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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新议

"

!高也陶#

!澳门协和医学诊疗中心

摘要!当今学者多以马王堆出土医书为据!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之上限在其之后$ 文章根据"左传#%"史记#%"黄帝内经#的

有关内容!以及国学对"周官经#成书时代的考证!提出"黄帝内经#成书时代可以限定在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 "#$ 年后的 %&&

'#&&年之间$ 某些篇章成书更早!可能追溯至殷商$

关键词!成书时代&左传&黄帝内经&周官经&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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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 $*L# 年出土的马王堆医书!$黄帝内

经%的成书年代就早有定论"春秋战国时期!倾向于

战国多& 因为有马王堆出土医书的比对!现代许多

研究者和读者对此问题都噤若寒蝉!支支吾吾& 因

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在更多的物证中间来求证& 最

好的办法!无非以史论经!以经解经&

$!"左传#!公元前 "M$ 年$医缓

$左传%记载!公元前 "M$ 年!晋景公患病!向秦

国求医& 秦桓公派遣医缓去为晋景公治病& 医缓走

在路上时!晋景公做了一梦& 梦见两个小孩在讨论

如何对付医缓!最后说!可以躲在肓之上!膏之下&

医缓到达后!详细诊察了晋景公的病情!说"这病没

有办法治好了!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

及!药之不至!不可为也& 一如晋景公在梦中所见&

这就是成语'病入膏肓(的出处!以形容不可救药&

这段史载医案!几乎没有记载医学理论& 但是!

不仅为中国文化留下了一个生动的成语!而且留下

了两个解剖结构"'膏(与'肓(& 在$黄帝内经%中

有两处提及'肓(的解剖位置&

)$*

%!"左传#!公元前 "#$ 年$医和

公元前 "#$ 年!秦国派医和去为晋平公治病&

这是史载最早的医案&

)%*在医和去前!已经有郑国

的子产为其做过诊疗!认为晋平公之病非鬼神引起!

而是性生活不节& 医和看过病人后说"'此病无法

治也!是因为纵欲过度!近女室引起& 是受蛊!而不

是因为鬼或饮食& 受迷惑而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

佑&(

晋侯问"'女不可近乎+(

医和说"要有节制& 先王制乐!以节制百事!故

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声都减弱以

后便不许弹了& 于是!有烦手淫声!蝕堙心耳!而忘

却平和!君子不听& 事物也是这样!多则舍之!故不

生病!君子近琴瑟应有规定礼节!不应蝕心也& 天有

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 过则生六种

疾病& 六气是阴,阳,风,雨,晦,明& 分为四时!序为

五节!过则为灾& 阴过则生寒疾!阳过则生热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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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则生末疫!雨过则生腹疾!晦过则生惑疾!明过则

生心疾& 性交时!是于晦时行阳物!过多则生内热及

惑蛊之疾& 今君不能节制!不能守时!怎能不生疾病

呢+

据许多研究$黄帝内经%之书!都引用了医和所

说的'六气致病(这段话!以示中医认为阴阳患病的

最早记载& 另外!医和明确用易卦来看病!这也是

$黄帝内经%所没有的&

由此而推定!在公元前 "#$ 年时!$黄帝内经%

尚未成书&

#!"史记#!长桑君与秦越人

#E$!扁鹊其人!秦越人即扁鹊!据司马迁$史记-

扁鹊仓公列传%记载!长桑君将他的所有方书都传

授给扁鹊!并拿出一包药!让扁鹊用露水调和服用!

#& 日后扁鹊即可以看见墙壁另一边的人!看人体内

部器官!更是一清二楚&

现在中医一般不提扁鹊的特异功能!但是!如果

确定这点!$史记%及民间传说的扁鹊治疗赵简子的

七日夜昏迷!抢救虢国太子的尸厥!判断齐桓公之生

死都不足为奇了& $史记%原文是这样写的"'扁鹊

以其.长桑君/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 以此

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 请注意!这

里说得很清楚!扁鹊的诊脉!是障人耳目的0

从$史记%对扁鹊及其老师长桑君的描述来看!

这两位都有神话的成份在内& 据在山东出土的石画

像来看.图 $E/!在公元 $%* 年时墓石画像中!实实

在在地描绘了一只鹊鸟正在为人进行扎针!似乎人

们还正排队等候治疗&

图 $!微山县出土公元 $%* 年的画像石

注'第二行可见一只鹊鸟正在为人扎针$

(#)

司马迁的生年是公元前 $N" 年!卒年大约为公

元前 ML 年& 不论他的祖籍也好!还是后来适居的郑

国也好!都离上述出土的墓葬不远& 而在公元 $%*

年!即司马迁死后 %%& 多年的时间后!当地的人们还

把扎针者绘成鹊鸟!而不是实际中的人!不由令人想

到扁鹊真是秦越人吗!还是另有其人!还是仅是一个

传说中的人物&

#E%!扁鹊医案!根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

的扁鹊治疗的三个案例"

第一位是晋昭公的大臣赵简子& 晋昭公.前

"#$ '前 "%S 在位/是晋平公之子& 就是前文所述医

和治过的那位晋平公&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秦越人

是与医和一个时代的人!可能比医和年轻&

第二位是虢国太子!据考证!应当是郭!而非虢!

因为虢在晋献公时代就被灭了!比晋昭公早 $%& 年&

这一病案!因没有明确公侯的名号!无法明确时间&

第三位是齐桓公& 历史上有两个齐桓公& 一姜

姓!名小白.前 SM" '前 SN# 在位/!春秋五霸!名列

第一!另一位田姓!名午.前 #LN '前 #"L 在位/&

如果是齐公小白!就要在医和以前!而且到晋昭

公在位时几乎 $"& 年!显然不可能& 如果是齐公午!

与晋昭公在位时也相差几乎 $"& 多年& 但是!如果

确有秦越人其人的话!一定是在医和之后& 不论是

从对医案的分析!还是历史& 按照$史记-扁鹊仓公

列传%!秦越人是郑人& 如果郑国存在秦越人这样

医术高明的人物!晋平公生病时郑伯派人前去治疗!

就不会仅派一位政治家&

#E#!扁鹊医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扁

鹊对虢国太子病情的分析"

扁鹊曰"'若太子病!所谓1尸蹶2者也& 夫以阳

入阴中!动胃隚缘!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

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

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

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

太子未死也& 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

兰藏者死& 凡此数事!皆五藏蹙中之时暴作也& 良

工取之!拙者疑殆&(

上述论阴阳!发色脉!决死生!行经络!探脏腑!

几乎与$黄帝内经%的论述相同&

扁鹊见齐桓公的病情从腠理,血脉,肠胃.脏

腑/到骨髓!也基本与$黄帝内经%的解剖学相符

合&

)$*

因此!虽然不确定秦越人的真实存在时间!这时

代的医学理论已经与$黄帝内经%非常之接近了0

N!公乘阳庆和仓公%前 %&"& '前 $"&'

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对仓公的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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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没有了对扁鹊的那种神秘性& 仓公更令人可

信&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长桑君传给扁鹊

的是'禁方书(!而记载公乘阳庆传给仓公则是黄帝

脉书等!大有不同& 前者通过内服的药物!以长特异

功能&

公乘阳庆强调他传给仓公的医书时说"'庆有

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

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 我家给富!心爱

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请注意"这里说"

.$/公乘阳庆之书乃古先道遗传#

.%/公乘阳庆之书是黄帝,扁鹊之脉书!及药论

书#

.#/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

嫌疑!定可治!似乎是如$素问%一类的书#药论书!

甚精!此药论书是什么!也许是失传的$神农本草

经%或此一类的书#

.N/上述这些书均称作'禁方书(&

因此!我们不得不想到!司马迁在$史记-扁鹊

仓公列传%的前一部分述说的神奇人物秦越人从长

桑君处获得的'禁方书(应当也是与公乘阳庆所说

的'禁方书(是一类医书&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扁鹊治疗的三个

案例!赵简子案,虢国太子案及齐桓公案!只有在赵

简子案中!扁鹊似乎有用脉诊!其他均未及& 赵简子

昏睡了五日!请扁鹊会诊!'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

怪0(全世界各民族都知道以脉是否搏动来确定死

生!并非中医诊脉特色& 另外!扁鹊自己说"'越人

之为方也!不待切
!

!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

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因此!

几乎可以肯定扁鹊不用脉诊&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汉文帝下诏!询

问仓公行医的情况& 仓公将自己拜师学习,行医经

过,治疗疾病的经验记录一一奏报给汉文帝& 仓公

记录的医案内容多有病人姓名,性别,职业,籍贯,病

状,病名,诊断,病因,治疗,疗效,预后等& 其中包括

治愈的 $" 例和不能治而死亡的 $& 例!这就是被称

为'诊籍(的 %" 例医案!开创了中国医学临床病案

记录之先河!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医案典范& %"

例医案中!%% 例是以诊脉断病&

汉文帝问仓公"'诊断疾病!判断死生!能够没

有误失吗+(仓公说"'我治疗病人!必定要先切其

!

!才进行治之& 脉象败逆者不可治!脉象平顺者才

治之& 但是对脉象不是绝对精通!经常判断有误!无

法周全也&(

若以扁鹊经治的赵简子时是晋昭公在位.前

"#$ '前 "%S 在位/!到缇萦上书是公元前 $SL 年!扁

鹊与仓公的时代相距 #&& 多年& 看样子这 #&& 多年

间!脉诊得到长足的发展& 而这 #&& 多年!可能正是

$黄帝内经%的编纂时间&

或者说!自医和以后!即公元前 "#$ 年后到公乘

阳庆的'古先道(之间!应当是$黄帝内经%的编纂时

间& 公乘阳庆在公元前 $LM 年时已经 L& 多岁了!淳

于意那年 #S 岁& 这样!$黄帝内经%的编纂时间也

就是公元前 "#$ 年后的 %"& 年左右的范围内了&

"!"周官经#的佐证

$周官经%后来编入$周礼%!相当于周朝的人事

制度和岗位责任制& 在$周礼-天官冢宰%中对医疗

人员的编制,级别,分类和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 当

时医师有四大类"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 前三者

职责如下"

'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

八珍之齐& 凡食齐
"

春时!羹齐
"

夏时!酱齐
"

秋

时!饮齐
"

冬时&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

多咸!调以滑甘& 凡会膳食之宜!牛宜薓!羊宜黍!豕

宜稷!犬宜梁!雁宜麦!鱼宜?&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 四时皆有疠疾"春时

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

上气疾& 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

五色!

"

其死生& 两之以九窃之变!参之以九藏之

动&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死终!则各书其所

以!而入于医师&

'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覿,杀

之齐& 凡疗疡!以五毒攻之& 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

之!以五味节之& 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

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窃& 凡有疡者!受其

药焉&(

在此处!我们可以看见!对五这一数字已经使用

的非常成熟!五味已经有了& 疾医.内科医师/诊断

时!'以五气,五声,五色!

"

其死生(!治疗时!'以五

味,五谷,五药!养其病(& 显见此时!脉诊根本没

有& 但是!食医的五味与四季饮食!疡医的五味与人

体解剖部位的调养关系!与$黄帝内经%几乎是一致

的&

$周官经%著作时代一直有争论!有七种主要的

说法&

)N*从其对医师职务的阐述与医学的历史发展

上看!只可保留东周春秋.前 LL& '前 N&#/说和战

国.前 N&# '前 %%$/说& 但是!如果根据钱穆以史

解经的方法!认为$周官经%出自战国晚期&

)"*则似

乎与医学方面的发展史有所矛盾& 因为!周官经的

作者在论述医师的责任制度时!有'五(这个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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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概念!有五味饮食!五味药物!等等!但没有五

行!无一字提及脉诊!尤其无一字提及阴阳!就是以

当时医学的发展来说!这种现象也是不太相应的&

难道编$周官经%者竟对医学所知甚少0

但不管如何!上述保留东周春秋说和战国说!基

本与我讨论的$黄帝内经%成书时代很接近了& 只

是$黄帝内经%成书时代肯定在医和之后!即公元前

"#$ 年之后&

公元前 %#& 年到公元前 %%$ 年!秦国用了 $& 年

的时间!相继灭掉燕,赵,韩,魏,齐和楚六个国家!结

束群雄割据!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 统一文字!统

一度量衡!统一车马规格!后来焚书但保留了医书!

如果此时编纂医书!以秦国的管理体制来说!一定会

大大书写的& 汉朝以后!史书记载更为详细& 因此!

$黄帝内经%成书时代的下限!一定是在秦统一前&

S!"黄帝内经#篇章中尺度的证据

SE$!"灵枢*骨度第十四#和"脉度第十七#!根据

$黄帝内经-灵枢-骨度第十四%记载的人体尺寸!得

出$黄帝内经%时人!平均身高为 $L#E%" 09!胸围

$&#E*" 09!腰围 *LE&% 09!则"身高比胸围为 $ESL!

身高比腰围为 $EL*!胸围比腰围 $E&L&

与国家体育总局 %&&" 年颁布的$成年人各项体

质指标均值%的今人相比"

)S*今人以 %" '%* 岁年龄

组的平均身高为 $L&E&& 09!胸围 MMEL 09!腰围 L*E

M 09!则"身高比胸围为 $E*%!身高比腰围为 %E$#!

胸围比腰围 $E$$&

由于东周,秦,西汉尺度相同!因此!$灵枢-骨

度第十四%的证据与上述$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不

相矛盾& $灵枢-脉度第十七%中的长度换算基本相

同于骨度!因此不是孤证&

SE%!"灵枢*肠胃第三十#和"平人绝谷第三十二#

!根据$灵枢-肠胃第三十%记载的肠胃尺度!如果

也按照上述尺度换算!得出结果要远远地长于当今

标准& 由于从魏晋以后的尺度都比东周至西汉的尺

度长)L*

!因此!我们只有向更早的朝代!更短的尺度

寻找相应的量度换算& 东汉东周,秦,汉的尺度与东

周同!

据考证!

)M*夏,商,周三朝只有两种尺度比上述

尺度短!一是西周初的小尺!一是商朝尺& 按这两种

尺寸对$灵枢-肠胃第三十%中的消化道器官尺度进

行换算!西周初的小尺还是长于当今标准很多!只有

用商尺换算!几乎完全符合现代医学消化道全长的

标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L 年实施的$法

医学尸体解剖标准%

)**基本相同&

因此证明!$灵枢-肠胃第三十%的长度!以商代

尺寸为标准!而$灵枢-骨度第十四%的长度!以东周

的尺寸为标准&

)$*这种差别!正好符合人类发展历

史&

$灵枢-平人绝谷第三十二%中的肠胃长度换算

基本同于$灵枢-肠胃第三十%!因此也非孤证&

L!结论

孤证不立& 我们从$左传%,$史记%记载的医案

和$周官经%著作时代两个方面!并与$黄帝内经%的

内容进行比较!把$黄帝内经%成书时代限定在春秋

战国之间!公元前 "#$ 年后的 %&& '#&& 年之间&

但是!$黄帝内经%某些篇章的内容!要远远早

于这个时间!有可能上溯到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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