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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全书分三（或四）卷，收载药物365种，分
上、中，下三品，以对应天、地、人三界，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
    为了更全面、完美地呈现这部医学经典，《图解神农本草经》对原著进行了一系列的编辑创新：首
先，以清代顾观光的《神农本草经》辑本为底本，结合目前流传的多种版本准确译出白话文。
其次，从《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多部医书中摘取药方对每一味药进行补充，还特选其中63味药
，立足于它们与古代文明的衍生关系，以言简意赅、图文并茂的专题形式对原书进行补充、丰富。
再次，对每味药用古本线描图、现代摄影图，精美彩绘图、人体牵线图共四幅图进行阐释，力图既保
存其古典特色，又最大程度地挖掘其实用价值，使其不仅成为医学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之一，又
是现代人生活养生的居家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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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图解黄帝内经1《内经》关于生命的起源1本书的主角（1）：黄帝黄帝，生于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西
北），故称轩辕氏。
黄帝幼时聪明异常，见识渊博，才干出众，成年遂继承父亲少典被拥立为有熊部落首领，故又称为有
熊氏。
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前期，社会变革十分激烈，因此史书中留下了许多
关于他南征北战的生动记载。
在当时，蚩尤暴虐无道，兼并诸侯，当时的天下共主，“炎帝神农氏”已经衰落，酋长们互相攻击，
生灵涂炭，而神农氏却无可奈何，于是他求助于在当时年轻有为的有熊氏（黄帝）来平息蚩尤的叛乱
。
有熊氏（黄帝）欣然受命，不久黄帝与蚩尤便大战于涿鹿，“终擒蚩尤而诛之，诸侯尊为天子”，同
时取代了炎帝，成为天下的共主。
因他有土德之瑞，故被尊称为黄帝。
黄帝统一华夏后，国泰民安。
据说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善于养生的人，人们称其为“真人”、“至人”、“圣人”、“贤人”，于
是黄帝便派人四方寻访这些高人以求长生。
有一次他曾去崆峒山向得道的“仙人”广成子请教养生之道，广成子告诉他：“无视无听，抱神以静
，形将自正。
必清必静，勿劳汝形，勿摇汝精，乃可长生。
”黄帝受教之后大受启发，并将此法奉行了一生。
记载黄帝的养生之道最详细的便是《内经》了。
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养生大纲，即养生的最基本条件，要顺应自然的变化，
根据四时的寒暑变化安排作息时间；对自然界的气候变化要敏感，在春夏季节多多保养阳气，秋冬季
则要注意培补阴精；要把调摄精神情志作为养生的重要措施，做到恬淡虚无、精神内守。
也就是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由于黄帝注重养生，并且长期坚持修养，因此，他得以保全“天真之气”而活到120多岁的高龄。
岐伯，黄帝的太医，同时又是向黄帝传习医药的师长。
他出生于今甘肃的庆阳县，南宋郑樵《通志》记：“古有岐伯，为黄帝师，望出安化。
”相传岐伯成为黄帝的“医学顾问”后，黄帝让他尝草药，编著医药经方，《经史百家杂钞》注云：
“岐伯，黄帝臣。
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病与论医，更相问难⋯⋯”因此他一生著有医书众多，见于医籍者有《岐伯
经》十卷，《岐伯灸经》一卷，《黄帝岐伯针论》二卷及《岐黄要旨》、《岐伯精藏论》、《岐伯五
藏论》、《岐伯奥旨》等。
但以上诸书大多已失传，惟留《黄帝内经》一书，成为古今研究中医的经典著作。
他也被后人称为中华医学鼻祖，由此后来才会有传世的《本草》《素问》等书，后世将中医学称为“
岐黄之学”。
岐伯不仅是黄帝的“太医”，同时也是“黄帝之旷”，即“天师”。
宋嘉年间高保衡等人所著《黄帝内经序》说：“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身，更相问难，垂
德以福万世。
”清·著名医学家张志聪云：“天师，尊称岐伯也⋯⋯故称谓日天师。
”同时《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了“公玉带日：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钜、岐伯令黄帝封东泰
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这些都说明，岐伯并非仅仅只是黄帝的“太医”，同时他还是黄帝的
启蒙老师、军师，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智囊”与“顾问”。
《隋书·音乐》云：“东汉明帝时，乐有四品，其四日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
黄帝时岐伯所造，以建武扬德，讽敌励兵。
”以上记载进一步证明了岐伯是不仅精通医理，而且还是一个上知天文、下极地理、多才多艺、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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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人的博学家，是名副其实的“黄帝之师”。
生命一般人不难区分什么东西是有生命的，什么东西是没有生命的。
但如果要给生命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的话，一定会难倒我们。
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着人类对自身的理解，千百年来还没有人能够完全破解它。
中国古籍中“生命”一词最早是见于《战国策·秦三》：“万物各得其所，生命寿长，其年而不天伤
”。
而唐朝李延寿的《北史》中对生命又有全新的理解，其中有云：“人之所宝，莫宝于生命。
”既然生命如此宝贵，那生命二字又包含什么样的寓意呢?“生”从字面上我们不难理解，是代表了生
殖、出生、生长之活力；而“命”却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古人把它解释为“非人力所能为的天赋之
命”，即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推而广之，我们似乎得出一个结论，生命就是：具有生长、发育活力，并按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某种
形态。
现代科学对生命起源的认识宇宙万物千变万化，自然界里绚丽多彩，不外乎是生物和非生物之分。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生命只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它只是由蛋白质、核酸、脂类等生物分子组
成的物质系统而已，远没有古人对生命的理解那么玄妙。
供我们生息的这个深蓝色的星球，大约是形成于45亿～60亿年前，那时的地球在无际的宇宙中只是沧
海一粟，并且更是一片死寂的世界，有的只是高热的大气和原始海洋。
但随着亿万年地球的变迁，组成生命的物质，同时也是生命存在的基本要素的蛋白质和碳氢化合物孕
育而生。
这样生命就有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又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地产生了原始的生命形态——原始细胞。
它的出现，也就标志了第一个生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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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解八大中医名著(第1辑)》：认识千古传承的中医健康绝学，掌握长寿不衰的传统养生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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