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外联局  
网站承建：中国日报网站 

 

 

      中国文化>中国医药>中医文献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素问》   

《黄帝内经 .素问》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医书。相传是黄帝与崎伯、雷宫等六臣讨论
医学的记述，实际是反映中国战国时期的医学成就，并非一时一人之作。唐.王冰根据当时多种
传抄不一、而又残缺不全、错误不少的本子，煞费苦心地进行大量的增补、校订工作，并加以
分类编纂和注释，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著成，历时12年。全书共二十四卷，八十一篇，给
后世学者提供了方便，为整理古典医籍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
证思想，阐述人与自然以及生理，解剖，病理，诊断和养生防病治病方面的原则问题。成为祖
国医学的基石，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临床各科诊治的依据，指引中医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后世奉为“经典医籍”，为学中医者必读之书。  

《灵枢经》    

《灵枢经》简称《灵枢》，与《素问》合称《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典医籍之
一，约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后随着医学的发展而续有补充，因而不是一时一人的创作，而是
秦、汉前祖国医学经验的总结。在二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中医伦理的主要依据，
但不是古代《内经》的原有面目。   《灵枢经》原书九卷，有专论八十一篇；内容丰富，述
涉面较广，有阴阳五行，脏腑功能，经络俞穴、针灸、刺法、病理、症状、诊断以及治疗原则
等。是研究中医学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今日所流传的是南宋史崧在公元1155年献出的“家藏旧本”。从史崧献书到今天，又经历
了八百多年，当时刊行的宋本，也早已亡失。刊本现存的最早版本是1339年元代胡氏古林书堂
刊本。目前有关《灵枢经》的著作多以明代赵府居敬堂刊本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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