木在夏秋再度繁荣，生化之气就显得峻急，因为燥土二气俱盛，在天上相应金、土二
星光明，所以草木开花结实的过程非常急促，很早就凋谢。木气受克制，其子气火气来复，就会炎热
如火，湿润的变为干燥，柔嫩脆弱的变为干枯焦槁，枝叶从根都重新生长，而致开花结实并见。在人
体则热气郁于皮毛，多病寒热、疮疡、痹疹、痈痤。在天上相应金、火二星光明，在五谷则外强中干
，秀而不实。白霜提前下降，肃杀之气流行，寒雨非时，损害万物，味甘色黄之物多为虫蛀。在人则
脾土受邪，火气后起，心气亢盛较晚，火气克金，金气被抑制。谷物不能成熟，疾病多是咳嗽鼻流清
涕。在天上相应金星与火星光明。岁火不及，寒乃大行，长政不用，物荣而下①。凝惨而甚②，则阳
气不化，乃折荣美，上应辰星。民病胸中痛，胁支满，两胁痛，膺背肩胛间及两臂内痛，郁冒朦昧，
心痛暴瘖，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屈不能伸，髋髀如别③。上应荧惑，辰星，其谷丹。
复则埃郁，大雨且至，黑气乃辱，病鹜溏、腹满，食饮不下，寒中肠鸣，泄注腹痛，暴挛痿痹，足不
任身。上应镇星、辰星，玄谷不成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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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编辑推荐

《黄帝内经(套装共2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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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精彩短评

1、给朋友买的，他说这是他早想要的一本书，原文、翻译、注释结合自然，做到了对祖国典籍释译
的尊重，让炎黄人传承祖国医学知识更加容易。赞
2、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医学文献。
3、我之前没看看过相关的书籍，不好评论这书全不全，正确不正确。抽空看了一些。因为我之前浅
略得看过周易和道德经。所以看到这书的内容是终于揭开了之前对我来说一直模棱两口的一名
词..&quot;天人合一”。道家讲道，讲师法自然。所谓人发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要让我们
顺因自然。随即便有了天人合一这个词。但我不明白怎样才叫天人合一。以前模糊的概念就是融入自
然。但还是很玄乎。啥叫融入自然。在读到皇帝内经是终于为着困惑我许久的问题揭开了一角。周易
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就是相对却又相生的阴阳。他们不断的转换着，就如太阳与月亮不断
的交替循环一样。那黄帝内经怎么让我们做到天人合一呢，用我的理解来打个比方。白天我们认为是
阳，晚上我们认为阴。活着的人我们谓阳。死人我们谓阴。所以。作为阳的活人。在白天我们活动。
到了阴气重的晚上我们就休息不再活动。这是我们至今没变的遵循大道的行为。也就是所所的天人合
一。与自然同阳，与自然同阴。随即达到养生的效果。。。
4、后半部分讲到怎么把脉就完全看不懂了。。。
5、可惜现代人没法全部参透了
6、《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
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灵枢》是《素问》不可分割的姊妹篇，内容与之大体相同
。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1]
《黄帝内经》基本精神及主要内容包括：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预
防养生和运气学说等等。“整体观念”强调人体本身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同时人体结构和各个部分
都是彼此联系的。“阴阳五行”是用来说明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藏象经络”是以研究人
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病因病机”阐
述了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是否发病以及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诊法治则”是中医认识
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预防养生”系统地阐述了中医的养生学说，是养生防病经验的重要总结。
“运气学说”研究自然界气候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指导人们趋利避害。[1]
《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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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王冰认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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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而成了至今行世的《黄帝内经素问》。当然世上
还存在有元代胡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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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仍王冰之旧。[2]
7、皇帝内经不愧是中国的文化宝贝啊，值得收藏
8、很古~
9、《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
枢》两部分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反映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和学术思想。《黄
帝内经》具有医学哲学思想指导意义，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在中医地发展中有效地指导着中
医的临床实践，这部宝贵的医学典籍，是医学的经典，慢慢品读！
10、我很喜欢的一套书，包装精美，纸张也很好，赶上年中活动购得此书，很值得。现在讲健康养生
，讲治未病，《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医学典籍，是当今健康管理工作者的
指南。我会继续在当当网关注并购买这方面书籍的。
11、找了半天，这个版本是我觉得编的最认真的一版，颇有启功版红楼梦的感觉。
12、唉，害我睡了一天冬天。
13、去年的六月份买下了《黄帝内经》，遗憾的是那个是盗版的，虽然盗得很漂亮，精装，价格也实
惠。但是这个是正规出版社的版本，而且装帧很让我满意，表面是黄色正符合我的意思。之前买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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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个纸质很好，但是封面是全黑，这让我感到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再在封面画个八卦图，很反胃。 

所以，未免不是一个大大的遗憾。我之前关注《黄帝内经》很久了，出于没有很好的版本，所以才下
定决心买那个的。那是我第一次买盗版书，这套书来得迟了点。不过依旧是好书，我买的那套虽然是
精装，也有解释，?是没有注释。所以，可能的话，我也是会买下这套书的。 

《黄帝内经》是中国的医学经典，习惯了西医的我们，总是忘了中医的伟大。其实，中医是很强大的
，所以呢，我们不要一味地追求外国的东西，外国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也不一定都是好的，很多
时候，国内的东西很不错。而且会越来越好⋯⋯支持中医！
14、两大本，厚实！这是中国医学的基础和骨架。我不是搞医学的，最近一直喜欢看古文，想知道，
我们的老祖宗，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他们脑子里曾经装载过什么，中国汉语是怎样发生的，中国智
慧是怎样一个存在。所以买了些书，看了后，收获很大。这本皇帝内经是我的第三本了。三套里两套
是中华书局的，另一本是医学大家郭霭春的注本，都是非常好的本子，各有其妙！推荐大家看看。必
有收获！
15、本书版本权威，注释简明，翻译晓畅，硬面精装，装帧高雅，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者的案头必备
书。
16、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医学典籍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典籍，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的基本内容，反映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和学术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医学史上的著名医家和医学流派，都是在《内经》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内经
》为医学之祖。
　　从形式结构上看，《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十八卷、各八十一篇。《内经》
的学术理论体系是古代医家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在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由于其理论体系的
科学性和实践性，千百年来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内容又不
仅限于医学，而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天文、地理等学科密切相关，是一部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
著作。
　　本书版本权威，注释简明，翻译晓畅，硬面精装，装帧高雅，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者的案头必备
书。
17、中华民族的经典文化，中国的医学不仅仅是医学，而是哲学，她包罗万象！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
下了这么好的精神文化遗产！
18、五脏损伤，或情志过于偏颇，所以睡眠不安宁。人若不能消除这两种原因，便不能断绝卧不安的
病。形体充实而皮肤柔软的人，多长寿；形体充实而皮肤坚紧的人，多短命。如果形体充实而面部颧
骨不突起的人，骨胳必小，骨胳小的多短命。形体充实而臂腿臀部肌肉突起坚实而有肤纹的，称为肉
坚，肉坚的人多长寿；形体充实而臂腿肌肉没有肤纹的，称为肉脆，肉脆的人多短寿。这是自然界赋
予人生命所形成的形体与生气的自然状态，可据此来判断人的寿命长短。医者，必须了解形体与生气
的状态，然后可以临床治病，判断死生。大凡疾病的发生，都是因为风雨寒暑，房事过度，喜怒不节
，饮食不调，居处不适，大惊猝恐等，导致了血气分离，阴阳衰败，经络闭绝，脉道不能，阴阳逆乱
，卫气滞留，经脉空虚，气血紊乱，人体失去正常状态。
19、中华书局的书果然不错，装帧很精美，看着也舒服，纸张和印刷都很好，字体也比较大，看着不
累。上下两册，挺厚实的，一共1400多页呢，当当的价格很给力。这次要夸一下当当，是拿纸盒子包
装的，不是塑料袋了。最近国学比较热，黄帝内经主要从医学和养生两个方面，给后人很大的参考价
值。老公叫我买来看看。古代文化还是真的源远流长的。文章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也是原文，接着
是注释，再接着是译文，就算看不懂原文，看看译文也能理解了。对养生方面应该有很大参考价值。
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看看。
20、天气地气人气
21、很久以前就想买内经的全本了,但是市场上的大多是精选本,今天刚收到,大概看了下,心里很兴奋,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一定认真研读.
22、至道之宗
23、解读错误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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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24、没有基础读起来还是很吃力的
25、是中国所有医学的经典，医学的理论之母，看懂此书，上能养生、中能防病、下能治疾病！
26、向经典致敬。本书全两册是中华经典书籍，我是刚刚踏入医学领域的菜鸟，翻看这两本书受益颇
丰，从点滴学起。
27、粗读，小获，内经正是易学象数理的医学解读，和太极拳的易上身本源无二，中医的三阴三阳，
中药的君臣配伍，本质还是阴阳之衍化。作为没有医学基础的人，中医名词实难理解，经络空窍更觉
抓瞎，下次读要打一个经络穴位示意图，此次只略记住一点理论，等闲时务必多读几遍，易经基础必
须扎实方能善进。
28、这经典的东西，不能一下子消化掌握的，得慢慢地领会。很喜欢这样的形式，一段原文一段注释
。配合徐文兵老师的《黄帝内经》现学现用，《黄帝内经》四季养生，就很好理解并能运用了。
29、全面阐述中医学理论体系，反映了中医学理论原则和学术思想
30、还是挺好的，给爸爸买的，爸爸说皇帝内经是中医基础，对于他这样的中医医生研读后还是有所
收获，喜欢中医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
31、市面上黄帝内经的书不少，但很多不是全本。这本是全的，注译都有，字号合适，装帧结实，值
得推荐！
32、《内经》的原文不仅语言描述好，而且里面的医学思想也很深刻。这本书不仅仅外壳漂亮，也不
仅仅是做个文言文翻译，更重要的是能够做出注释，让读者懂得这些古文词汇的内涵。
33、其内容又不仅限于医学，而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天文、地理等学科密切相关，是一部关于哲学和
自然科学的综合著作。注释简明，翻译晓畅，硬面精装，装帧高雅，是很好的案头书。
34、分享一下个人学习书籍
郭霭春《黄帝内经校注语译》素问与灵枢各两本——以这个为主，很喜欢，郭老师是很权威的，贵州
教育出版社的；
王洪图《内经讲义》——经文实在看不懂时去找王老师，网上也有视频，他还有一套研究大成，现在
是奇货，想买啊没有，遗憾，将来一定要弄到；
姚春鹏《黄帝内经全本全注全译》2本中华书局，书很架势，很真是**，水平太次，还在序言里蔑视权
威，面目丑陋，要不是看这花钱买的这些纸张是无辜的我早就烧了；
还有人卫出版的中基、诊断、内经，内经是王洪图主编的，是精华，爱不释手，但经文不熟不要去看
。
最近又买了王洪图的《内经临证发挥》，还有人卫出版的太素校注2册和太素语译。人卫就是干这行
的，出的书都很考究、值得信赖。对了还有一本《内经知要》明朝李中梓，也是人卫的。书还没到，
期待中⋯⋯⋯⋯
35、非常不错，内经绝对经典之作
36、且不论我对#中医#的态度，单是黄帝那一句句“善”就把哥几个逗乐了一天。（非书评，纯粹的
私人题外话）
37、这本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是源泉、讲述了医学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
这里不仅可以学到中国的传统医学知识还可以学到哲学的知识⋯⋯启迪着我们的智慧⋯⋯当然因为是
文言文、所以对于译者的造诣、就是有考究的
38、黄帝内经（全两册精装），经典不用多说
39、上下两册，这应该是真正的皇帝内经了，非常不错的感觉，好好读，这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啊
40、粗略看过一遍，有许多关于针灸和穴位，以及五运六气的部分不明白，今后有些理解再来看它。
注解比较中规中矩，有些地方没有随意给出自己的理解，也挺好的。
41、好书！不用说了！支持这本，其他的黄帝内经，没有这本全面，但实际上这本书看着厚，实际上
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只有这书的13，因为有13是原文，13是注解，还剩下的才是我们现在能理解的。。
。。。。但是需要我们细细的研读，这本书一句话，蕴藏的含义挺深的，如果没有一些医学常识的话
是理解不好，所以，建议初学者还是买图解《黄帝内经》的好注明；凡是我的使用心得对您有帮助的
，就一定要给我的的评价选择有用，以示奖励！不然你在就在网上买不到好东西！谢谢！
42、该书非常好，即有原文又有翻译。读起来和理解起来都方便，对于了解我国古代的养生之道以及
个人养生都有指导意义。版本也很好，纸张以及印刷都无可挑剔。
43、中华书局就是权威呐，黄帝内经一定要看原版的，实在看不懂再看注释才能OK的。唯一小缺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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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木有具体的体位图，需要有一定中医理论基础的亲来阅读的。包装结实，到达快捷，全五分。
44、有历代注家的注解，又有整段的白话译文。对我学习内经帮助很大，不愧为内经注本里的销量冠
军
45、版式疏朗清新，美观大方。装帧设计采用布纹面精装，明快典雅，适合各阶层富有精神品位之人
士捧读收藏。
46、非常好的书，中华医学与哲学的经典，受益匪浅，不可不读的智慧
47、有人说，其实黄帝内经是一本修真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不过，他确实可以说是医学著作中的
佼佼者！
48、黄帝内经，可谓是博大精深的一本中医学书籍。涵盖的内容全面广泛，读过之后收获很多、很多
。尤其是那些让我深刻的道理。
49、《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为古代医家托轩辕黄帝名之作，为医家、医学理论
家联合创作，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以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
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
50、人的病可以自己治，太重视了反而是累赘⋯⋯
51、不错，纸张质量很好，文言、注释、白话，很完美！
52、传统经典 伴你一生
　　1. 本套丛书为全本。所收书目是经史子集中最为经典的著作，以权威版本为核校底本，约请业内
专家进行注释和翻译。注释准确简明，译文明白晓畅。
　　2. 内部结构上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各部分自然结合，版式疏朗清新，美观大方。装帧设计采
用布纹面精装，明快典雅，适合各阶层富有精神品位之人士捧读收藏。
　　3. 低定价。
53、包装质量很好，内容很丰富，有原文，有注释，有译文，既适合古文爱好者，也适合古文学习者
，而且还可以学到很多养生医学知识，是一本好书，值得推荐去读。
54、中国最早的系统而经典的医学著作！养生，防病！
55、注释简明，翻译晓畅，硬面精装，装帧高雅，是很好的案头书。
56、讲一下我的浅解吧，只看了五篇。我认为《黄帝内经》里面除了系统的阐述了人体从养生到生病
再到治疗的一系列理论。最重要的还是“不治已病，治未病”只要重视平时的养生之道才是上上之策
，再者“观天命以尽人事”因为人是天地万物中的一种，只有顺应自然去养生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包括应四时和阴阳之间的调理。说起来太复杂啦，如果中医不看内经就等于是丢了最根本的东西！
57、国学经典 ^ ^    
58、顺从自然的秩序，不违背自然的法则
59、读得不太懂，感觉太深奥了。人生哲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具体的诊疗方法像切脉、针灸还是学不
会。
60、上古三经之一，中国最早的医学巨著，文义精深，书中揭示的各种人体理论，即便在医学科技如
此发达的今天也无从解释和认识，足见其价值！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智慧结晶，更是全人类的珍贵财富
！
61、印刷质量不错，物有所值。
中国古代智慧的核心是阴阳，内经是阳阳的基础理论。
62、I
63、不愧为中华医学之大成。书籍的装帧也很好，分上下两册的出版方式就比较好；
64、作为中医爱好者的我，看了很多流行的养生保健的书，（本人文化水平偏低）。偶遇中医院的老
师，提到有机会还是读读经典，建议读《黄帝内经》，先在图书馆借着看，不甘心。这次终于赶上这
个版本打折，赶紧收了。为什么写了这个标题，因为每天晚上有时间会给孩子读本书听，有一日他竟
然提出要我给他读《黄帝内经》，想他小学生能听得懂吗？反正也是读，这样一举两得。先在五脏生
成篇中给他读了一段，还能听，竟然没有睡着。断断续续的给他读了一些，没有问过他听懂了没有，
只是感觉孩子能接受。因为我偶尔跟朋友聊天说给他读《黄帝内经》听，他能听时，他是一种很自豪
的感觉。我建议大声朗读给孩子听，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声朗读《黄帝内经》给孩子听吧。
65、精装质感很好，原文注释译文很适合阅读
66、黄帝内经内容较全，之前看的都是节选，这套算全了。喜欢读素经，里面的注释和翻译就跳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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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67、书质量很好，是很完整的版本，有注释，有翻译，正是自己想要的，十分满意，值得收藏！
68、中医学中的经典，蕴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呵呵~~希望中华书局多出些这种文白对照的经典之作
普及于大众~~
69、当初我是什么原因要看这本书？啊。。。忘记了 这书讲的什么呢？唉，也不记得了。。。
70、人应该关注自己，黄帝内经既有医学又有生活方式，有深的东西，有译文，都能看懂的。
71、《内经》，中华医药宝库里最耀眼的明灯！！每个爱好医学，保健，和热爱中华文化的人，相信
你会从中受益无穷！！书的质量不错，可放心购买。
72、黄帝内经（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医学典籍）值得一看
73、顺则生，逆则亡。如果你不去招惹，风邪不会主动来找你麻烦。阴阳调和，五行五脏。
74、给爷爷买的 首先说包装 真的很棒 精装硬壳的书皮 然后说内容 有原文有注释 有译文 非常棒！
75、中华书局版内经很经典！多数当当客户评价很公允！
76、高中读的，就图个好玩，没准练成绝世神功之类的，现在想想什么都没记住。
77、《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历
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
78、中华经典名著，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医学典籍。
79、身体躺着肝脏才能活血，所谓人卧则血归于肝，扫盲啊！
80、黄帝内经中医之精华，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体系的形成。黄帝内经是经
典，值得认真研究。
81、这本书是我国古代人民医学、思想智慧的结晶，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买给妈妈的
，妈妈很喜欢。
82、中国传统文化 医学典籍
83、一直想学中医来着，后来读了研就冷却了这件事，前几天看了一个电影《大明劫》，突然又勾起
了这个学医的念头，有些事，是忘不掉的，我是因为读了罗达伦的《古代的中医》才喜欢上中医的，
但是当时读的是电子书，趁着当当上打折，买本实体书温习一下，为书中各种中医故事而感动，中医
应该从皇帝内径开始，学医先读经典，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版本的是最好的，中华书局书质量肯定没得
说，对于经史子集的出版，肯定是国内最好的，书在快递的时候有些破损，硬壳精装版，书角破损了
，不过不影响阅读
84、挺厚的两本  需要耐心研究~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典籍，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
本内容，反映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和学术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
医学史上的著名医家和医学流派，都是在《内经》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内经》为
医学之祖
85、书很不错，纸张和版式都不错，作者的翻译还可以，不过我一般都是直接看原文的，内经这本书
价值很高
86、黄帝内经（全两册精装）（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系统和完整
的医学典籍）
87、所谓素问，就是不沾荤腥不吃肉可能是因为信仰可能是因为过敏可能是因为不忍心也可能是因为
穷吃不起肉只吃素的人问的2不啦叽莫维奇的问题。
88、黄帝内经是最早的中医学著作，也是最为经典的中医典籍，受益良多
89、中华书局的这个版本是比较不错的，应该属于朴素版。每卷的卷首有一小段{题解}，然后是每一
篇的正文，接下来是{注释}，然后是{译文}。看上去很整洁。很喜欢！
90、看内经小组推荐，这个版本相对还是比较好的，而且不是节选，花了一个礼拜终于看完，今天开
始练字抄素问篇
91、内经是经典，本书也是经典，可以当手册用。 不足之处是其中一本的精华封面边角有些破损，运
输过程造成的。
92、过过一遍。今天把这套书低价卖了，心疼。
93、早就知道《内经》需要收藏一套细细品味版的，中华书局的传统设计，简约而不简单，翻译靠谱
，文字洗练，印刷清晰准确，对这套传统文化的译本早就长草，迟早有一天要全部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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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还没有看完，只看了一小部分，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书中提到了《内经》里说的话，人类
的道德是一个退化的过程。古人的智慧真是不可估量，古代的中国人讲究天地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顺应大自然四季的变化，阴阳平衡达到养生地目的。当今的人的确退化了
，等到破坏了才想到要去保护， 为时过晚不是么。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身体，养生之余看一看古人的
德行。
95、2011年8月8日读。2011-110。
96、黄帝内经读原文的话很吃力，也需要很好的古文功底，这套书的原文有注释，有译文，如果不想
动脑筋，直接看译文即可。书不错，纸质，印刷都很好。
97、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了，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而皇帝内经就是皇冠
上的一颗明珠。
98、《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有关医学的经典之作，上面记载很多有关药理学的知识，书比较
难懂，没有一定的医学基础难以理解，不过书中记载的东西对如今还是有相当的考究意义的！再者，
该书厚实典雅，装帧大气，很具有收藏价值的！
99、持满，御神。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100、按照自然段全文翻译，还有注解，注解估计根据的是明人的本子
101、黄帝内经多以理论为主，可作古代医学入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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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P17和于术数，本书印成知于术数！P19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本书却漏掉了下字！这只是皇帝内经
第一卷第一篇中的错误！P19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本书写成：其民故自朴。钱郭霭春的 黄帝内
经素问校注语译 与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总体还不错 P31“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 该书写成
：“道者，圣人行之，愚者背之。” 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P49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本
书漏掉这句话，却把后面的“是以知病在筋也。”提到前面！ P49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本书写成
“各有攸受。” P52故善为脉者，瑾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本书漏掉两个“一”。写成逆从！ 买古人
的译注要好一些。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梅花版《黄帝内经素问》和《黄帝内经太素校注（上下）》是比
较好的两个版本。P49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
，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
其臭臊。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溪，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
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P52故善为脉者，谨察五
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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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黄帝内经》的笔记-思则气结

        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 曰：思则气结。

叶缘绕露：前段时间翻《黄帝内经》时忽然发现有通过使用流动的水沐足来清除体内负性能量的记载
，原文如下: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即气候寒凉地区的人
多有内热，除了用寒凉方药外，还要用流动的水来沐浴。气候温热地区的人多有内寒，要用温热的方
法来祛内寒。校注中说祛内热最简单的方法是在溪流里泡脚。祛内寒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火。

《黄帝内经·素问》开卷就以黄帝问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
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何也？”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而
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2、《黄帝内经》的笔记-第105页

        色味当五脏。
白当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咸。
故白当皮，赤当脉，青当筋，黄当肉，黑当骨。

3、《黄帝内经》的笔记-第334页

        厥气客于阴股，寒气上及小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于阴股。
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
寒气客于五脏，厥逆上泄，阴气竭，阳气未入，故崒然痛死不知人，气复返则生矣。
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
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
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瘅热焦渴，则竖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

4、《黄帝内经》的笔记-第102页

        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
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
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
脾之和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
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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