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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黄帝内经》谈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张登本∗

摘 要 《黄帝内经》蕴含的中医药学知识，充分彰显着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崇高理念，运用生

命科学知识内涵传承着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优秀品质借助医药学知识

得以传扬，儒家思想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实例。而《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体系时所应用的十月太

阳历法知识，更是帮助人们理解诸如《诗经》《管子·五行》等内容的重要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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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6 月 2 日出席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是我党经过百年努力，前赴后继，终得成

功的根本缘由，也是“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并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笔者不由得

联想到《黄帝内经》曾经告诉后人，要想传承中医、发

展中医，就必须做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

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厌，合也）于己。

如此，则道（医学原理、法则）不惑而要数（数，音义同

‘术’。要数，即指中医药理论和诊治技术）极（穷尽、

彻底），所谓明（明达事理，达到掌握医学知识的最高

境界）也”（《素问·举痛论》）。《黄帝内经》在此处强调

的“三结合”治经模式，与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遵循“两个结合”而获得巨大成功

的经验相契合，这是笔者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有所感悟的思维起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毛泽

东思想的继承和弘扬，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最高境界和最优秀的结晶。毛主席曾经说过，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

提高”。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0 年对中医药学有更为

高屋建瓴的评价，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

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

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

的钥匙，更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借此机

会，笔者以《黄帝内经》为例，汇报自己对领袖评价中

医药学是“伟大的宝库”（简称“宝库”）、是“打开中华

文明宝库的钥匙”（简称“钥匙”）的粗浅体会。

1 《黄帝内经》蕴含的中医药学知识，彰
显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

将中医药学称为“宝库”“钥匙”的理由之一：《黄

帝内经》蕴含的中医药学知识，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

“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

书·五子之歌》）。“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淮南子·

诠言训》），这是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的最大政治和最

优秀的文化传承，也是中华民族自古至今尊崇的立国

之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建党百年就取得了“完胜”，

究其原因，就是将“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与延续几

千年“以人为本”的中华文脉紧密结合的结果。而《黄

帝内经》在其开篇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余子万民，养

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

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

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

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

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灵

枢·九针十二原》）。原文充分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

本”思想，贯穿于中医药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中[1]。若就

支撑国家的广大民众而言，除了吃饭、穿衣之外，医疗

保健也是其最基本，也是最大的生存诉求，故而也就

成为《黄帝内经》创立中医药学的基本立场和思维起

点，也是当今社会将民众的医疗保健事业作为国家建

设、发展重要内容的理由。相信全体中医人在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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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一定会沿着

中医药事业继承、发展、守正、创新之路奋进，继续服

务于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并对全人类的健康做出

贡献。

2 《黄帝内经》蕴含的中医药学知识，以
生命科学知识传承和发展了先秦诸子
之学

将中医药学称为“宝库”“钥匙”的理由之二：《黄

帝内经》蕴含的中医药学知识，以生命科学知识传承

和发展了先秦诸子之学。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奠定了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诸子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学术立

场都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所在。《黄帝内经》毫无例外地

将先秦诸子的学术精髓，作为构建中医药知识体系的

基本元素而予以传承和发展[2]。例如对儒家学术思想

的传承和发展即是其例。

儒家思想初创于殷商，成熟于孔孟，改造于董仲

舒，自此，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多年以降封建王朝立国

的最大政治和价值取向。儒家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

例如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此处仅就“等

级观念”“和为贵”“一分为三”原则等内容举例陈述。

2.1 等级观念 等级观念是儒家学术要旨之一。《黄

帝内经》以此为据，构建了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的“藏

象”理论，诸如“心者，君主之官……肺者，相傅之官

……肝者，将军之官……膀胱者，州都之官”（《素问·

灵兰秘典论》）并将其发扬得淋漓尽致。

在儒家“等级观念”和“中央集权”主旨影响下，形

成了中华文化中的“心主思维”认识。就“思”字发生、

发展脉络而言，无论是殷墟甲骨片、还是陕西周塬考

古发现甲骨片中的“囟”字有两读：名词读nǎo，音义同

“脑”；动词读 sī，音义同“思”。其间经过金石文的“心

脑共主思维”（字形上囟下心建构）阶段，经孟轲定义

为“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始，就确立了中华

文化“心”为人体的思维器官传统认识，《黄帝内经》对

此予以详细地表达（《灵枢·本神》）。“心主思维”观念

的发生，是在儒家“等级观念”和“中央集权”的思想影

响下，认为人的头颅和四肢一样位于人体周边的“蛮

夷之地”，主思维这一重要的机能，只能由担负生命核

心作用的“心”脏承担，在此理念驱使下，将原本甲骨

文中的“脑”（囟）主思维，逐步变化为“心”主思维的

观念[3]。

2.2 和为贵 儒家倡导以“和为贵”（《论语·学而》）

的原则。《黄帝内经》在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将

“和”的理念作为人体生命健康的评价标准，评价的具

体指标有：（1）“血气和”，即人体脏腑经络、气血阴阳

和谐有序；（2）“志意和”，即人的精神意识，人体各项

机能相互协调；还有人对生存环境中社会的、自然的

适应性；（3）“寒温和”，包括人体生理状态下体之寒温

的调适和谐；机体在疾病状态下寒温的调适；人体之

寒温与自然气候寒温之调适，即人体对环境的适应

性，这就是“人之常平”的具体评价内容[1]，充分体现儒

家“贵和”的价值取向。

2.3 一分为三 “以三分观点观察一切和处理一切，

构成了儒学的基本方法——三分法”[4]。《黄帝内经》继

承先秦儒家“一分为三”的哲学理念，创建了具有中医

药学特殊的“三阴三阳”思维模式，并广泛应用于理论

的构建，从而形成了以“藏象”“经络”（手足三阴三阳

十二经脉）“五运六气”为集中代表的，具有深远意义

的三阴三阳理论的知识板块[5-6]。另外，如六腑中的

“三焦”（上焦、中焦、下焦）、“三部九候”全身遍诊法等

内容，均受儒家“一分为三”理念的影响。

仅从上述之例，就可以窥测《黄帝内经》缔造的中

医药知识体系中先秦儒家思想的遗痕，至于道家、法

家、墨家、名家、阴阳五行家、兵家、杂家、农家诸子的

学术精髓，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可在《黄帝内经》构

建的中医药学知识体系之中觅其踪迹[1]，这也应当是

将中医药学称为“宝库”和“钥匙”的重要理由和依据。

3 《黄帝内经》在缔造中医药学时，将秦
汉时期先进、科学的天文历法学成就，运
用于中医药知识体系的构建

将中医药学称为“宝库”“钥匙”的理由之三：《黄

帝内经》在缔造中医药学时，将秦汉时期先进、科学的

天文历法学成就，运用于中医药知识体系的构建，因

而研读中医药学，既可以追溯和领略中国古代天文历

法成就之美，还能准确地把握相关知识的内涵和真

谛。因为“不懂天文历法的文化继承，会出现两种现

象：一是‘瞎子摸象’，二是‘树林中捡叶子’。两种现

象，一个结果——不及根本。不懂天文历法的文化批

判，只有一个结果：只能是大门之外的呐喊”[7]。

《黄帝内经》应用了 6 种历法知识构建中医药知

识体系，此处仅以其中所用十月太阳历法知识为例，

就能明白为何将《黄帝内经》缔造的中医药学称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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