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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此書，令我收穫滿滿，當中的四時調養以及辨別脈象與疾病，還有針刺的要領與功用等等，這些都是
要修到醫學部分的科系才有辦法習得的學識，但在此書裡面有著完全的記載以及教授理論及原理。對於現代人
注重養身來說，此書裡頭所闡述的卻是實用不少，總比眾人人云亦云的聽到甚麼東西功效好就去使用及服用，
來的較安全些。 
  其實最簡易的也是最實用的養生法就在自身周遭，而且因四季轉換，在每個季節都有屬於當季的養生要領，
例如書中提到的因季節而調整作息，以及在甚麼季節食用甚麼味道及甚麼樣的食材，以五行及陰陽之概念下去
做調養身心的動作，此為《素問》裡頭提到的一小部分，在《素問》當中還提到了診斷疾病的關鍵以及診脈的
要點與原理，去觀察脈象與疾病的關聯，進而順利治癒病症等，還有各種病症的症狀成因與如何治療的對應方
法。 
  再者，《靈樞》是在講述經氣的變化與針刺以及十二經脈「十二經筋的循行路線」病變與治療，還有五臟與
七竅的對應及四時病變的不同與針刺，最後也有提到了真氣、正氣、邪氣的區別等等以上論點。在此書當中很
多觀點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被提出過，只是大家可能都不明瞭常常去聽信一些偏方來養身治病，不過看完此書後，
雖然我跟大家一樣都懂得了不少，卻依然不敢輕易為自己及他人做診療的動作，畢竟身體有病痛還是交由專業
的醫師來診斷並治療才是上道。 
  《黃帝內經》整理先人積累的豐富的醫療經驗，升華為理性認識，形成系統的醫學理論，並且進一步駕御
醫療實踐，建立了中醫學臨床規範，成為中國傳統科學中探討生命規律及其醫學應用的系統學問，它為中醫學
理論體系的建立打好了結構框架，奠定了中醫學發展的基礎，所以中醫亦稱為「岐黃之術」。《黃帝內經》提到：
「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這已經是預防醫學的理想。黃帝內經甚至影響了其後的中醫
經典。如，東漢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唐朝孫思邈的《千金要方》等。 
  《黃帝內經》內也都是在闡述以下四點學說，首先是陰陽學說。陰陽學說認為，宇宙間任何事物都由陰陽
兩方面構成，陰陽既對立又統一，並不斷運動和互相作用。《黃帝內經》發展和應用了這一學說，將中醫治病的
基本原則定為調整陰陽，補其不足，瀉其有餘，恢復陰陽的相對平衡。 
  再者是藏象學說。「藏」指藏於體內的內臟，「象」指表現於外的生理、病理現象。藏象包括各種內臟實體
及其生理活動和病理變化表現於外的各種徵兆。藏象學說是研究人體各種臟腑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及其互相
關係的學說。 
  此外有關經絡學說部分，《黃帝內經》中系統地論述了十二經脈的循行部位、屬絡臟腑，以及十二經脈發生
病變時的症狀；記載了十二經別、別絡、經筋、皮部等內容；對奇經八脈也有一些論述，並且記載了約 160 個
穴位的名稱。而在運氣學說方面，它是結合五行生剋制化的原理，來探討自然變化的週期性規律及其對疾病影
響的一門學說。《內經》中確立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從中找尋人類疾病的發生與自然變化的週期性之間的關
係。 
  在看完此書所闡述的觀點、論點後讓我感受甚深，雖然看過《黃帝內經》，並不能因此就像醫生一樣開診所
懸壺濟世，但至少在遇上了緊急情況時我能運用我學會的一些小醫理出手幫助他人，讓他人的身體不適獲得舒
緩，甚至在關鍵時刻救有機會救他人一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