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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德全道不得病

——《黄帝内经选讲》自序

我小时候身体多病，父母亲朋没少操心。自己三十六岁以前，也      

怀着一个天真的幻想：什么时候人类医学“进步”到可以“消灭”疾

病，那该多好！谁知道三十六岁时，在深入研读中华传统经典特别是

《黄帝内经》之后，我才明白：疾病的问题，在中华文化里，在理念

上早已经解决了。

我也很清楚，这一结论在时下很多人看来，不但“不科学”、

“不靠谱”，甚至是需要嗤之以鼻的狂妄无知。然而，我要强调的

是，这是“我”真实的体会。

2009年之后，如果让我选一本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我

就会选《黄帝内经》。最直接的理由就是它解决了人类怎样生活才能

少得病乃至不得疾病的问题。当然更加“文化”的理由是：《黄帝内

经》最深刻、最明白、最可验证地阐明了“天人合一”观，这是中华

文化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

按照《黄帝内经》揭示的道理和原则指导生活，人可以少得病或

者不得病，或者说，得病的概率趋近于零。根据高等数学的解释，

“概率为零”不意味着事件绝对不发生，有可能发生，但是可能性极

小。这是什么概念？对人来说，这是人间最大的一本经济账！无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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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地活过一生，不但不用花钱，还不用遭罪，不用面对当今的所谓

“医患关系”问题，使生命的价值和效率极大地提高，是一门彻底的

“人生经济学”。历史记载，黄帝119岁“成而登天”，老子至少160

岁以后“不知所终”，孙思邈140多岁才“仙去”，陈抟119岁在华

山“化形而去”，吕洞宾“百岁童颜”，张三丰276岁以后“不知所

终”，都是明证。

但是，由于世上大多数人喜欢“求人”，不喜欢“求己”；喜欢

有病了“看医生”，而不喜欢在没有病之前通过每日合乎自然生理规

律的修行（不是现代流行的“锻炼”，如果锻炼不当，那反而是快速

消耗生命能量的速衰、速老甚至速死的方式）以使自己免于得病。恰

如经中所言：“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不亦晚乎？”

所以，《黄帝内经》留给我们的这个“不得病”的福利，很少有人享

受到。因为要想得到“不得病”这个结果，就必须自己在生活中时时

种下不得病的种子，用《黄帝内经》的指导原则就是：“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除了这五个方面，还

要注意“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

这样才不会患病，即所谓“病安从来”？ 

我以这几条标准审视自己，并观察周围的人，发现绝大多数人是

违反这些自然规律的。比如，现代大多数人连“阴”、“阳”是什么

都不理解，自然不可能时时效法，流行“夜生活”，贪黑熬夜、起居

无常就是明显违反“道法自然”的例子；“和于术数”就像弹琴要

“靠谱”一样，如果把握不好生命运转的数理节奏，那么身体的运行

规律始终是混乱的，怎么会不得病？怎么会有健康？健康是秩序的结

果。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可是大家饮食不但很少有节制，反而更多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

淳德全道不得病

是暴饮暴食，不顾身体的阴阳平衡，也不知道食物的温、热、寒、

凉、平，快意于感官之乐，任性于口腹之欲，暴殄天物尚在其次，自

戕生命在所难免，怎么会不得病？；精神涣散，妄思妄行，不知清静

恬淡是涵养生命能量的必要前提，神驰意动，魂不守舍，怎么会不

得病？

明白这些自然规律，就叫“明道”；践行这些自然规律，就叫

“有德”。不悖道、不缺德，就没有病。“缺德”在上古中华传统中

不是骂人话，没有褒贬的判断，只是陈述一个事实：没有彻底觉悟明

了，没有福慧圆满，在道德上还有缺憾。悖道缺德不但会感染疾病，

其本身就是一种病。所以要想健康长寿，首先必须要行道、积德、亲

仁、笃义、守礼。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一语道破伦理

和生理贯通的“天机”：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

脏。在我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这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

在没有现代化设备的上古时代，《黄帝内经》能够把“人”的内

部结构和五脏六腑功能揭示得十分清晰，实在令人惊叹！被约定俗成

地看作是中华上古医学最系统、最完备的理论典籍。但是可能绝大多

数国人未曾想到，它不但是医民的圣经，还是经邦济世、管理国家的

宝典。在《黄帝内经》中，针对身体心灵“治未病”，和针对国家社

会“治未乱”，是一以贯之的同一道理。这就是中国古代“近取诸

身，远取诸物”文化传统的应用典范。“主明下安”四字说清楚了国

家经济管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挑明了经济管理的运作

机制，并使政府和市场不再人为地分离，真正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

发展。

被西方经济学奉为鼻祖的亚当·斯密最杰出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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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了分工对经济效率的作用；被西方人奉为“管理学大师”的德鲁

克被学者认为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分工”、“组织”、“功能”和

“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可是，他们哪一个人的论述跑出《黄帝

内经·灵兰秘典论》所揭示的“十二官不得相失”的道理了？许多现

代学者诚可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周代的“成康之治”和汉代

的“文景之治”都是采用“黄老之道”的结果，社会形态会变化，可

是社会形态背后的“道”不会变化，中国人为什么不重拾“德治与法

治兼善”的中道传统？为什么不复兴中国传统经济学和管理学？这不

但可以最大可能地让人民少得病乃至不得病，而且可以让国家少发生

经济危机乃至不发生经济危机。

“非其人不传，非其真不授”，是《黄帝内经》的教授传承的

原则。得到《黄帝内经》的人，背诵《黄帝内经》的人，都未必是

那个“对的人”，唯有至诚奉行的人，才是“真人、至人、圣人、

贤人”。

行 过 《 黄 帝 内 经 》 ， 方 知 “ 曾 经 沧 海 难 为 水 ， 除 却 巫 山 不

是云”。

          钟永圣

              于中国善财书院九绿金顶轩

黄帝纪年四七四九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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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2014年9月10日上午

当今时代，人们更多地关注物质财富的获得，其实精神财富的继承才是当

务之急；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有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要用正确的学习方法才能得

到；《黄帝内经》无疑是这些精神财富中的精髓，值得我们炎黄子孙终身探究体

悟；知阴阳、懂五行的古人，因为生活习惯与天地四时运转规律相合，所以能够

健康长寿，而对此怀疑、无知和排斥的现代人，健康状况是令人担忧的。



2

黄帝内经选讲

尊敬的各位同胞、各位同人，大家上午好！

非常荣幸今年有机会第二次来巩义，这是一个孝道文化已经在全

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城市。

我们这一次选讲的主题是《黄帝内经》，这应该是一部足以代表

中华文明最高成就的经典。中华文明的起始，无论是被称为“经典当

中的经典”——《易经》，还是现在被认为是我们五千年文化里面最

伟大的巨作之一《黄帝内经》，都是贯通各家学说的。

古代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不读《易经》不可以行兵、不可以治

国，当然也不可以行医，就说明《易经》的重要。本来《易经》的

“易”就是容易的易，简易的易，其实它不复杂，也可以说很简单，

甚至可以说一目了然。也许是因为渲染，也许是因为时间太长了，大

家都认为它非常古奥、艰涩、难懂；还有一些人呢，就把《易经》跟

街头上那些打卦算命的画成等号，划为迷信，划为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学术，这全都是误解。

继承精神财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是

我们整个国家的精神财富。”那我们今天这样的讲座实际上解决的就

是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如何继承祖先精神财富的问题。讲到财富继

承，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物质财富的继承。我国现在每年有七百万左

右的大学毕业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比如我这样的，当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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