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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灵枢经》与《素问》合称《黄帝内经》，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医学典籍。
　　《黄帝内经》较全面地总结了汉代以前我国医学的经验和理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医学的成就。
它开创了我国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
两千年来，中医的各项成就。
几乎都是在《黄帝内经》的理论原则指导下，经历代人民不断实践，逐步创造的。
丰富多彩的中医各流派的学术思想，大多是在《黄帝内经》理论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一直是我国人民保健养生和与疾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
直到今天，学习和掌握它的理论，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维护广大人民的健康，仍然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黄帝内经》不仅是研究祖国医学理论最重要的文献，而且，由于它较详尽地记述和运用了阴阳
五行的哲学思想，以及古代的天文、气象、物候等学说，所以它也是上述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参考书
籍。
它闪耀着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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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灵枢经》是《黄帝内经》不可不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容。
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全面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摄生等问题，并详叙了脏腑
、精、神、气、血、津液的功能和病理变化，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及人体内部协调统一的整体
观念，而其最突出的特点则是更翔实地阐述了经络理论和针法。
粗略地统计一下，全书八十篇专论中，与此有关的内容，占了五分之四左右，因此本书是总结汉代以
前我国经络学说和针刺技术的最重要著述，为针灸学的发展奠立了基础。
本书对该著作原文分别从提要、校勘、注释、语译、按语等编写，校勘精审，注释详明，语译通达，
是对经典著作很有深度的全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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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译]黄帝说：人的形体有异常与正常的区分，一般所说的五种形体的人，骨节有小有大，肌肉
有坚有脆，皮肤有厚有薄，血液有清有浊，藏气运行有滑有涩，经脉有长有短，营血有多有少，以及
经脉的数目，我已知道了，所有这些都是指一般劳动人民来说的，而那些王公大人，都是终日饮食精
关、养尊处优的人，所以他们的身体柔脆，肌肉软弱，气血的运行疾速滑利。
上述的劳动人民与王公大人，由于生活环境不同，体质差异也大，在治疗时，进、出针的快慢，刺入
的深浅，取穴的多少能够相同吗？
岐伯回答说：那些吃精肉关食的王公大人与吃粗食豆菜的劳动人民，用针刺治病怎能相同呢？
一般针刺的原则是，气滑的出针宜快，气涩的出针宜慢；气行懔悍的应用小针且浅刺，气涩的应用大
针且深刺，深刺的要留针，浅刺的出针要疾速。
从以上这些针刺原则来看，针刺形体壮实的劳动人民，要深刺留针，针刺形体柔弱的王公大人，要用
小针轻刺慢刺，其原因就是这些人气行疾速而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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