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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2021_2022_2010_E5_B9_B4

_E4_B8_AD_c21_1279.htm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的

问世，是先秦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书约成书于战国至秦

汉时期，东汉至隋唐仍有修订和补充。《内经》包括《素问

》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它是几代医学家共同劳

动创造的，是先秦医学经验和理论的总结，内容十分丰富。

该书全面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疾病

的诊断、防治等，不但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是中医学在理论与实践诸方面继续发展的基石。 《

内经》注重整体观念，既强调人体自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又

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内经》认为，人体结

构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联的，这种联

系表现在生理与病理、脏腑与经络等各个方面。《内经》将

人体内的脏腑与体表的组织器官一一作了联系，并认为某一

部分发生的局部病变，可以影响到整个身体或其他器官，因

而在治疗上重视局部与整体的联系。《内经》又提出了人与

自然、社会环境相统一的观点，人的健康与疾病，直接受到

四时气候变化、地理环境优劣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变化的

影响，因而强调在医疗实践中，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和适宜的治疗。 《内经》系统地将阴

阳五行学说引入医学领域，以解释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

化及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内经》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

成是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指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内经》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阴阳两方面是平衡协

调的。一旦这种平衡遭到破坏，人体就会生病。论病因，则

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素问调经论》

）；论发病，则说“合而病至，偏害阴阳”（《素问著至教

论》）；论病机，则概括为：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阳虚则

寒，阴虚则热。诊断时应辨明病证之属阴属阳，而治疗时则

要调整阴阳，使之恢复平衡协调。《内经》运用五行学说，

解释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变化的关系，将世间各种事物

和现象，包括四季气候的变化、人体的生理病理乃至精神状

态，都分归于五行中，并认为人体内的脏腑器官也存在着“

相生相克”的联系。因此，《内经》将五行学说引入医学，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明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并非彼此孤立

，而是相互联系的。在生理上相互资助，相互制约，维持了

人体内环境的稳定及内外环境的统一；在病理上相互影响，

一脏有病，可影响其他脏器。这无疑是符合辩证法思想的。 

百考试题(100test.com) 《内经》创立了藏象经络学说。《内经

》较详细地描述了五脏六腑各自不同的生理功能，这是总结

了秦汉以前古人整体观察的结果，并与古代解剖知识相结合

得出的。如《内经》指出：“心主身之血脉”：“心者，君

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前者的发现无疑与当时解剖进步有

关，而后者则是通过整体观察得出的。《内经》在提倡人体

解剖的基础上，更重视用整体观察的方法来认识脏腑的生理

功能，把呼吸、循环、消化、排泄、生殖、免疫、精神等各

种功能活动分属于五脏，从而建立起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生

理系统，初步形成了藏象学说。《内经》对经络学说尤有精

辟的论述，不但对十二经脉的循行走向，络属脏腑及其所主



病症均有明确记载，而且对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

、十二皮部及十五别络的走向、分布、功能亦有记叙。与长

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

经》相比，《内经》不仅由十一条经脉发展为十二条经脉，

而且其循行走向很有规律，各经之间相互衔接，起到了联络

表里上下、运行气血及调节身体各部机能活动的作用。《内

经》总结了秦汉以前人们对经络的认识，并使之系统化、理

论化，创立了经络学说。 来源：www.100test.com 《难经》是

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相传系秦越人（扁

鹊）所作。该书内容简要，辨析精微。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

为主，涉及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尤其对脉

学有较详悉而精当的论述，对经络学说以及脏腑学说中的命

门、三焦的论述，则在《内经》的基础上有所阐扬和发展。

该书补充了《内经》的不足，与《内经》一样，成为后世指

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 《伤寒杂病论》的成书，确立了中

医学辨证论治的原则。该书为东汉时张机（字仲景）所著。

他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提出了“观其脉证，知犯

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原则，使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

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医学的进步，为临床医学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讨论了整

体观念，将阴阳五行学说引进医学领域并加以发展，精辟地

论述了脏腑经络，确定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张机《伤寒杂

病论》又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因此，秦汉时期这两部医

学巨著的问世，标志着医学发展的飞跃，即由原先零散的医

学知识和医疗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并建立起独特的医

学理论框架，推动着医学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发展。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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