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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美学思想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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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源头ꎬ更是一部构建生命之美的养生宝

典ꎮ «黄帝内经»对生命的尊重与精心呵护是对生命最完美形式的追求ꎮ «黄帝内经»
实现了生命美学与人体审美实践的完美结合ꎬ是生命美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ꎮ «黄帝内

经»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生命构成的自然之美、生命过程的中和之美以及人体生命的审

美实践之中ꎮ
〔关键词〕黄帝内经ꎻ自然之美ꎻ中和之美ꎻ审美实践

中国美学的内在体系“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ꎬ〔１〕 它以关怀人类生存命运

为其永恒主题ꎬ在这个意义上ꎬ中国美学即生命美学ꎮ 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
境界ꎬ实质上是一种审美境界ꎮ〔２〕与西方生命美学家所说的“生命”相比ꎬ中国美

学的“生命”意涵ꎬ有着自身显著的特点ꎮ 中国人所谓的“生命”ꎬ不仅是外在的、
可见的物质生命ꎬ更是内在的、深藏于内心世界的精神生命ꎮ 在中国美学中ꎬ最
强烈的美感总是与最高的善、最高的真相互贯通ꎬ以真、善、美价值统会的方式构

成生命的自由之境ꎬ这正是人类最高的审美之境界ꎮ «黄帝内经»将自然界作为

一个生命整体来进行研究ꎬ讲的是天道自然ꎬ然而其最终落脚点则是人的生命健

康ꎬ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命美学理论体系ꎮ 其对生命理想状态的生动描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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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着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精神生命的倡扬与发挥ꎬ并崇尚通过具体感性的方式

让人体会生命活动中的“无言之美”ꎮ 因而ꎬ也可以说«黄帝内经»通过对人类生

命之美的关照ꎬ追求生命最完美的模式ꎬ以期实现生命的价值ꎮ 它把生命美学思

想贯穿人体的审美实践之中ꎬ实现了生命美学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ꎮ 本文从

生命构成的自然之美、生命过程的中和之美以及人体生命的审美实践等三个方

面对«黄帝内经»蕴含的深刻的美学思想进行剖析ꎮ

一、人与天地相参:生命构成的自然之美

«黄帝内经»美学思想源于中国传统美学ꎬ它依据天人关系ꎬ提出了“人与天

地相参”的思想ꎮ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ꎬ与天地万物有密不可

分的关系ꎬ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感召的ꎮ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ꎮ” 〔３〕 方东

美指出ꎬ庄子的“无言之美”就是天地的大美ꎮ〔４〕 笔者认为ꎬ«黄帝内经»“人与天

地相参”的思想是一种生命整体观ꎬ它生动展示了与天地同源、同构ꎬ相参共生

的自然生命之美ꎮ
(一)人与天地同源之美

«黄帝内经»指出ꎬ气是生命的本原ꎬ也是自然万物运动变化的本原ꎮ “在天

为气ꎬ在地成形ꎬ形气相感而化生为万物”(«素问天元纪大论»)ꎮ 生命是由天

地阴阳之气的矛盾运动而产生的ꎮ «素问保命全角论»言:“天地合气ꎬ命之曰

人ꎮ”«黄帝内经»认为ꎬ人的生命起源于“天地合气”ꎬ人是由天和地和其气而产

生的ꎬ人的生死即气之聚散ꎮ 由此可见ꎬ人与天地万物在本原上并无区别ꎬ天地

万物的生命都依靠气的聚散与运动来维系ꎮ 气赋予生命的实际上是一种积极向

上的生命活力ꎬ这正是中国美学所追求的生命的完美ꎮ 中医美学大师庞景三说:
“从美学观点看ꎬ人是大自然的杰作ꎬ其本身就是美的产物ꎬ同时又是审美的主

体ꎬ从这个意义上讲ꎬ人是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完美的统一体ꎮ” 〔５〕

«黄帝内经»根据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ꎬ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的思想ꎮ 例

如«灵枢岁露论»言:“人与天地相参也ꎬ与日月相应也ꎮ”著名«黄帝内经»研
究专家张灿玾认为ꎬ“人与天地相参”的思想阐明了人与天地的有机联系ꎮ〔６〕 中

国哲学称天、地、人为“三才”(«易传系辞下»)ꎬ«黄帝内经»以考察三才中的

人为中心ꎬ并详细考察了人与其它“两才”的关系ꎬ其天、地、人“三才”关系集中

体现在天人关系上ꎬ形成了“人与天地相参”的思想ꎮ «黄帝内经»作为医学典籍

被保持下来ꎬ它保留着人的本然生命属性ꎬ观天地察人体ꎬ展示自然、质朴的生命

原始之美ꎮ 它认为ꎬ人与宇宙同源ꎬ都是由气的聚散离合而产生ꎬ人体内气的布

化不息使人对宇宙万物产生审美感知ꎮ 人作为审美主体ꎬ能以自我体内之气ꎬ与
天地之气交相感应ꎬ从而触发自我的审美体悟ꎬ感受宇宙自然生命之美ꎮ 人合阴

阳ꎬ调四时ꎬ从八风ꎬ与天地之气交融合一ꎬ以达到天人与物我的贯通ꎮ 审美主体

对宇宙生命本原的觉解与体悟ꎬ是在审美境界的创构中ꎬ必不可少的内在缘由ꎮ
刘长林认为ꎬ«黄帝内经»是在否认神鬼迷信的前提之下ꎬ以人是自然界的产物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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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界有共同本原ꎬ并且同受阴阳五行法则的支配为理论根据ꎬ在大量的实际

观察及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基础上ꎬ得出人与天地相参的结论的ꎮ〔７〕 “人与天地相

参”的思想是一种整体美学思想ꎬ它把天、地、人置于相对平等地位ꎬ强调了世界

是统一的世界ꎬ只有统一和谐的世界才是美的ꎮ «黄帝内经»中提到的人体和人

体以外的世界是相通相生的ꎬ人体是外部大宇宙中的一个小宇宙ꎮ 人体对宇宙

的感知是伴随着人的审美活动的ꎮ «黄帝内经»充分体现了对宇宙自然生命之

美的关照ꎬ展示了人与宇宙自然同源、息息相通的生生大化之美ꎮ
(二)人与天地同构之美

«黄帝内经»认为ꎬ宇宙自然之生命与人之生命是平等的关系ꎬ同源同构ꎬ相
互依存ꎬ同生共死ꎮ 关注人和自然的整体统一性不被破坏ꎬ是«黄帝内经»的生

命美学之基础ꎮ «黄帝内经»藏象学说对这种统一与和谐描述得最为具体ꎬ它以

五行为基本框架ꎬ勾画了一个内外相应ꎬ协调统一的整体生命模式ꎮ〔８〕 明代著名

医学家张景岳在«类经»中ꎬ对«黄帝内经»中人与天地同构的思想有深入研究ꎬ
提出了“人身应天地”的思想ꎮ 他认为ꎬ“人身”是“天地”的缩影ꎬ就是一个“小
天地”ꎮ〔９〕«黄帝内经»从身心一体、天、地、人一体的角度来认识生命ꎬ它认为ꎬ人
与天地相通、阴阳相应、四时通变ꎮ 人与自然环境同源同构ꎬ相互依存ꎬ不可分

割ꎮ «素问四气通神大论»言:“凡人之生也ꎬ天出其精ꎬ地出其形ꎬ合此以为ꎮ
人和乃生ꎬ不和不生ꎮ”由于天地给人以精气ꎬ因此ꎬ只有二者调和人才能生存ꎮ
«素问移精变气论»言:“故邪风之至ꎬ疾如风雨ꎮ 故善治者治皮毛ꎬ其次治肌

肤ꎬ其次治筋脑ꎬ其次六腑ꎬ其次治五脏ꎬ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ꎮ «素问宝命

全形论»也说:“木得金而伐ꎬ火得水而灭ꎬ土得木而达ꎬ金得火而缺ꎬ火得土而

绝ꎮ 万物尽然ꎬ不同胜竭ꎮ”«黄帝内经»认为ꎬ人与天地万物一样ꎬ是一个有机整

体ꎮ 只有从整体观出发ꎬ才能正确判断人体疾病的根源ꎮ 西方医学中的人体是

生命的对象和机体ꎬ其中的美只不过是个别操作的工艺美ꎬ不可能具有完整的生

命美学价值ꎮ〔１０〕其实«黄帝内经»中已明确指出ꎬ可以通过解剖来认识机体ꎮ 例

如«灵枢经水»写到:“若夫八尺之士ꎬ皮肉在此ꎬ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ꎬ其尸可

解剖而视之ꎮ”然而ꎬ«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却并没有在生物解剖学基础上发展

起来ꎬ相反则建构了一套关乎活体生命的整体论理论体系ꎮ
«黄帝内经»认为ꎬ宇宙万物是一个大的生物整体ꎬ天地之气是生命之源ꎬ它

创生万物ꎬ并使自然万物实现各自的发展ꎮ 也就是说ꎬ人不仅是一个有机整体ꎬ
人与自然、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ꎮ〔１１〕人类在实现自我的同时ꎬ还要顾及他人及万

物的本性得以实现ꎮ 只有达到这一境界ꎬ才可以赞天地之化育ꎬ与天地参ꎮ 要求

人类关注整个自然大生命的内在价值ꎮ〔１２〕 人的身心健康与自然关系密切ꎬ地理

环境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ꎮ 人类通过领悟天地自然的生命的精神ꎬ使自我与客

观自然之间进行沟通交流ꎬ将宇宙自然生命的脉动纳入自身经脉之中ꎬ自我的生

命与宇宙生命契和、同一ꎬ感悟生命的真谛ꎬ把握人生的哲理与宇宙的奥秘ꎮ 在

这个过程中ꎬ审美主体将自我的内在心理领悟与自然完美融合ꎬ达到审美的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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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ꎮ «黄帝内经»将天地自然与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ꎬ重视生命的价

值构成ꎬ是人类生存智慧的高度体现ꎮ

二、阴阳平衡:生命过程的中和之美

«黄帝内经»接受了先秦阴阳学说思想ꎬ将阴阳对立统一理论引入医学ꎬ用
以解释人体生命现象ꎬ作为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养生的总依据ꎮ 如«素问天元

纪大论»言:“动静相召ꎬ上下相临ꎬ阴阳相错ꎬ而变由生也”ꎮ 著名«黄帝内经»研
究专家杨力认为ꎬ«黄帝内经»是以阴阳为钥匙打开生命奥秘之锁的ꎬ〔１３〕 笔者认

为ꎬ«黄帝内经»阴阳平衡的形式ꎬ展示了生命过程的中和之美ꎮ “中和”之美的

概念是著名学者王旭东在«中医美学»中提出的ꎮ 他认为ꎬ阴阳平衡是物质产生

的必要条件ꎬ中和状态就是阴阳的相对平衡状态ꎬ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医阴阳

学说的美在于中和ꎮ” 〔１４〕作为中医美学的理论之源ꎬ«黄帝内经»气论、道论及人

性论中ꎬ都生动展现了生命过程的阴阳平衡之美ꎮ
(一)阴阳平衡———气之美

在中国哲学中ꎬ气是一个最基本的哲学范畴ꎬ«黄帝内经»将先秦两汉关于

气的概念引入其理论体系之中ꎬ并结合医学内容对其进行了发展ꎬ赋予气生命美

学特征ꎮ «黄帝内经»全书 １６２ 篇文章中ꎬ有 １５０ 篇文中提到气ꎬ内容涵盖脏腑经

络、阴阳五行、病因病机等各个方面ꎬ如阳气、阴气、宗气、真气、经气等ꎮ〔１５〕 它承袭

了黄老之学道气的思想并且结合人体生命对其进行了发展ꎮ〔１６〕 我国古代哲学认

为ꎬ气是自然万物包括人的生命本源ꎬ气的升降出入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ꎮ
在解释人体组织结构时ꎬ在外的体表属阳ꎬ在内的脏腑属阴ꎬ脏属阴ꎬ腑属阳ꎮ 它认

为人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阴阳对立统一的过程ꎮ〔１７〕«黄帝内经»竭力探索生命的阴

阳“中和”之美ꎬ它认为ꎬ人体是一个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ꎬ人只有处于阴

阳二气的“中和”状态ꎬ人体才能是健康的生命体ꎬ才能展现生命之完美形态ꎮ
«素问生气通天论»对阴阳二气动态平衡之美进行了生动描绘ꎬ强调“天

地之间”“皆通乎天气”ꎮ 人体阴阳二气不是静止的ꎬ而是不断变化的ꎮ 这种变

化不断保持动态平衡ꎬ饱含着生机之美ꎮ 阴阳平衡ꎬ生命才会产生ꎮ «黄帝内

经»指出ꎬ气是人情感变化的基础ꎮ “人有五脏化五气ꎬ以生喜怒悲忧恐ꎮ” 〔１８〕 它

认为ꎬ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都受气的主导ꎮ 黎启全在«美是自由生命的表现»中
指出ꎬ“气与神相通ꎬ有生气就有神ꎬ无生气就无神ꎮ” 〔１９〕气承载人的思想情感ꎬ布
化着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ꎬ给予生命以积极向上的动态活力ꎬ是审美主体生命力

的源泉ꎮ “凡物之美者ꎬ盈天地间皆是也ꎬ” 〔２０〕 «黄帝内经»认为ꎬ审美主体的生

命活动、精神活动以“气”来维持ꎮ 同时ꎬ气还是构成审美对象的本原ꎮ 审美主

体以气为媒介与万物沟通交融ꎬ保持内心的澄澈与宁静ꎬ外物与自我因这气而有

了沟通交融的桥梁ꎬ并得以相融、合一ꎮ 它展示的是自然界和人体旧的阴阳平衡

不断被打破而新的阴阳平衡不断被建立的生命动态过程ꎬ也就是阴阳二气不断

消长ꎬ不断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ꎮ 宗白华认为ꎬ生命的节奏由阴阳二气织成ꎮ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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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二气的不断运动产生生命的美感ꎮ〔２１〕 人体五藏之气的运动变化产生情志ꎬ而
情志与人的健康状况休戚相关ꎮ 人体五藏之气、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生活影响着

人体的情志之气ꎬ而情志的常态则要求保持“和”的状态ꎮ “中和”之美在«黄帝

内经»里表现为阴阳二气动态平衡的生命状态ꎮ 审美主体只有情志和顺ꎬ才能

保持心境的和谐ꎬ身心健康ꎬ进入澄净的境界之中ꎬ享受美妙的生命过程ꎬ感悟宇

宙自然和人体生命之美ꎮ
(二)阴阳平衡———道之美

“道”是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ꎬ而贯彻«黄帝内经»全篇的同样也是“道”ꎮ
«黄帝内经»中 ２６９ 次论及“道”ꎬ单次出现 １８６ 次ꎮ «黄帝内经»之“道”涉及人

的脏腑、经络、气血等生理规律之“道”ꎬ例如“经脉之道”、“营气之道”ꎮ «黄帝

内经»之“道”受“阴阳之道”支配ꎬ以人体各种衰老、病变之表现作为变ꎬ以人体

自身发展客观规律作为不变ꎬ以不变应万变ꎬ追求的是阴阳平衡之“道”ꎬ因此ꎬ
知“道”者ꎬ是懂得生命养护规律之人ꎬ只有生命活动合于“道”ꎬ才能“年皆度百

岁而动作不衰ꎮ” 〔２２〕

«黄帝内经»中的“道”不仅是万物的本体ꎬ还是生命的本体ꎮ 是合生命本

体、自然规律与人体生命规律的统一ꎮ 它与生命美学的境界追求是一致的ꎮ 根

据美学原理ꎬ绝对的客观的美ꎬ其本身的主观性和非抽象性是辩证统一的ꎬ因此

无法抽象出来而超越感性去直接把握它ꎮ «黄帝内经»也没有单独讨论美的内

容ꎬ但它在论“道”的过程之中ꎬ从生命美学原点出发ꎬ阐释了生命美学的一些重

要特征ꎮ 生命美学认为ꎬ人类一切审美活动都源于生命的需要ꎮ〔２３〕封孝伦指出ꎬ
生命是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ꎬ也是认识人类审美活动的起点ꎮ〔２４〕 «黄帝内经»之
“道”ꎬ始终不离生命ꎮ «素问脉要精微论»言:“持脉有道ꎬ虚静为保ꎮ” «黄帝

内经»以构建人类生命之完美为美的本源ꎬ探索出了一条人体审美实践的独特

途径ꎮ 其对生命之“道”的论述是对人体审美实践的有益探索ꎮ 它将生命美学

观的模式应用到具体的人体之上ꎬ与道合一ꎬ身心和谐ꎬ祛病延年ꎬ体格健美ꎬ体
现了身体的合道之美ꎬ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ꎮ

(三)阴阳平衡———人性之美

«黄帝内经»不仅关注人的身心合道之美ꎬ还涉及人性之美的研究ꎮ 与诸子

各家人性论不同的是ꎬ«黄帝内经»将人的道德本性与自然禀赋相关联ꎬ认为身

心一如ꎬ阴阳和平之人具有美好的品质ꎬ是光明磊落的君子ꎮ 孟子和荀子的人性

论是伦理道德层面对人性作出的抽象判断ꎮ 而«黄帝内经»从人的自然禀赋出

发来探讨人性ꎮ 它认为人性与人的生理素质有很大关系ꎮ «灵枢通天»依据人

体阴阳气血的不同ꎬ将人划分为五种不同类型ꎬ它认为ꎬ太阴之人贪婪而不仁厚ꎬ“太
阴之人ꎬ贪而不仁ꎮ”〔２５〕太阳的人ꎬ自鸣得意ꎬ无能好讲大事ꎬ说空话ꎬ“太阳之人”ꎬ“好
言大事ꎮ”〔２６〕黄帝内经作者赞扬的是阴阳和平的人ꎮ “阴阳和平之人ꎬ其阴阳之气和ꎬ
血脉调ꎮ”“众人皆曰君子ꎮ”〔２７〕它认为ꎬ心态平和之人ꎬ外貌稳重而从容ꎬ举止落落大

方ꎬ品行端正ꎬ光明磊落ꎬ被众人成为君子ꎮ «内经»从人体生理器官的功能与作用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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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分析探讨人性问题ꎬ使阴阳平衡具有了美学的意义ꎮ
«黄帝内经»认为阴阳相互制约ꎬ相反相成ꎬ相互消长ꎬ阴阳矛盾运动的结果

就是阴阳之间的动态平衡ꎬ“阴平阳秘ꎬ精神乃治ꎮ” («素问生气通天论»)狄
德罗说:“真、善、美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ꎮ” 〔２８〕 «黄帝内经»从身心一体、形神一

如的认识角度ꎬ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结合起来ꎬ认为阴阳和平之人不仅身

体气色美ꎬ而且具有美好的品格ꎮ 刘长林认为ꎬ«黄帝内经»把人依据自然禀赋

和社会品性分类型ꎬ在学术发展史上是一大创造ꎬ这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体和

人性具有开拓和启发意义ꎮ〔２９〕«黄帝内经»的理想人格强调个体的自然属性和社

会属性的统一ꎬ不仅强调个体自身的阴阳平衡ꎬ还依据社会道德的标准强调人的

阴阳平衡之美ꎮ
王旭东认为ꎬ事物阴阳运动转化是绝对的、必然的ꎬ而转化的形态和结局是

相对的、多样的ꎬ形式和结局是双方互相融合ꎬ这就形成了事物阴阳运动过程中

的“中和”状态ꎮ〔３０〕达到“中和”状态即阴阳平衡ꎬ自然也就达到了内心的空明与

澄净ꎬ实现了生命世界的对称与奇异形式的完美结合ꎮ 美学大师宗白华认为ꎬ中
国人在天地的动静中ꎬ感受宇宙的“生生而条理”ꎮ〔３１〕«黄帝内经»通过论“气”与
“道”ꎬ阐述了人与自然之关系ꎬ它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ꎬ肯定了生命的物质

性ꎬ不仅揭示了生命的历程ꎬ还深入剖析了人的心理活动和人生境界ꎬ生动展示

了生命过程的中和之美ꎬ形成了一整套独立的生命美学理论体系ꎮ

三、形神和谐:人体生命的实践之美

庞景三说:“人是自然美和社会美的最高形式和统一体ꎬ这个统一体是以生

命状态体现出来的ꎮ 没有生命ꎬ对人而言就不存在生命美了ꎮ” 〔３２〕 «黄帝内经»不
仅珍视生命ꎬ其本身就是一部构建人体生命之美的养生百科全书ꎮ «黄帝内经»生命

观受先秦形神关系的影响ꎬ认为ꎬ“形”与“神”是人体生命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ꎬ倡导

形神和谐的生命观ꎬ追求人体生命的健康与完美ꎬ即恢复、更新和创造形神和谐的人

体之美ꎮ 这是人体生命实践的终极追求ꎬ也是生命美学的终极追求ꎮ
«黄帝内经»形神和谐的生命观基于对生命的珍视与精心呵护ꎬ«素问宝

命全形论»言:“天覆地载ꎬ万物悉备ꎬ莫贵于人ꎮ” «黄帝内经» “莫贵于人”的思

想来源于中国古代的“贵生”思想ꎮ «周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 («易传系

辞传下»)ꎬ指出ꎬ爱护生命是天地间最伟大的道德ꎮ 可见ꎬ中国古代哲学从源头

上就孕育了贵生的思想ꎮ 荀子也认为ꎬ人“最为天下贵也ꎮ”(«荀子九王制»)
孙思邈说:“人命之贵ꎬ有贵千金ꎮ” («千金药方»)所谓贵生ꎬ就是贵生贱物之

意ꎮ 庞景三认为ꎬ重生轻物是中华民族前贤的智慧ꎬ是闪光的思想ꎮ 视自己生命

为最美、最有价值的行为就是贵生之行为ꎮ〔３３〕 贵生行为追求的是人体生命过程

的完美即贵生之美ꎮ 贵生是人类生存过程中的最基本要求ꎬ同时也是最高要求ꎮ
虽然长生不老是不可能实现的ꎬ但是ꎬ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过无数追求长生不老

之术的仁人术士ꎮ 人类希望通过各种养生途径ꎬ延长生命的过程ꎬ享受生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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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妙ꎮ 庞景三在«美眼看中医»中提出了“贵生之美”的概念ꎮ 他指出:“人之

所贵ꎬ莫贵于生命ꎮ 因为生命本身就是幸福ꎬ生命过程就是美ꎮ”庞景三把尊重

生命ꎬ“合于道”的美称为“贵生之美” 〔３４〕

«黄帝内经»追求生命的“贵生之美”ꎬ在人体生命的审美实践中ꎬ它认为人

的形神是相互相依ꎬ缺一不可的ꎮ 肯定形是神的载体ꎬ更强调神对形的调节作

用ꎮ 如«素问移精变气论»言:“得神者昌ꎬ失神者亡ꎮ” «黄帝内经»认为可以

通过调神来健形ꎬ提出形神兼养的观点ꎮ 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乐恬淡

之能ꎬ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ꎬ故寿命无穷ꎬ与天地终ꎮ”在外界社会环境的压力之

下ꎬ人的心理也会变得不安分ꎬ劳心伤神ꎬ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名利等身外之

物ꎮ 人类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里却发现自己愈加迷茫ꎬ找不到生命的方向ꎮ
«黄帝内经»从生命美学的角度出发ꎬ呼唤人类生命的本真ꎬ追求形神和谐ꎬ强调

保持“无为”、“恬淡”的心态ꎬ可以“寿命无穷”ꎮ «黄帝内经»认为ꎬ通过调神可

以延长人体生命ꎬ达到长寿目的ꎬ同时认为“德全不危也ꎮ”(«黄帝内经素问
上古天真论»)«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提出“志闲而少欲”、“高下不相慕”、“志
闲而少欲ꎬ心安而不惧”ꎬ的思想ꎮ 意思是只有清心寡欲ꎬ才能保持精神内守ꎬ构
建良好的心态ꎬ从神志、精神调养入手ꎬ可以达到身心保养和防治的功效ꎮ 告诫

人类ꎬ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ꎬ不能用嫉妒和自私之心来损害他人ꎮ 要保持心理平

衡ꎬ以开朗的心态和精神面对生活ꎮ “精神不散ꎬ亦可以百数ꎮ”(«黄帝内经素

问上古天真论»)«素问上古天真论篇»劝解人们应时刻怀有清静的心境ꎬ乐
观的情怀ꎬ这才是人类生存的首要任务ꎮ 在名利面前ꎬ要随遇而安ꎬ不与人盲目

攀比ꎬ神志安定ꎬ光明磊落ꎮ «黄帝内经»强调养德之道ꎬ把养德作为养身之本ꎬ
静心守神ꎬ保养情志ꎬ才能达到真正的养生目的ꎮ 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ꎬ人类如

果能够认识到生命本身就是最宝贵的ꎬ就是美的ꎬ生命贵于身外之物ꎬ树立形神

兼养的养生态度ꎬ追求恬淡虚无的人生境界ꎬ才能享受美妙的生命过程ꎮ 这对于

人类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ꎬ享受完美的人生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ꎮ
«黄帝内经»关注人的生命ꎬ倡导的是使生命更加完美的形神兼养的养生实

践ꎮ 从«黄帝内经»呵护生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方法来看ꎬ它使用的是中医辨病论

治的方法ꎬ这种方法是中医在审美过程中对疾病个性、规律性认识的深化ꎮ〔３５〕它

的目的是要使人类千方百计的达到健康长寿ꎬ享受美妙的生命过程ꎬ达到理想的

生命状态ꎮ 生命美学的兴起就是源于现代人类对生命的困惑ꎬ它呼唤中国传统

美学的回归ꎬ从生命出发探求美的本源ꎬ从中挖掘出对于人类发展有价值的思维

智慧ꎮ 生命美学认为ꎬ人类一切审美活动ꎬ都是为了满足生命的需要ꎮ〔３６〕 从«黄
帝内经»关注生命的方法和实践来看ꎬ它追求一种合生命美学之道的美ꎬ即形神

和谐的人体之美ꎮ 只有身体健康ꎬ体格才美ꎬ生命才会美ꎮ〔３７〕«黄帝内经»形神兼

养的养生实践ꎬ就是为了直接满足人体生命之美的需要的人体生命的审美实践ꎬ
它把生命美学思想落实到人体的审美实践之中ꎬ目的是要达到人体的形神和谐

之美ꎮ «黄帝内经»实现了生命美学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统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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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人类要反思生命的本真ꎬ既需要现代哲人的引导ꎬ更需要古代哲学美学智慧

的启迪ꎮ 中国文化是注重生命的文化ꎬ中国文化精神实质就是一种生命精神ꎮ
中华传统医学从诞生起就追求生命之美的完整与和谐ꎮ «黄帝内经»建立起关

注人体生命的理论体系ꎬ关注于人与天地相参、生命过程的和谐与人体内在形神

之和谐ꎬ最大程度上体现出对生命的重视与精心呵护ꎬ这也正是生命美学的终极

追求ꎮ «黄帝内经»美学思想启迪人们重新认识生命的本质、生存的原意义及生

活的态度等重大人生问题ꎬ确立全面、健康的生命观ꎬ促进生命的完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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