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本难经阐注 丁锦

　　张序

　　难经者。灵素之精华也。灵素犹多假托。难经则扁鹊手着之书。继往圣开

来贤。允为医林之准的。奈古籍久湮。世传多误。由是解者臆度。读者狐疑。

难经晦而灵素不彰。灵素不彰而医道或几乎息矣。余向至吴门。访求医学。遇

歙友金子。赠古本难经。读之则纲举目张。脉通络贯。视世传之错谬。不啻拨

云雾而睹霄汉矣。乃遍考诸家。逐一校对。无如此卷之经明注晰者。宝之箧中

。携归谋付枣梨。以公同志。幸得好古之士。力赞斯役。不数月而书成。俾数

千年隐晦之书。一旦光昭宇内。是医道之幸。亦即凡有疾苦者之浓幸也。其功

顾不伟欤。故略序其梗概。以志不忘所自云。

　　嘉庆五年岁次庚申仲春近溪张基序

　　严序

　　余少学医。从云间嗣宗何夫子游。近侨寓金阊。常与上洋王修沈子究论医

典。农轩之训。犹之六经。扁鹊仲景犹私淑尼父之孟氏。是以内难伤寒。实医

门鼎足之三经也。自汉而下。名贤继出者。惟本此而已。后代作者。非不各有

发明。然日就褊浅。致今之学人。乐浅而畏深。趋末而忘本。呜呼。经义不明

。医术奚恃。安得有好古之士。尚论三经。引宋仁宗朝嘉 故事。上请圣天子诏

儒臣及精通其事者。参古酌今。编纂全书。颁行宇内。为万世苍生计乎。适有

客告余曰。向之所谓难其人者今得之矣。姓丁氏。号适庐。从茸城携古难经加

以阐注。来吴就梓。余闻之。始则异。既则疑。因忆先师曾述宋时丁德用难经

补注言。华元化得越人书被执乃烬。今之流传者。

　　皆吴太医令吕广重编。文多错简。辞意难明。十七家之注。如滑氏等仅存

疑义。莫从考证。或有古本。惜未显于世耳。今子所闻。莫非吴氏之古本欤。

客曰否。因偕沈子访之。见其人。飘然鹤发。

　　非世俗之流。读其书。非素见之书。方知难经本来辞明理贯。并无一字衍

文。故东坡楞伽跋云。

　　如医之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必有见而云然。益征师言有自矣。噫

。二千余年若晦若灭之书。一旦复显。使天下人知八十一难。乃越人之注内经

也。而先生之文。又疏越人之注义也。一若中天之日。纤微毕照。将见此本一

出。则十七家之本可尽废矣。先生已成不朽之功。岂常人所能及哉。丁子避席

曰。河图洛书。因圣人而出。世秘之书。俟圣朝而显。此亦理数之使然也。我

何人斯。而敢与其功焉。余因乐其遇而纪其事。敬述于简末。

　　乾隆三年戊午阳月洞庭菊坡居士严茂源书

　　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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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经者。扁鹊之所着也。何为乎而名经。本于内经故名也。内经黄帝之灵

枢素问也。其阐发天地阴阳五行之理。动植飞潜之性。合于五脏六腑。声色臭

味之微。未病而知其病之来。已病而知其病之源。不定法故法无不神。不立方

故方无不备。犹夫六经之垂于万世也。扁鹊去古未远。能彻其源委。合灵素之

一十八卷。各八十一篇。批却导 。条分缕析。共列八十一难。亦述而不作之意

也。其辞虽出于灵素。而晦者明之。繁者省之。缺者补之。复者略之。无微不

彻。无义不该。故灵素而下。首推难经。虽有继起名贤。安能出其范围哉。数

千年来。尚有人知灵素之义者。

　　独赖此书之存。历世久远。传写失真。前后舛错。以致文气失贯。精义不

彰。近代注家。因讹就讹。愈解愈晦。沿至今日。徒知难经之名。而不明难经

之蕴者。盖不少矣。予自庚戌之秋游武昌。客参政朱公所。公素好医。出箧中

古本难经。乃晋王叔和医范三经之一也。开卷观之。异于坊本。

　　如古之三难。误列十八难。古之十二难。误列七十五难。共误三十余条。

而式亦不类于坊本。其问词升一字。经也。其对词降一字。引经以释经也。以

今本对校。心目之间。恍若有见。由是而推其论脉论症论治。莫不曲畅旁通。

此诚济世之津梁。医林之至宝也。余留楚三载。深有得于此书。癸丑冬归里。

亲族故交。凋零殆半。问其故。或曰卒于病也。或曰卒于药也。余不禁愀然思

。惕然惧。因忆昔人之为人臣者。不可不知医。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信哉

言乎。遂以是书命子侄于举业之暇读之。其原文对词。乃扁鹊引经以释经之旨

。是即扁鹊之注也。注有未详。疏以通之。六经成例。具见于前。是以据所偶

得。并采滑氏诸家之切当者。注解字释。赘于各条之末。名之曰古本难经阐注

。刍荛一得。敢附前贤。以其尝苦心于斯也。倘读者藉此以洞难经之源。未必

无小补于斯道云尔。

　　乾隆丙辰春仲云间适庐老人丁锦书

　　凡例

　　一、是经注相传既久。错简颇多。如三难误列十八难。十难误列四十八难

。凡误三十余条。今悉根据古本厘正。一复越人之旧。恐其久而又差。故复撰

某难发明何义目次一篇。证误目次一篇。冠于首。

　　一 、 传世之书。缮写多讹。独难经历三千年来。所误不过数字。开列证

误目次。盖因是书以数冠篇。不致遗失。然其数则存。而文已不随其数。如三

难之误列十八难而不觉也。沿讹踵谬。读者难明。余就古本原文阐发。并采前

人之说。附于其下。遂觉本义复明。即不业医者。

　　似亦可展卷了然矣。

　　一、是经越人悉本内经。或字句间与内经小有异同。其义实无相悖。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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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此一二字以议其非。亦已妄矣。至于脉位。以大小肠分发两寸。确有至理。

余于三难注明李士材喻嘉言辈欲驳其误。恐后人不服。而云高阳生之伪诀。今

人不明难经。惑于伪诀一语。反以难经为不足凭。岂其然乎。

　　一、是经越人取经义之深微者。设为问难。虽止八十一条。而内经之全旨

已具。其发明脉理证治针刺。率以一语该千百言之蕴。学人若致心研讨。自能

悟千百言于一语之下。欲臻其境者。先读难经。再读内经可也。

　　一、是经四明张静斋本各条俱有绘图。夫难经所言。皆阐明脉理阴阳。荣

卫虚实。五行交互。补泻变通。难以绘图。今其图不过即以其文或方或圆或颠

或倒。重写一过而已。学人一泥其图。真义反晦。故去之。

　　一、是书余与参政中峰朱公互相商榷。裨助实多。间加一二评语。亦录于

下。

　　一、是经注解行世者。历来一十七家。并列姓氏。其未之见者。不及备载

。

　　一、是注原为家学卫生而设。每用浅近通俗之语。欲使子侄易明易熟。余

又气血既衰之年。不能过用心思。故字句间多有不检之处。学人谅之。

　　丁锦履中氏又书

　　

　　一难曰。十二经中皆有动脉。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法。何

谓也。然。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阴之脉动也。

　　此章总冒五脏六腑十二经动脉。俱会于寸口。下文分晰十二经脉。一日夜

五十会于寸口。荣卫血气。一日夜会于寸口也。十二经者。手太阳手阳明手少

阳足太阳足阳明足少阳为阳六经。从手走头。从头走足。手太阴手少阴手厥阴

足太阴足少阴足厥阴为阴六经。从足走胸。从胸走手。此十二经脉所行之直路

也。手太阴者。肺也。肺朝百脉。所以十二经统会于此。故曰寸口脉之大会也

。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日夜凡一万

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于身。

　　二刻为一度。二百七十息。脉行十六丈二尺为一周。一日夜五十周于寸口

。下文言荣卫一周于寸口。

　　漏水下百刻。荣卫行阳二十五度。从寅至申。行阴二十五度。从申至寅。

为一周也。故五十度复会于手太阴寸口者。二刻一度。百刻五十度。行毕而复

会。五脏六腑之终始。故取法于寸口也。

　　凡人之通身血脉。无处不周。无刻不运。谓呼吸定息。脉行六寸者。指手

太阴肺脉为首而会也。譬如念佛数珠有首有尾。转动一粒。则粒粒俱转。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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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至终。必以首粒为主。而定其数。犹肺脉为首行六寸。而通身之脉莫不尽行

六寸也。但十二经因各行其道。所以较荣卫速。一日夜五十周于身。而于寸口

亦五十会也。至荣卫血气。从中焦注手太阴肺。从肺注手阳明大肠。大肠注足

阳明胃。从胃注足太阴脾。从脾注手少阴心。从心注手太阳小肠。小肠注足太

阳膀胱。膀胱注足少阴肾。从肾注手厥阴胞络。胞络注手少阳三焦。三焦注足

少阳胆。从胆注足厥阴肝。从肝复注于肺。此一日夜遍行于十二经。所以迟。

故止行一周。而于寅时在寸口亦一会也。

　　二难曰。脉有尺寸。何谓也。然。尺寸者。脉之大要会也。从关至尺。是

尺内阴之所治也。从关至鱼际。是寸口内阳之所治也。故分寸为尺。分尺为寸

。

　　此章明寸阳尺阴。定三部脉之分寸也。寸脉名曰一寸。实在九分。阳数九

也。尺脉名曰一尺。实在取一尺中之一寸。分于部位。阴数十也。合阴阳之数

。共长一寸九分。分寸为尺者。分寸内之三分为关部。分尺为寸者。分尺内之

四分为关部。则寸关尺每部应各得六分。三六一寸八分。余一分发在关前。即

左名人迎。

　　右名气口也。经但言尺寸而不言关者。关居尺寸之中。而受尺寸所分之地

。故不言关。而关在其中矣。

　　故阴得尺中一寸。阳得寸内九分。尺寸终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

　　此申明上文之义。以起下章。定十二经之脉位于寸关尺也。

　　三难（三难误列十八难）曰。脉有三部（寸关尺）部有四经。（每部四经

共十二经）手有太阴（肺）阳明。（大肠）

　　足有太阳（膀胱）少阴。（肾）为上下部何谓也。

　　此以肺与大肠膀胱与肾。上下之脏腑问者。以起下文。定十二经之脉位于

两手六部也。

　　然。手太阴（肺）阳明（大肠）金也。足少阴（肾）太阳（膀胱）水也。

金生水。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也。

　　足厥阴（肝）少阳（胆）木也。生手太阳（小肠）少阴（心）火也。火炎

上行而不能下。故为上部。手心主（厥阴胞络）

　　少阳（三焦）火。生足太阴（脾）阳明（胃）土。土主中宫。故在中部也

。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养者也。

　　两手寸口统属太阴。所以脉位从太阴起。手太阴。肺经也。手阳明。大肠

经也。肺与大肠相为表里。俱属金。金位居西。肺位在上。所以当在右寸也。

足少阴。肾经也。足太阳。膀胱经也。肾与膀胱相为表里。俱属水。水位居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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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位在下。肺金生之。水流下而不能上。所以当在左尺也。足厥阴。肝经

也。足少阳。胆经也。肝与胆相为表里。俱属木。木位居东。肝位在左，肾水

生之。木不能远水。所以当在于左关也。手太阳。小肠经也。手少阴。心经也

。心与小肠相为表里。俱属火。火位居南。心位在上。肝木生之。火炎上而不

能下。所以当在左寸也。手心主。即手厥阴胞络也。手少阳。三焦也。二经相

为表里。同命门俱属相火。君火在上。臣火在下。所以当在右尺也。足太阴脾

经也。足阳明胃经也。脾与胃相为表里。俱属土。相火代君行令生之。土位居

中。

　　所以当在右关也。此皆五行子母相生者也。以脏腑分发脉位。是天造地设

。后人各执偏见。持论纷纷。使学人难凭。如喻嘉言李士材张介宾相因而言大

小肠配两寸为非。改配尺为是。又云。此非出于难经。乃高阳生伪诀。又云。

二肠不洁之腑。不应配心肺清高之脏。又云。按内经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

下竟下者。

　　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殊不知素问云。尺内两旁。则季胁也。尺外以候

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内以候

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等句。

　　此候脉位之说也。亦并无二肠膀胱之定位。此内经专主五脏。以定脉位。

而略于腑者。正见腑必随脏。脏必通腑也。至上竟上下竟下二句。是审病之所

也。下文三部主疾。即是其义。何可借此牵扯。且人之脏腑。

　　俱应五行。如大肠属庚金。肺属辛金。庚辛一气也。小肠属丙火。心属丁

火。丙丁一气也。故越人定十二经之脉位。遵内经之手配手足配足。皆应五行

一气之理。今以一脏腑分持于两手。岂非错乱五行乎。以右寸手阳明大肠改配

左尺足少阴肾位。岂非混杂手足乎。若云二肠不洁之腑。不应配心肺清高之脏

。则手太阳小肠之经。

　　手阳明大肠之经。亦不应上至于头矣。余意三子之见。不过就脏腑高下而

论。孰意越人已揭高下及不净之义于四十难。剖晰极明。岂诸公未见难经之全

文耶。抑见之而不解耶。抑好奇而故为之驳耶。抑驳之而虑后人不服。而云高

阳生之伪诀耶。

　　脉有三部九候。各何所主之。然。三部者。寸关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

。（此段以脉候病）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头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膈以下

至脐之有疾也。下部法地。主脐以下至足之有疾也。审而刺之者也。（此段按

上下部位针病）

　　此言寸关尺三部。俱有浮中沉之三候。每部各三候。而为九候也。此则用

药主治也。上中下三部。言人身上中下三停也。九候言每停分天地人三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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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用针主治也。故用审而刺之者也。坊本误人为下部法而应乎地。

　　四难曰。脉有阴阳之法。何谓也。然。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吸之

间。脾受谷味也。（别刻云受谷味三字亦赘辞余谓最紧要盖中州有谷味能主乎

呼吸也）其脉在中。浮者阳也。沉者阴也。故曰阴阳也。

　　此章言脉之阴阳。虽在于尺寸。然阴阳之气。又在于浮沉。如心肺居上。

阳也。呼出必由之。肾肝居下。阴也。

　　吸入必归之。脾受谷味而在中。则呼出吸入无不因之。故诊脉之法。浮取

乎心肺之阳。沉取乎肾肝之阴。而中应乎脾胃也。曰阴阳。则脾土居中。兼乎

阴阳矣。前章以脏腑定于脉位。此下言脏腑应乎脉位。乃见经文先后层次。向

因误列而晦也。

　　心肺俱浮。何以别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涩者肺也。肝肾俱沉

。何以别之。然。牢而长者肝也。按之濡举指来实者肾也。脾主中州。故其脉

在中。是阴阳之法也。

　　此言浮中沉按取阴阳之法。下文复明六脉阴阳之义。

　　脉有一阴一阳。一阴二阳。一阴三阳。有一阳一阴。一阳二阴。一阳三阴

。如此之言。寸口有六脉俱动耶。然。此言者。非有六脉俱动也。谓浮沉长短

滑涩也。浮滑长。阳也。沉短涩。阴也。所谓一阴一阳者。谓脉来沉而滑也。

（左尺为顺右寸为逆）一阴二阳者。谓脉来沉滑而长也。（左关为顺右关为逆

）一阴三阳者。谓脉来浮滑而长。时一沉也。（左寸为顺右尺为逆）所谓一阳

一阴者。谓脉来浮而涩也。（右寸为顺左关为逆）一阳二阴者。谓脉来长而沉

涩也。（左关为顺右关为逆）一阳三阴者。谓脉来沉涩而短。时一浮也。（左

尺为顺右寸为逆）各以其经所在名病逆顺也。

　　此一节言阴阳之脉。合心肺肾肝之逆顺。经所在。即十二经之所在也。假

如一阴一阳之脉。沉而滑也。见于左尺。肾与膀胱之经为顺。见于左寸。心与

小肠之经为逆。亦相克之意也。六部仿此。左三部沉滑居多。

　　阳中之阴也。右三部浮涩居多。阴中之阳也。

　　五难曰。脉有轻重。何谓也。然。初持脉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得者。肺

部也。如六菽之重。与血脉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与肌肉相得者。脾

部也。如十二菽之重。与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举指来疾者。肾部也。

故曰轻重也。

　　此承上章言浮中沉之按法。候肺心脾肝肾之部也。

　　六难曰。脉有阴盛阳虚。阳盛阴虚。何谓也。然。浮之损小。沉之实大。

故曰。阴盛阳虚。沉之损小。浮之实大。

　　故曰。阳盛阴虚。是阴阳虚实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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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章亦承上章以浮中沉之按法。察阴阳虚盛之义也。损小实大者。虚脉盛

脉之纲领也。学人自当会意而推展之。

　　七难曰。经言少阳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长。阳明之至。浮大而短。太

阳之至。洪大而长。太阴之至。紧大而长。

　　少阴之至。紧细而微。厥阴之至。沉短而敦。（敦迫也阳将动也）此六者

。是平脉也。将病脉耶。然。

　　皆王脉也。其气以何月各王几日。然。冬至后。复得甲子少阳王。（十一

月甲子至正月）复得甲子阳明王。（正月甲子至三月）复得甲子太阳王。（三

月甲子至五月）复得甲子太阴王。（五月甲子至七月）复得甲子少阴王。（七

月甲子至九月）

　　复得甲子厥阴王。（九月甲子至十一月）王各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

以成一岁。此三阴三阳之王时日大要也。

　　此章详言六气之旺脉。然三阳三阴经之旺脉。亦可以此类推。

　　八难曰。寸口脉平而死者。何谓也。然。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

。所谓生气之原者。

　　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根。呼吸

之门。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寸口

脉平而死者。生气独绝于内也。

　　此章首明命门三焦一气同原之义。所谓生气之原者。即两肾中间命门原也

。呼出气起于此。吸入气纳于此。故十二经脉之气。皆系于此。所以为五脏六

腑之本。十二经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也。人有此原气。邪气不能伤其身

。守于内。而充于外。故曰守邪之神。若此气绝。犹草木之根绝。茎叶即枯。

虽寸口脉平。必死。若此气未绝。虽寸口脉无。亦不死也。是即十四难之上部

无脉。下部有脉。虽困无能为害也。

　　九难曰。何以别知脏腑之病耶。然。数者腑也。迟者脏也。数则为热。迟

则为寒。诸阳为热。

　　诸阴为寒。故以别知脏腑之病也。

　　此章专重分别脏腑之病。言数脉腑也。迟脉脏也。数则腑病为热。迟则脏

病为寒。诸阳皆属于腑为热。诸阴皆属于脏为寒。以此分别脏腑之病。无遗也

。后人议数则为热句。似有未妥。每见阳虚之病。

　　脉亦急数。投桂附而即平。殊不知数则为热。数字即腑字也。迟则为寒。

迟字即脏字也。甚矣。读古人书未经苦心体会。岂可轻议哉。此章但言脏腑不

同。不言病与虚实。故下章申明脉病诊虚实之义。

　　十难曰。人有三虚三实。何谓也。然。有脉之虚实。有病之虚实。有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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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也。脉之虚实者。濡者为虚。紧牢者为实。病之虚实者。出者为虚。入者

为实。言者为虚。不言者为实。缓者为虚。

　　急者为实。诊之虚实者。濡（濡软也）者为虚。牢（牢硬也）者为实。痒

者为虚。痛者为实。外痛内快为外实内虚。内痛外快为内实外虚。故曰虚实也

。

　　此结上文脉病三虚三实也。然虚之一字。最重者肾。故下章详言肾气尽之

脉也。

　　十一难曰。经言脉不满五十动而一止。一脏无气者。何脏也。然。人吸者

随阴入。呼者因阳出。今吸不能至肾。至肝而还。故知一脏无气者。肾气先尽

也。（吸者。阳随阴入。呼者。阴因阳出。阳不能荣于下。

　　惟至肝而还者。因肾气先尽。而不能受吸入之气也。故有下章汲汲乎补肾

之法。或四十三十动一止。又当以肝脾之气类推也。）

　　十二难曰。经言。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何谓也。然。金木

水火土。当更相平。东方木也。西方金也。

　　木欲实。金当平之。火欲实。水当平之。土欲实。木当平之。金欲实。火

当平之。水欲实。土当平之。东方者肝也。则知肝实。西方者肺也。则知肺虚

。泻南方火。补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

胜火。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故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经曰。不

能治其虚。何问其余。此之谓也。（读此章乃见补肾之法。出自越人。盖因肾

水足。则金不耗。而肺不虚。肾水足。则木得养。而肝不燥。肝不燥。则木不

侮脾而脾足。脾既足。土又可生金。金又生水。自此接续而生。莫不均藉补水

之力。此天一生水之义也。若不明乎此。即经所谓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

　　十三难曰。经言见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相胜之脉者即死。得相生之脉

者。病即自已。色之与脉。当参相应。为之奈何。

　　此以色脉为问。下文详言色脉皮肤声音臭味相应之义。然。五脏有五色。

皆见于面。亦当与寸口尺内相应。假令色青（肝色）其脉当弦而急。（肝脉

）色赤（心色）其脉浮大而散（心脉）色黄（脾色）其脉中缓而大（脾脉）色

白（肺色）其脉浮涩而短（肺脉）色黑（肾色）其脉沉濡而滑（肾脉）此谓五

色之与脉。当参相应也（此概举五脏之色脉也。

　　下衣冠文物相应吉凶之义。此节精熟。则色脉生胜之理。自然了了。）脉

数。尺之皮肤亦数。脉急。尺之皮肤亦急。脉缓。尺之皮肤亦缓。脉涩。尺之

皮肤亦涩。

　　脉滑。尺之皮肤亦滑。

　　此言脉与寸关尺皮肤相应之理。脉数。数字当作热字解。急字当作紧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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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字当作和字解。涩即干涩之谓。滑即滑润之谓。此但言尺者。统乎手臂也

。

　　五脏各有声色臭味。当与寸口尺内相应。其不相应者病也。

　　此言五脏各有相生相胜。当以声色臭味参之。如声呼色青。臭臊味酸者。

肝也。声笑色赤。臭焦味苦者。心也。

　　声歌色黄。臭香味甘者。脾也。声哭色白。臭腥味辛者。肺也。声呻色黑

。臭腐味咸者。肾也。察其声色臭味。

　　参合其脉之相生相胜。则知其病之生死矣。假令色白多哭。好辛臭腥。其

脉弦而急者。是肺之声色臭味。

　　而见肝脉者。为相胜。则死。若见脾脉。此为相生。病即自已。若见肝之

声色臭味而得脾脉。亦死也。

　　假令色青。（肝色）其脉浮涩而短。（肺脉）若大而缓。（脾脉）为相胜

。浮大而散。（心脉）若小而滑。（肾脉）为相生也。

　　此申明相生相胜之义。以肝脏为例而言也。假如青者。肝木之色也。浮涩

短。肺金之脉也。为脉胜色。大而缓。

　　脾土之脉也。为色胜脉。浮大散。心火之脉也。为色生脉。小而滑。肾水

之脉也。为脉生色。余脏仿此。

　　经言知一为下工，知二为中工。知三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

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此之谓也。

　　此总结上文色脉生胜之理。缺一不可。知一者。知其色也。知二者。知其

色与脉也。知三者。知其脉与声色臭味之相生相胜也。

　　十四难曰。脉有损至。何谓也。然。至之脉。一呼再至曰平。（一息四至

）三至曰离经。

　　（一息六至）四至曰夺精。（一息八至）五至曰死。（一息十至）六至曰

命绝。（一息十二至）

　　此至之脉也。何谓损。一呼一至曰离经。（一息二至）二呼一至曰夺精。

（一息一至）三呼一至曰死。（一息半一至）四呼一至曰命绝。此损之脉也。

至脉从下上。损脉从上下。

　　诊损至之脉。以医者之息数。定病者之至数。至脉从下上者。从肾而上也

。损脉从上下者。从肺而下也。此言损至脉大纲。损脉之为病。奈何。然。一

损损于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荣于五脏六腑也。

三损损于肌肉。肌肉消瘦。饮食不能为肌肤。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

五损损于骨。

　　骨痿不能起于床。反此者。至之脉病也。（至之脉向误至于收）从上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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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

　　（损脉病）从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至脉病）

　　此一节。指损至脉本原之久病。盖一损皮毛。病尚浅。五损于骨。病已深

。

　　然有由骨而复反皮毛必死。所以虚劳脉数不治。

　　治损之法奈何。然。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脾者

。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此治损之法

也。

　　曰益。曰调。曰适。曰缓。此四法包括已尽。不立方而方在其中。此但言

治损。不言治至者。若到至脉已无治也。可不慎欤。

　　脉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有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有一呼四至。一吸四

至。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有一呼六至。一吸六至。有一呼一至。一吸一至

。有再呼一至。再吸一至。有呼吸不至。脉来如此。何以别知其病也。

　　此复举至损之脉为问。是指近病而言。以起下文也。然。脉来一呼再至。

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

　　此指一息四至之平脉。不大不小者。言不洪大不沉细也。一呼三至。一吸

三至。为适得病。前大后小。即头痛目眩。前小后大。即胸满短气。

　　此指一息六至之脉也。适。初也。言初得病也。前谓寸脉。后谓尺脉。寸

大尺小者。邪在表也。寸小尺大者。邪在里也。

　　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脉洪大者。苦烦满。沉细者。腹中痛。滑

数伤热。涩者中雾露。

　　此指一息八至之数脉也。欲甚将甚也。洪大而数者。邪在胸膈。沉细而数

者。邪在腹中。滑数伤热邪。涩数中湿邪也。

　　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当困。沉细夜加。浮大昼加。不大不小。虽困

可治。其有大小者。为难治。

　　此指一息十至之危脉也。困。病重也。沉细。阴将竭而夜重。浮大。阳将

竭而昼重。所以不浮大。不沉细。虽重而可治也。

　　一呼六至。一吸六至。为死脉也。沉细夜死。浮大昼死。

　　此一息十二至之死脉也。以上四节。俱指近病而言也。

　　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损。人虽能行。犹当着床。所以然者。血气皆

不足故也。

　　此一息二至之脉也。人虽能行者。言初损肺。人必能行。因其能行而不治

。则必渐及于心肝脾肾。血气俱损。而着床也。

　　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无魂。无魂者。当死也。人虽能行。名曰行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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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息一至之脉也。魂属真阳之气。阳气败绝。虽能行必死。故曰行尸。

此二节复言损脉者。明损脉非起于一朝一夕。或有初起病。得似损非损之脉。

恐人误认。故以下文结之。

　　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上部无脉。下部有脉。虽困

无能为害。所以然者。譬如人之有尺。犹树之有根。枝叶将槁枯。根本将自生

。脉有根本。人有原气。故知不死。

　　此呼吸不至之脉也。上有下无。谓寸有尺无。因实邪一时闭塞。阻遏生气

。吐则越其邪而升其气。不吐者死。谓不用吐法者死也。此条越人恐误认损脉

。故谆之晰之。夫损脉者迟脉也。

　　至脉者数脉也。不言迟数。而言损至者。盖以迟数之脉。统摄虚证实证。

表证里证。无所不包。无法不备之总名也。如首节言。至脉始于一息四至。终

于十二至。损脉始于一息二至。终于两息一至。此为本原证提纲而论也。至脉

从下上。损脉从上下。明至脉从肾阴虚竭。而及于肺气尽。损脉从肺气虚寒。

而及于肾阳竭也。二节明损脉之本原证起于肺。若失治必递及于心脾肝肾。其

损脉必反而为至脉。因肾虚火燥。复由肾而递及肝脾心肺而死。故曰反此者。

至之脉病也。三节明调治本原诸法。言损于肺者。益其气。盖损肺即损气也。

气即命门之真气。真气损。则皮皴而毛发枯。故曰皮聚而毛落。治之当益其气

。益则补益之谓也。气虚即阳虚。

　　补其阳气。则皮毛可以充实。若非理中桂附等类。何以补其阳。轻则补中

益气等汤。庶可取用。

　　若不明损脉之义。又何能明治损之法。及至脉数气喘发咳晡热。方云肺虚

。然后补肺保气。终无成效矣。殊不知此是损脉失治。转到至脉不治之候也。

又曰。损其心者。调其荣卫。盖损心即损血也。心为荣血之源。

　　肺为卫气之本。既损肺而复损其心。其气血不能荣养五脏六腑。当调而治

之。调者。取和调之义。有顾此兼彼之法。非比益之径行直遂也。如归脾汤异

功散八珍汤十全大补等汤。或六味八味等丸。消息病情。随宜投服。无不效也

。若不明治损之义。必待脉数心烦。咽干口燥。惊惕不寐。方谓心虚。投之温

补。必不受也。滋补必碍脾也。此亦损脉失治。转到至脉不治之候也。又曰。

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盖脾主中州。又主肌肉。消瘦则腠理不密。

　　不论寒温。感邪最易。故曰适其寒温。中州失职。则运化无权。易泄易滞

。不特参苓药在温补健脾。而于饮食。亦必节其饥饱。察其所宜。故曰调其饮

食也。若不明至损之义。必待饥不能食。

　　气急胀满。脉数双弦。方谓脾虚。用参 而胀满愈加。投桂附而虚烦转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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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因损脉失治。转到至脉不治之候也。又曰。损其肝者。缓其中。肝主筋。

筋藉血。血虚则肝燥而筋纵。必大补心脾。使心能生血。脾能统血。归脾养荣

等汤。宜早投也。若不明至损之义。必待血枯脉数。手足难运。方谓肝虚。然

后议用前方。已无及也。又曰。损其肾者益其精。骨属肾。精亏则髓枯骨痿。

必益其精而髓自充。经曰。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味乃血肉浓味也。如鹿茸等类。兼地黄人参枸杞之属。俱能补精。若不明

至损之义。必待真阴竭绝。虚火炎蒸。脉数心烦。不能起床。及投之以养阴必

泄。进之以养阳必燥。此皆不能会悟此篇之精义也。

　　至第四节。另以至损之脉为问者。别在五邪表里之症。不混于本原之证也

。第五节言不洪大。

　　不沉细。不病之平脉也。第六节言寸脉洪大。尺脉沉细，表证里证也。第

七节言尺寸俱洪大。尺寸俱沉细。表热里热之证也。而又举洪大而滑者。必是

伤热。沉细而涩者。必是中湿热也。第八节言尺寸沉细。必是里热而夜重。尺

寸浮大。必是表热而昼重。又言不大不小。虽困可治者。此有邪退之机。重必

转轻。而可治也。若愈浮大。愈沉细。此病进之机。而难治也。是即第九节之

沉细夜死。浮大昼死也，自四节至九节。专以至脉提纲。明表里实邪之义也。

第十节复叮咛损脉不可失治。如一息二至之脉。虽其人能行。必当早治。苟因

其能行而不治。必至着床不起。其所以不起者。因血气皆不足故也。第十一节

言一息二至失治。必至一息一至而不可治。或有能行。亦不过行尸耳。末节明

急证无脉之义。恐其混于损脉也。盖言下部无尺脉。必因骤中有形之实邪。壅

塞而可吐也。若上部无寸脉。

　　或因偶中无形之虚邪。虽困无能为害也。而复归重于原气。总结全章之义

也。中峰云。阅此论悟古人之治本原。大异于今人。古人治可治之损脉。今人

治不治之至脉。可慨也夫。

　　十五难曰。经言。春脉弦。夏脉钩。秋脉毛。冬脉石。是王脉耶。将病脉

也。然。弦钩毛石者。四时之脉也。春脉弦者。肝东方木也。万物始生。未有

枝叶。故其脉之来。濡弱而长。故曰。

　　弦。夏脉钩者。心南方火也。万物之所茂。垂枝布叶。皆下曲如钩。故其

脉之来。来疾去迟。故曰钩。秋脉毛者。肺西方金也。万物之所终。草木华叶

。皆经秋而落。其枝独在。若毫毛也。故其脉之来。轻虚以浮。故曰毛。冬脉

石者。肾北方水也。万物之所藏也。极冬之时。水凝如石。故其脉之来。沉濡

而滑。故曰石。此四时之脉也。

　　此章言四时之脉象。以起下文平脉病脉死脉之义。

　　如有变奈何。然。春脉弦。反者为病。何谓反。然。其气来实强。是谓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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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病在外。气来虚微。是谓不及。病在内。气厌厌聂聂。如循榆叶。曰平。

益实而滑。如循长竿。曰病。急而劲益强。如张弓弦。曰死。

　　春脉微弦。曰平。弦多胃气少。曰病。但弦无胃气。曰死。春以胃气为本

。

　　自此节以下。俱形容脉神。全在会悟自得。此即脉法中千手千眼。后人着

诀。盈千万言。恐未能道破一二也。脉因气行。气来即脉来也。下仿此。

　　夏脉钩。反者为病。何谓反。然。其气来实强。是谓太过。病在外。气来

虚微。是谓不及。病在内。

　　其脉来累累如环。如循琅 。曰平。来而益数。如鸡举足者。曰病。前曲后

居。如操带钩。曰死。夏脉微钩。

　　曰平。钩多胃气少。曰病。但钩无胃气。曰死。夏以胃气为本。

　　秋脉毛。反者为病。何谓反。然。其气来实强。是谓太过。病在外。气来

虚微。是谓不及。病在内。其脉来蔼蔼如车盖。按之益大。曰平。不上不下。

如循鸡羽。曰病。按之萧索。如风吹毛。曰死。秋脉微毛。

　　曰平。毛多胃气少。曰病。但毛无胃气。曰死。秋以胃气为本。

　　冬脉石。反者为病。何谓反。然。气来实强。是谓太过。病在外。气来虚

微。是谓不及。病在内。脉来上大下兑。濡滑如雀之啄。曰平。啄啄连续。其

中微曲。曰病。来如解索。去如弹石。曰死。冬脉微石。曰平。石多胃气少。

曰病。但石无胃气。曰死。冬以胃气为本。

　　以上四时之平脉。即有胃气之脉也。病脉即少胃气之脉也。死脉即无胃气

之脉也。欲明脉神精义。当于平脉中参悟。

　　胃者水谷之海。主禀四时。皆以胃气为本。是谓四时之变病。死生之要会

也。

　　此言四时变病死生。皆藉胃气为主。

　　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见。衰乃见耳。来如雀之啄。如水之下漏。是

脾衰之见也。

　　此总结上文四时之脉。合五脏之义也。脾属土。而分旺于四季。则四时之

平脉。皆属于脾。故不能另求脾土之平脉也。然脾之衰也。则有雀啄下漏之可

见矣。

　　十六难曰。脉有三部九候。有阴阳。有轻重。有六十首。一脉变为四时。

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然。是其病有内外证。

　　此越人谓去古轩岐既久。医者各执己见。各立成法。将何以别其是非耶。

脉有三部。至变为四时。俱各立之成法也。谓不必别其孰是孰非。但以下文病

之内外证。辨别脉之是非。则轩岐之旨。言言可据矣。即此可见轩岐而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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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砥柱之书。惟此为最也。六十首古经名。

　　其病为之奈何。然。假令得肝脉。其外证。善洁。面青善怒。其内证。脐

左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满闭。

　　淋溲便难。转筋。有是者肝也。无是者非也。

　　此诊得肝之病脉也。肝脏清净。故善洁。面青。肝之色也。善怒。肝之志

也。肝属木而左。

　　故脐左有动气。牢坚硬也。肝病肝气不行。故四肢满闭。淋溲。小便淋沥

而不快也。便难。大便难也。转筋。筋急也。

　　有肝之色。辨肝之证。是肝之脉也。下仿此。

　　假令得心脉。其外证。面赤口干喜笑。其内证。脐上有动气。按之牢若痛

。其病烦心。心痛。掌中热而 。有是者心也。无是者非也。

　　此心色心病心脉也。心在上。故动气在上。 音噎。张注有声无物。心中热

。故发 。则当于决切为是。俟考正。

　　假令得脾脉。其外证。面黄善噫。善思善味。其内证。当脐上有动气。按

之牢若痛。其病腹胀满。食不消。体重节痛。

　　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无是者非也。

　　此脾色脾脉脾病也。脾位居中。故动气当脐。

　　假令得肺脉。其外证。面白善嚏。悲愁不乐欲哭。其内证。脐右有动气。

按之牢若痛。其病喘咳。洒淅寒热。有是者肺也。无是者非也。

　　此肺色脉肺肺病也。右属肺。故动气在右。肺主皮毛。故寒热。

　　假令得肾脉。其外证。面黑善恐欠。其内证。脐下有动气。按之牢若痛。

其病逆气。小腹急痛。泄如下重。（泄如下重即泄而下重而如古通）足胫寒而

逆。有是者肾也。无是者非也。

　　此肾色肾脉肾病也。肾在下。故动气在下。欠者气相引也。泄如下重者。

大便时。腰下沉而窘也。以上五条。言五脏脉色病之定体。证字病字俱有内外

之义。

　　十七难曰。经言病或有死。或有不治自愈。或连年月不已。其生死存亡。

可切脉而知之耶。然。可尽知也。

　　此言或有死。即下文之相克脉。不治自愈。即十三难之相生脉。或连年月

。即五十五难积聚病之相应脉。

　　故曰可尽知也。

　　诊病若闭目不欲见人者。脉当得肝脉。弦急而长。而反得肺脉。浮涩而短

者。死也。（证虚脉实）

　　此节论金克木之脉。下四节。兼参证实脉虚。脉实证虚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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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若开目而渴。心下牢者。脉当得紧实而数。而反得沉涩而微者。死也。

（证实脉虚）

　　此肝心二经之病。应得紧实数之肝心脉。反得沉濡微之肾肺脉。则金水来

克木火。故当死也。

　　病若吐血复鼽衄血者。脉当沉细。而反浮大而牢者。死也（证虚脉实）。

　　肺主气。血为气配。凡吐衄必由于肺。必伤于气。则脉当沉细为顺。反得

浮大牢之火脉。则火来克金。故死也。

　　病若谵言妄语。身当有热。脉当洪大。而反手足厥冷。脉沉细而微者。死

也。（证实脉虚）

　　证属阳。应得洪大属火之脉顺。若反得沉细属水之脉。则水来克火。故死

也。是即阳病见阴脉者死。其理同也。

　　病若大腹泄者。脉当微细而涩。反紧大而滑者。死也（证虚脉实）

　　脾病则士虚。应得微细涩脉。微细涩心肺之脉也。火生土。土生金。则吉

。反得紧大滑脉。紧大滑肝肾之脉也。木克土。水克火。故死也。以上言克制

则死。以起下章关格克制之义。

　　十八难（误列三难）曰。脉有太过。有不及。有阴阳相乘。有覆有溢。有

关有格。何谓也。然。关之前者。阳之动也。脉当九分而浮。过者。法曰太过

。减者。法曰不及。遂上鱼为溢。为外关内格。此阴乘之脉也。

　　关以后者。阴之动也。脉当一寸而沉。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

。遂入尺为覆。为内关外格。

　　此阳乘之脉也。（三十七难一有发明当参看。）

　　全章之义。只重关格二字。曰太过。曰不及。曰阴阳相乘。曰覆溢。俱是

关格之注脚。故先论脉位之阴阳。寸为阳。尺为阴。次论脉体之阴阳。浮为阳

。沉为阴。如寸部得浮大之脉。覆下而至尺部。即为阳太过。直浮至尺之尽头

处为格。阳脉即阳乘阴也。如尺部而得沉实之脉。溢上而至寸部。即为阴太过

。直沉至寸之尽头处为关。阴脉即阴乘阳也。减者。谓寸部而得沉脉。为阳不

及。尺部而得浮脉。为阴不及。故法曰不及。又关者。阴太盛。阳气不能交。

故曰关。阴格者。阳太盛。阴气不能通。故曰格阳。此纯阴纯阳无和气之硬脉

也。若一手得之。浮大名格。沉实名关。若两手得之。则名关格。即下文之真

脏脉。不病而死也。浮脉为阳。浮过者。自寸而下。

　　浮过关部一二分也。若浮而和。不得为病脉。不和则为阳盛。曰太过者。

阳太过也。减者。关前九分当浮而反沉之谓也。

　　曰不及者。阳不及也。若沉过关部而直至鱼际。为外关内格。此即尺阴之

脉。乘于寸阳之位也。沉脉为阴。沉过者。自尺而上。沉过关部一二分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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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而和。不得为病脉。不和则为阴盛。曰太过者。阴太过也。减者。关后一寸

当沉。而反浮之谓也。曰不及。阴不及也。若浮过关部而直至尺内。为内关外

格。此即寸阳之脉。乘尺阴之位也。总之。关格之义。不外乎阴阳相乘之为害

也。

　　故曰覆溢。是其真脏之脉。人不病而死也。

　　覆则内关外格。如水从上流下。溢则外关内格。如水由下溢上。此孤阴独

阳。乃真脏之脉。无胃气以和者也。人不病而死者。言不待久病而速死也。两

手脉俱极浮极大为覆。两手脉俱极沉极实为溢。是即关格并见。必死之脉也。

覆即格阳。溢即关阴。此以尺寸之阴阳论也。若以两手论之。又当分左右为阴

阳。则格阳在右。便是阳乘阴。关阴在左。

　　便是阴乘阳。故两手得之。方可谓关格脉也。

　　十九难曰。脉有逆顺。男女有恒而反者。何谓也。然。男子生于寅。寅为

木阳也。女子生于申。申为金阴也。故男脉在关上。女脉在关下。是以男子尺

脉恒弱。女子尺脉恒盛。是其常也。反者。男得女脉。女得男脉也。

　　此章言男女之脉。合阴阳之理。以别弱盛之常道。木数三也。故男子阳生

于寅。金数四也。

　　故女子阴生于申。男当阳旺者。旺于寸阳之位。故曰在关上。女当阴旺者

。旺于尺阴之位。

　　故曰在关下。若男寸弱。女寸盛。则病矣。义在下文。后人解男生于寅。

女生于申。从胎元而论。皆因看板生字故也。

　　其为病何如。然。男得女脉为不足。病在内。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

右。随脉言之也。

　　女得男脉为太过。病在四肢。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随脉言之。

此之谓也。

　　此言阴阳反常之脉。谓男得女脉为不足者。寸脉弱阳气不足于内。故病在

内也。左寸脉弱病在左。右寸脉弱病在右。若女得男脉为太过者。寸脉盛阳气

有余于外。故病在四肢也。左寸脉盛病在左。右寸脉盛病在右矣。此章论病。

只论寸脉。不论尺脉者何也。盖人之有尺。犹树之有根。欲其盛而不可得也。

若男得女脉指尺盛。岂可谓之不足乎。女得男脉指尺弱。岂可谓之太过乎。旧

注以男脉为春夏。女脉为秋冬。与本文毫无干涉矣。

　　二十难曰。经言脉有伏匿。伏匿于何脏。而言伏匿耶。然。谓阴阳更相乘

更相伏也。脉居阴部。而反阳脉见者。为阳乘阴也。脉虽时沉涩而短。此为阳

中伏阴也。脉居阳部。而反阴脉见者。为阴乘阳也。脉虽时浮滑而长。此谓阴

中伏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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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章言阴阳相乘之中。又有相伏之义。如尺部而见浮滑长之脉。乃阳乘于

阴也。于浮滑长脉之中。偶杂沉涩短之脉。此谓阳中伏阴也。寸部而见沉涩短

之脉。乃阴乘阳也。于沉涩短脉之中。偶杂浮滑长之脉。

　　此谓阴中伏阳也。此脉法之最细者。注中言其大纲。读者当会悟而推展之

。

　　重阳者狂。重阴者癫。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

　　此承上文而言。若阳部而见阳脉。宜也。设阴部亦见阳脉。则谓重阳。阴

部而见阴脉。宜也。设阳部亦见阴脉。则谓重阴。重阳则阴部失滋燥之权。阳

邪飞越而狂矣。重阴则阳部失宣和之令。阴邪郁结而癫矣。人身之阴阳偏胜。

则病偏极。而至于纯阴纯阳。并无伏匿之机。必至脱阳则见鬼。

　　脱阴则目盲也。

　　二十一难曰。经言人形病脉不病。曰生。脉病形不病。曰死。何谓也。然

。人形病脉不病。

　　非有不病者也。谓息数不应脉数也。此大法也。

　　此章发明气血先后受病之义。以起下章之意也。言形病脉不病者。非脉不

病也。盖病患之息数不与其脉数相符也。假令邪入于气。气属阳而应于表。则

形先病而息先乱。脉必随后应之。非脉能不病也。谓形先病而息数不应脉数也

。假令邪入于血。血属阴而隐于里。则形后病而息后乱。然脉已病也。非形能

不病。谓脉先病而脉数不应息数也。此即气血先后受病之大法也。曰生者。病

在表腑也。

　　曰死者。病在里脏也。坊本云。医者不能调息以应病者之脉数。真不经语

也。

　　二十二难曰。经言脉有是动。有所生病。一脉辄变为二病者。何也。然。

经言是动者气也。

　　所生病者血也。邪在气。气为是动。邪在血。血为所生病。

　　此章言血病必由于气病。气者血之帅也。脉者气之充也。气先病脉即应之

。故经言是动者气也。血后病。病可验之。故曰所生病者血也。邪在气已见脉

。邪在血又见于病。故有一脉辄变为二病之问也。下文详言所以气先病血后病

之故。

　　气主 之。血主濡之。气留而不行者。谓气先病也。血滞而不濡者。谓血后

病也。故先为是动。后所生也。

　　。煦也。犹蒸也。濡。犹润也。气先留而不行。然后血滞而不濡。故气先

为是动于脉。而血后所生于病也。

　　二十三难曰。手足三阴三阳。脉之度数。可晓以不。然。手三阳之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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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至头。合三丈。

　　手三阴之脉。从手至胸中。合二丈一尺。足三阳之脉。后足至头。合四丈

八尺。足三阴之脉。从足至胸。合三丈九尺。人两足跷脉。从足至目。合一丈

五尺。督任脉各长四尺五寸。合九尺。凡脉共长一十六丈二尺。此所谓经脉长

短之数也。

　　此章言脉起长短之数。即一难之二百七十息。脉行一度。共长十六丈二尺

为一周。一日夜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周义同。

　　经脉十二。络脉十五。何始何穷也。然。经络者。行血气。通阴阳。以荣

于身者也。其始从中焦。注手太阴阳明。阳明注足阳明太阴。太阴注手少阴太

阳。太阳注足太阳少阴。少阴注手心主少阳。少阳注足少阳厥阴。厥阴复还注

手太阴。别络十五。皆因其原。如环无端。转相灌溉。朝于寸口人迎。以处百

病而决死生也。

　　此节即一难之荣卫行阳二十五度。行阴亦二十五度。其注始于肺而终于肝

。一日夜一周之义也。其络脉十五。不与十二经直行而注脏腑。乃各因十二经

之原穴。傍行于十二经脉之外。流注于诸穴。循环不已。朝于寸口人迎之脉。

以处百病之吉凶也。手足二字俱贯下。如手太阴阳明。

　　即手太阴手阳明也。足阳明太阴。即足阳明足太阴也。诸穴之所。详六十

六难。

　　经曰。明知终始。阴阳定矣。何谓也。然。终始者。脉之纪也。寸口人迎

。阴阳之气通于朝使。

　　（喻朝使之臣往来无阻也）如环无端。故曰始也。终者三阴三阳之脉绝。

绝则死。死各有形。故曰终也。

　　此一节承上决死生之义。而问脉之终始。以起下章脉绝之形。盖常言终始

者。不过谓脉之纪也。今言死生之终始者。谓左右人迎寸口脉。阴阳之气。循

环不已。人之生机皆始于此。故曰始也。三阴三阳之脉绝。人之生机皆终于此

。故曰终也。但三阴三阳脉绝。形各不同。义在下章。

　　二十四难曰。手足三阴三阳气已绝。何以为候。可知其吉凶不。然。足少

阴气绝。（气绝即脉绝下仿此）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温于骨髓。

故骨髓不温。即肉不着骨。骨肉不相亲。即肉濡而却（濡滞也却不就也）肉濡

而却。故齿长而枯。发无润泽。无润泽者。骨先死。戊日笃。己日死。

　　此章言脉绝之义。足少阴属北方肾。肾主冬。气当敛藏。故脉当着骨伏行

。伏行者。如潜伏而行也。所以诊肾脉按之至骨。肾者水也。戊己土也。土克

水。故死也。

　　足太阴气绝。则脉不荣于口唇。口唇者。肌肉之本也。脉不荣。则肌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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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泽。肌肉不滑泽。则肉满。（满懑同败也）肉满则唇反。唇反则肉先死。甲

日笃。乙日死。

　　足太阴脾也。脾主肌肉。所以诊脾脉。与肌肉相等。脾属土。甲乙属木。

木克土。故死也。

　　足厥阴气绝。则筋缩引卵与舌卷。厥阴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

者。聚于阴器而络于舌本。

　　故脉不荣。则筋缩急。筋缩急。即引卵与舌。故舌卷卵缩。此筋先死。庚

日笃。辛日死。

　　足厥阴肝也。肝应乎筋。所以诊肝脉与筋平。肝属木。庚辛属金。木受克

。故死也。

　　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肺也。行气温于皮毛者也。气不荣。则

皮毛焦。皮毛焦。

　　则津液去。津液去。则皮节伤。皮节伤。则皮枯毛折。毛折者。则毛先死

。丙日笃。丁日死。

　　手太阴肺也。肺主皮毛。所以诊肺脉与皮毛相得。肺属金。丙丁属火。金

受克。故死也。

　　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色泽去。故面黑

如黧。此血先死。

　　壬日笃。癸日死。

　　手少阴心也。心在上而主血。所以诊心脉与血脉相得。心属火。壬癸属水

。火受克。故死也。五行之中。必阳日笃而阴日死。乃见人之生机系乎阳。而

命门真阳之义。不可不明也。手厥阴即心主胞络。与手少阴气绝同。故不另载

。

　　三阴气俱绝。则目眩转目瞑。目瞑者。为失志。失志者。则志先死。死则

目暝也。（此三阴因厥阴同于心脏故不言六阴而六阴在内矣）

　　前言五脏之气绝。则以五行日干相克之期应之。此言三阴绝。死不待日矣

。目眩者。目眩乱而见不真也。

　　转者。瞳反也。目瞑则无所见矣。志死则不知喜怒之类也。

　　六阳气俱绝。则阴与阳相离。阴阳相离。则腠理泄，绝汗乃出。大如贯珠

。转出不流。即气先死。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前言三阴绝。死不待日。此言六阳绝。死不待时。乃见阳重于阴。气先死

者。即命门真阳之气先死也。

　　二十五难曰。有十二经。五脏六腑十一耳。其一经者。何等经也。然。一

经者。手少阴与心主别脉也。（心主即手心主胞络别脉者不同于心经脉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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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而无形。故言经有十二也。（胞络配一脏成十二经也

）

　　此章言心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而无形。后人因无形二字。不参经义。

持论纷纭，不特议越人之错谬。

　　而并议叔和附会之非。三千年来。未有定论。余每思难经去古未远。出诸

家之最先。且字字必本内经。

　　岂独于胞络三焦大关键处。反创异言而惑世耶。不得不即以内经合难经之

义。而明辨之。如内经之言五脏俱载形色。五腑亦载丈尺。所盛水谷。亦载升

斗。若胞络三焦有形。何独不明载其色。并尺寸升斗之数。乃见难经所言胞络

者。以包字取义也。言三焦者。以三字取义也。如灵素本输篇曰。三焦者。中

渎之府。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本藏篇曰。密理浓皮。三焦膀胱浓。

决气篇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若雾露之溉。是谓气。中焦受气取汁。变化

而赤。是谓血。荣卫生卫篇曰。荣出于中焦。卫出于下焦。又曰。上焦如雾。

　　中焦如沤。下焦如渎。五癃津液别论曰。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

灵枢邪客篇曰。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其脏坚固。邪勿能容。容之则心伤。心

伤则神去而死矣。故谓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胞络。以上灵素诸条。俱形

容三焦统包五脏六腑。胞络独包心之义。夫所谓中渎之府。

　　是孤之府。岂非因三焦能包乎外。而得此独尊之称乎。又谓密理浓皮。三

焦浓。若周身皮肉之内。非三焦所托。何能浓薄相应乎。又谓上焦宣谷味。中

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岂非三焦能包各脏腑。

　　而各脏腑俱藉三焦之气以宣化乎。又谓荣出中焦。卫出下焦。荣因谷味之

精为血。卫得谷味之气为气。皆因于胃者也。然能使胃之变化者。岂非三焦统

包乎外。而运其气乎。又谓如雾如沤。

　　如渎。能上主开发之令。中主变化之权。下主水道之职。

　　岂非三焦包各脏腑之外。而尽为其统持乎。又谓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则

明指三焦托在皮肤肌肉里面之一层也。又谓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心之胞络。

则明指胞络是护于心外之一层也。后人看书执着。

　　将谓三焦若无形。何以水道出。何以有浓薄。何以若雾露。何以如雾如沤

如渎。何以出气温肌肉。若胞络无形。何以诸邪皆在心之胞络。何独不悟夫何

以不载其色。何以不载其丈尺乎。殊不知胞络者。络于内而胞于外之一小囊也

。既已名之曰胞络。不必又以大小尺寸状其形也。三焦者。

　　托于外而护于内之一大囊也。不过三字极状其护之遍。以焦字极状其气之

周。既已名之曰三焦。亦不必又以大小丈尺状其形也。而向之所疑者。从此可

顿释矣。且以似脏别脏之小囊。配似腑外腑之大囊。亦天造地设之理。（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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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难称焦为外府）越人谓无形二字。一见于此。再见于三十四难。自必考之至

当。究之至确。

　　何后人仅得内经之皮毛。即妄议前贤。多见其不知量也。

　　二十六难（二十六难次节误列二十七难末节）曰。经有十二。络有十五。

余三络者。是何等络也。然。有阳络。有阴络。有脾之大络。阳络者。阳跷之

络也。阴络者。阴跷之络也。故络有十五焉。

　　此章总论经络以起下文之义。直行谓经。旁支曰络。络有十五。本文自明

。

　　经有十二。络有十五。凡二十七气。相随上下。何独不拘于经也。然。圣

人图设沟渠。通利水道。以备不然。天雨降下。沟渠溢满。当此之时。 霈妄行

。圣人不能复图也。此络脉满溢。诸经不能复拘也。

　　此节误列二十七难之后。文理何由贯通。今录正。更觉丝丝入扣。上文言

十五络。此言十二经。不能拘十五络。故以图设沟渠。喻十二经。圣人不能复

图。十二经之气血满溢。归于经络。而不能复令络脉之气血。

　　反于十二经也。

　　二十七难（二十七难次节误列二十八难次节）曰。脉有奇经八脉者。不拘

于十二经。何谓也。然。有阳维。有阴维。有阳跷。有阴跷。有冲。有督。有

任。有带之脉。凡此八脉者。皆不拘于经。故曰奇经八脉也。

　　凡此八脉。不受十二经之拘制。与络脉之义同。且十二经俱有脏腑配偶。

独此八脉无偶。故曰奇经。

　　比于圣人图设沟渠。沟渠满溢。流于深湖。故圣人不能拘通也。而人脉隆

盛。入于八脉。而不还周。故十二经。亦不能拘之。其受邪气。蓄则肿热。砭

射之也。（砭贬平声针石也）

　　此节误列二十八难后。此言十二经亦不能拘八脉。故复以图设沟渠喻十二

经。深湖喻八脉。圣人不能拘通者。言十二经脉之气血隆盛。入于八脉。而不

能复令八脉之气血。反于十二经也。故其受邪亦不能通于诸经。所以蓄而为肿

热也。砭射之。出其所蓄之血也。

　　二十八难曰。其奇经八脉者。既不拘于十二经。皆何起何继也。然。督脉

者。起于下极之俞。并于脊里。上至风府。

　　入属于脑。

　　此承明八脉起止之义。下极。长强穴也。在脊 骨端。风府穴在脑后发上三

寸。盖督者都也。

　　能统诸阳脉行于背。为阳脉之都纲也。

　　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至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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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入目络舌。

　　脐下三寸关元穴。任者妊也。能统诸阴脉行于腹。为阴脉之妊养也。

　　冲脉者。起于气冲。并足阳明之经。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

　　气冲。一名气街。穴在毛际两旁。督任脉始于气冲。一原而分三岐。督脉

行于背。任脉行于腹。冲则直上。总领诸经之脉。故曰气海。并于胃之经。挟

脐而上行。

　　带脉者。起于季胁。回身一周。

　　季胁。章门穴也。在小肋。回身一周。如束带也。

　　阳跷脉者。起于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风池。

　　起自足跟。循足外踝上行入风池穴。其穴在后顶发际陷中。

　　阴跷脉者。亦起于跟中。循内踝上行至咽喉。交贯冲脉。

　　交贯冲脉者。与冲脉交接贯通也。

　　阳维阴维者。维络于身。溢蓄不能环流灌溢诸经者也。故阳维起于诸阳会

。阴维起于诸阴交也。

　　溢蓄不能环流灌溢诸经。即上章入于八脉不还周之义。诸阳会在足外踝骨

下陷中。穴名金门。

　　诸阴交在足内踝上除踝三寸骨陷中。穴名筑宾。

　　二十九难曰。奇经之为病。何如。然。阳维维于阳。阴维维于阴。阴阳不

能自相维。则怅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持。

　　此章明八脉病情之义。阳维维于阳。谓阳维脉能维络一身之阳脉。阴维维

于阴。谓阴维脉能维络一身之阴脉。若病在二脉。则一身之阳脉阴脉不能自相

维，觉神思不快。如怅然失志。四肢溶溶懈怠。如不能收持也。此言二脉合病

。末节言二脉分病。

　　阴跷为病。阳缓而阴急。

　　阴跷脉受邪。则阳跷缓纵。阴跷紧急也。阴跷起跟中。循内踝上行。

　　阳跷为病。阴缓而阳急。

　　阳跷脉受邪。则阴跷脉缓纵。阳跷脉紧急也。阳跷起跟中。循外踝上行。

　　冲之为病。逆气而里急。

　　冲脉起于气冲穴。又名气海。其受邪则气必逆。病必里急而作痛也。其所

以受邪。亦因肾气不足。而邪能干之也。

　　督之为病。脊强而厥。

　　脊。督脉所过之处也。督脉受邪。病必脊痛而厥逆也。

　　任之为病。其内苦结。男子七疝。女子瘕聚。

　　任脉起于中极小腹之下。故其受邪为病。俱在腹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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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之为病。腹满。腰溶溶若在水中。

　　带脉起于季胁。回身如束带。故其受邪为病。在腰腹。若在水中句。解溶

溶二字之神理。

　　阳维为病。苦寒热。

　　阳维之脉。维络于阳。阳为卫而主表。故其受邪为病。必苦寒热也。

　　阴维为病。苦心痛。

　　阴维之脉。维络于阴。阴为荣而主里。荣属血而主心也。其受邪为病。必

苦心痛也。然亦有因寒。亦有因热。此奇经八脉之为病也。

　　总结上文之意也。以上八脉之邪。大抵风寒湿乘虚集入而为病者居多。不

可不察。八脉另列病因。经脉不能拘故也。

　　三十难（误列三十二难）曰。五脏俱等。而心肺独在膈上者何也。然。心

者血。肺者气。血为荣。气为卫。相随上下。（血气相随周行身上下）谓之荣

卫。通行经络。（荣行脉中卫行脉外）荣周于身。故令心肺在膈上也。

　　此谓心肺乃气血之主。故居膈上。以别气血为荣卫。周于身者出也。下章

详言荣卫之源。

　　三十一难（误列三十难）曰。荣气之行。常与卫气相随不。然。经言人受

气于谷。谷入于胃。乃传于肺。五脏六腑皆受于气。其清者为荣。浊者为卫。

荣行脉中。卫行脉外。荣周不息。五十而后大会。阴阳利贯。（利贯流利而贯

通）如环之无端。故知荣卫相随也。

　　此言荣卫相随不息之源。起于胃之谷气。其清者为荣。即谷味之精。乃阳

中之阴。化血为荣。行于脉中。其浊者为卫。即谷味之气。乃阴中之阳。化气

为卫。行于脉外。荣卫相随。周行脏腑之经脉。一日夜行五十度。

　　复会于手太阴寸口。荣卫生会篇曰。荣出中焦。卫出下焦。

　　三十二难（误列三十一难）曰。三焦者。何禀何生。何始何终。其治常在

何许。可晓以不。然。

　　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

　　此言三焦裹于胃之水谷。生于下文各属之穴。终始不息也。

　　上焦者。在心下之膈。在胃上口。主纳而不出。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

六分。直两乳间陷下底是。中焦者。在胃中。不上不下。腐熟水谷。其治在脐

旁。下焦者。在脐下。当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主出而不纳。以传导也。其

治在脐下一寸。故名曰三焦。其腑在气卫。（府犹根也气卫即气卫也此即三焦

之源也）

　　此节本文自明。膻中玉堂穴。经穴篇详载治属也。

　　三十三难曰。肝青属木。肺白属金。肝得水而沉。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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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金得水而沉。

　　其意何也。然。肝者。非为纯木也。乙角也。庚之柔。大言阴与阳。小言

夫与妇。释其微阳。而吸其微阴之气。其意乐。金又行阴道多。（庚金居阴道

）故令肝得水而沉也。非为纯金也。辛商也。丙之柔。大言阴与阳。小言夫与

妇。释其微阴。婚而就火。其意乐。火又行阳道多。（丙火居阳道）故肺得水

而浮也。

　　此章言阴阳互根。五行交合之理。凡人身不外乎阴阳。交则生。不交则病

。离则死。越人特举肝肺而言者。肝主血。而肺主气。此又以气血为一身阴阳

之主也。学人既透此章之义。则前后八十一难之经义。无不可以神会而贯也。

即五行之理。无非在阴阳交合。如天干甲乙丙丁戊为阳道。己庚辛壬癸为阴道

。此十干对分而为交合之阴阳也。又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

。上一字属阳属阴。此五行各分。为交合之阴阳也。又五音。附五行。如宫土

商金角木征火羽水。各因十干之阴阳。而分大小。此五音附十干而为交合之阴

阳也。又人之五脏属阴行。而其中之文合。又寓阳五行。此脏腑各有交合之阴

阳也。明乎阴阳交合之义。然后可以畅达此章之理矣。如经云。肝非纯木。乙

角也。庚之柔。言肝乃乙角之阴木也。然又非纯木。乙与庚合。故其中寓庚金

。庚属阳而乙属阴。故乙木乃庚金之柔也。大而言之。即阴与阳。小而言之。

如夫与妇也。又云。释其微阳。而吸其微阴之气。其意乐。释犹开也。吸犹收

也。乙木。二月之木也。阳气未盛。故曰微阳。庚金。七月之金也。七月阴气

未盛。故曰微阴。开乙木之微阳。收庚金微阴之气。则木不燥而乐矣。又云。

金又行阴道多，故令肝得水而沉也。言庚虽阳金。而其所居之位。在十干中之

阴道。故肝亦随阴道而沉。如妇之有夫也。

　　又云。肺非纯金。辛商也。丙之柔。言肺乃辛商之阴金也。然又非纯金。

丙与辛合。其中寓丙火。丙属阳。而辛属阴。故辛金乃丙火之柔也。大而言之

。即阴与阳。小而言之。

　　如夫与妇也。又云。释其微阴。婚而就火。其意乐。言辛金八月之金也。

八月阴气尚微。故曰微阴。开辛金之微阴。婚而就火。如就婚于丙火也。辛金

之阴。得丙火之阳。则不寒而乐矣。

　　又云。火又行阳道多。故肺得水而浮也。言丙火所居之位。在十干中之阳

道。故肺亦随阳道而浮。亦如妇之随夫也。举肺肝二脏而推。则五脏六腑之阴

阳交合。无不可以会悟矣。

　　肺熟而复沉。肝熟而复浮者。何也。故知辛当归庚。乙当归甲也。

　　此言阴阳之离也。熟犹纯也。辛归庚。则纯金。丙与辛不合而离矣。甲归

乙。则纯木。乙与庚不合而离矣。离则亢。亢则死矣。中峰云。此章历来注释
- 24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明。皆因点读多讹。如张注点庚之柔大言。阴与阳小言。马注点其意乐金。

其意乐火。使一篇精义。处处茫然。今则首明阴阳互根。五行交合之理。便觉

通篇一贯。不解自明。千古难明之义。一旦恍然。不亦快哉。

　　三十四难（误列三十八难）曰。脏惟有五。腑独有六者。何也。然。所以

腑有六者。谓三焦也。有原气之别焉。

　　主持诸气。有名而无形。其经属手少阳。此外腑也。故言腑有六焉。

　　此言三焦与诸腑不同。有原气之别。所以能主持诸气也。有名而无形。所

以能统摄乎外。故曰外腑也。二十五难予注三焦乃护于诸脏腑之一大囊。与此

章之义合之。可以恍然矣。奈后之人谓三焦有形。而云难经之非。盖亦未会难

经之全体。

　　三十五难（误列三十九难）曰。经言腑有五。脏有六者。何也。然。六腑

者。止有五腑也。

　　五脏亦六脏者。肾有两脏也。其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谓精神之所

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故言脏有六也。

　　前章发明六腑。此章复发明六脏之义。谓前云六腑者。有外腑在内。今经

言六脏者。谓肾有两枚。其左为肾。右为命门。又曰。命门者。谓精神之所舍

。男子藏精。女子系胞。其气与肾通。乃见越人以命门之名。配于右肾。而命

门之处。实指两肾中间。不尔。何以言藏精系胞。何以言气与肾通。然又恐命

门之名。混于手心主胞络之脏。故有下文言三焦一腑。不属于五脏者。是即指

明属于胞络之脏也。其气与肾通。

　　是指命门与右肾一气相通。玩读自见。

　　腑有五者何也。然。五脏各一腑。三焦亦是一腑。然不属于五脏。故言腑

有五焉。

　　此言三焦不属于五脏者。乃属于心胞络也。举三焦亦是一腑。以见不配五

脏。而配亦是一脏之心胞络。

　　最为切当者也。二十五难三焦论中。余谓似腑外腑之大囊。配似脏另脏之

小囊。与此节义同。

　　三十六难（三十六难次节误列三十七难末节）曰。脏各有一耳。肾独有两

者何也。然。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谓精神之

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肾有两（两诸本作一

）也。

　　此章承上章。复发明命门在于两肾中间之义。所以又补出原气之所系也。

盖所谓原者。即三焦之原。六十六难云。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故名

曰原。观此亦可以无疑矣。但后人不明此义。将谓三焦与胞络为表里。出自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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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一阴一阳之定耦。初无命门三焦表里之说。惟灵枢根结及素问阴阳离合等

篇。有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此指太阳经穴终于睛明。睛

明所夹之处。是脑心乃至命之处。故曰命门。此外并无命门之说。而右肾为命

门。实见于此。但难经皆出于内经。必有确据。诚如滑氏之注七难云。篇首有

经言二字。考之灵素并无。或越人时别有上古之本。是未可知也。惟是右肾为

命门。男子藏精。女子系胞。则肾将藏何物。此又无怪乎其疑也。观经脉篇。

有左为肾。右为子户。夫所谓子户者。即子宫也。即俗名子肠也。子肠居直肠

之前。膀胱之后。当关元气海穴之间。男精女血。皆存乎此。曰丹田。曰气海

。实则一子宫耳。子宫之下有一门。女子曰产门。男子即泄精之道。男之施由

此门而出。女之摄由此门而入。胎元既足。复由此而出。即如四十四难。

　　七冲门者。皆指出入之处。乃见凡出凡入皆谓之门。而此系先天立命之本

。焉得不谓之命门乎。

　　是即男子藏精。女子系胞。皆有归着。正合六十六难脐下肾间动气之说。

而千古之疑可顿释矣。至于十二经之阴阳表里。固已天然配就。若以命门再配

一经。是肾脏唯一。而经居其二。必无是理。且内经有督脉十椎中是命门原。

属于肾之句。当以原字读断。则知命门在原。并知两肾俱非藏精系胞之所。其

天一之真阴。藏于两肾中间。命门之原。而气通于左。坎中之真阳。藏于两肾

中间。命门之原。而气通于右。故左肾为水。右肾为火。越人以命门之真阳。

分发右尺臣火之位。理宜然也。予亦悉揣经义而评之。以俟将来之裁正焉。

　　中峰云。论命门之原。十二经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岂非指此命门

乎。

　　经云气独行于五脏。不荣于六腑者。何也。然。气之行如水之流。不得息

也。故阴脉荣于五脏。

　　阳脉荣于六腑。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而不覆溢。人气内温于

脏腑。外濡于腠理。

　　此节言人身命门之气。无不流通。但阴脉独荣五脏。阳脉独荣六腑耳。阴

脉者。三阴脉也。

　　阳脉者。三阳脉也。循环无已。行于五脏六腑。而不覆溢者。谓不倾而不

满也。又曰。人气内温于脏腑。外濡于腠理者。言人命门一阳之气。内则温养

脏腑。外则濡润腠理。无微不到。无处不周。而所问之不荣于六腑者。惟阴脉

耳。非气也。故下文详言阴脉阳脉之病。覆溢二字。并非寸口脉之覆溢。旧注

指十八难之覆溢脉。大误。

　　三十七难曰。五脏之气。于何发起。通于何许。可晓以不。然。五脏者。

当上关于九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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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肺气通于鼻。鼻和则知香臭矣。肝气通于目。目和则知黑白矣。脾气通

于口。口和则知谷味矣。心气通于舌。舌和则知五味矣。肾气通于耳。耳和则

知五音矣。三焦之气通于喉。喉和则声鸣矣。

　　此章承上而言阴脉荣于五脏之义。九窍者。目二耳二鼻二口一舌一喉一也

。

　　五脏不和。则九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结为聚。

　　此亦承上章阳脉荣于六腑之义。言六腑属阳。邪在阳。则六腑不和。不和

则气滞。而为聚为痈矣。下文又以脏腑并言之。以明其所以不和之故也。（聚

字灵枢作痈字）

　　邪在六腑。则阳脉不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阳脉盛矣。邪

在五脏。则阴脉不和。阴脉不和。则血留之。血留之。则阴脉盛矣。阴气太盛

。则阳气不得相荣也。故曰关。（向误格字）阳气太盛。则阴气不得相荣也。

故曰格。（向误关字）阴阳俱盛。不得相荣也。故曰关格。关格不得尽其命而

死矣。

　　阳邪中于六腑。则阳脉不和。不和则气壅而邪实。邪实则不和之脉转而盛

矣。阴邪中于五脏。则阴脉不和。阴脉不和。则血滞而邪实。邪实则不和之脉

转而盛矣。阴阳之脉俱盛。则必至于关格而死矣。此章即灵枢脉度篇所载。但

灵枢云。五脏当内关于上七窍。此云当内关于九窍。灵枢鼻为一窍而无喉。此

则鼻为二窍而添喉。要知越人补内经之缺。因三焦系统五脏六腑之大府。喉系

统出纳之大窍。况得此则声色臭味全矣。至于邪在六腑一节。与内经无异，但

其中关格二字。与内经相反。今阅古本与内经相同。乃知错简。今录正。故记

之。关格之脉。从来议论最多。或云脉。

　　。或云病。使后学难凭。今录素问及仲景之文。并存参考。盖关阴格阳之

脉。专论脉理阴阳。并非论病。如内经之帝问脏象如何。岐伯曰。心者生之本

云云。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

　　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阳。二盛病在太阳。三盛病在阳明。四盛已上为格阳。

张介宾指喉间动脉为人迎。

　　两手之脉俱为寸口。恐未合经旨。观十一脏取决于胆。故人迎一盛病在少

阳句。知胆经正在左关。

　　当以左人迎右寸口为是。人迎一盛二盛三盛。则三阳俱盛矣。然阳极必阴

。四盛已上者。左人迎之阳位。势必越于右寸口之阴位也。故曰格阳。即十八

难阳乘阴也。又曰。寸口一盛。病在厥阴。二盛病在少阴。三盛病在太阴。四

盛已上为关阴。夫寸口一盛二盛三盛。则三阴俱盛矣。

　　然阴极必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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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盛已上者。右寸口之阴位。势必越于左人迎之阳位也。故曰关阴。即十

八难阴乘阳也。又曰。

　　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以上为关格。关格之脉。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

。人迎与寸口俱盛。即两手之脉俱盛四倍已上也。方可合称关格之死脉也。若

一手或格阳或关阴。则未必列于死脉明矣。曰盛者。即仲景所谓浮而大也。此

以左右脉主阴阳之论也。帝曰。脉反四时。阴阳不相应。奈何。岐伯曰。反四

时者。有余为精。

　　不足为消。应太过不足为精。应不足有余为消。阴阳不相应。病名为关格

。精者。夺精也。消者。形消也。四时以春夏为阳。秋冬为阴。言春夏阳当太

过之时。得不足之阴脉。则精夺矣。秋冬阳当不足之时。得有余之阳脉。则形

消矣。此之谓阴阳不相应。病名为关格。此又以四时之阴阳。合脉之有余不足

而论也。又仲景曰。寸口脉浮而大。浮为虚。大为实。虚指正虚。实指邪实。

又曰。在尺曰关。在寸曰格。申明在尺沉至寸为关。在寸浮至尺为格。此又以

尺寸脉主关阴格阳而论也。又曰。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此无非注明关阴

之脉病在下。格阳之脉病在上。乃见关与格分而言之。不过病耳。非死脉也。

今难经以五脏为阴。六腑为阳。血为阴。气为阳。尺为阴。寸为阳。沉为阴。

浮为阳。阴阳之义。无所不包。关格之义。无微不显。后人云。关格是病。又

以霍乱症强名关格。不过偶见仲景有吐逆不得小便二语。不悟全文。隔靴搔痒

。殊不知仲景以二病申明关阴格阳之义。未尝以二症立关格之名也。

　　三十八难（误列三十四难）曰。五脏各有声色臭味。皆可晓之以不。然。

十变言。肝色青。其臭臊。其味酸。其声呼。其液泣。心色赤。其臭焦。其味

苦。其声言。其液汗。脾色黄。其臭香。其味甘。其声歌。其液涎。肺色白。

其臭腥。其味辛。其声哭。其液涕。肾色黑。其臭腐。其味咸。其声呻。其液

唾。是五脏声色臭味也。

　　此以声色臭味。起下章之意。本文义自明。

　　三十九难（三十九难前节误列四十难三十九难次节误列三十四难末节。

）曰。经言肝主色。

　　心主臭。脾主味。肺主声。肾主液。鼻者肺之候。而反知香臭。耳者肾之

候。而反闻声。其意何也。

　　然。肺者。西方金也。金生于巳。巳者南方火。火者心。心主臭。故令鼻

知香臭。肾者。北方水也。水生于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声。故令耳

闻声。

　　此发明五行长生之义。比生克之生不同。如金生于巳者。金长生在巳也。

水生于申者。水长生在申也。此言神气相应之理。以起下文七神舍藏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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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脏有七神。各有所藏耶。然。脏者人之神气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

魄。心藏神。脾藏意与智。

　　肾藏精与志也。

　　（其义本文自明。）

　　四十难（误列三十五难）曰。五脏各有所腑。皆相近。而心肺独去大肠小

肠远者。何谓也。

　　然。经言心荣肺卫。通行阳气。故居在上。大肠小肠传阴气而下。故居在

下。所以相去而远也。

　　后人议大小肠与心肺高下相殊。不应配两寸。与此章之问词同。而越人引

经早已晰其所以远之之理。言心主荣而肺主卫。皆有通行清阳之职。理当在上

。大小肠皆有传泻浊阴之职。故在下。其相去虽远。而脏腑阴阳之气。无分远

近也。故下文复明小肠者心之腑。大肠者肺之腑。而又明脏腑同色之理。以足

其义也。

　　又诸腑者。皆阳也。清净之处。今大肠小肠。胃与膀胱。皆受不净。其意

何也。然。诸腑者谓是名非也。经言小肠者。受盛之腑也。大肠者。传泻行道

之腑也。胆者。清净之腑也。胃者。水谷之腑也。膀胱者。精液之腑也。一腑

犹无两名。故知非也。小肠者。心之腑。大肠者。肺之腑。胆者。肝之腑。

　　胃者。脾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小肠谓赤肠。大肠谓白肠。胆者谓青肠

。胃者谓黄肠。膀胱谓黑肠。下焦所治也。

　　后人议大小肠不洁之腑。不应配心肺清高之脏。与此节问词同。而越人亦

早已晰其义矣。

　　谓诸腑皆阳是也。谓诸腑名清净非也。故内经惟言胆者清净之腑也。其四

腑亦各有名。犹无两名之可混。乃知清净独指胆。且四腑俱下焦所属。各有受

盛传道之职。乌可以清净名之哉。然腑脏之相配不因清浊。故复言小肠者心之

腑云云。以明其一定不可移也。

　　四十一难（误列四十六难）曰。老人卧而不寐。少壮寐而不寤者。何也。

然。经言少壮者。血气盛。肌肉滑。气道通。荣卫之行。不失于常。故昼日精

。夜不寤也。老人血气衰。肌肉不滑。

　　荣卫之道涩。故昼日不精。夜不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

　　荣卫者。即气血也。日行阳二十五度。夜行阴二十五度。少壮气血盛。故

不失其常度。而夜得寐也。老人气血衰。失其常度。故夜不寐也四十二难（误

列四十七难）曰。人面独能耐寒者。何也。然。人头者。诸阳之会也。诸阴脉

。皆至颈胸中而还。独诸阳脉。皆上至头耳。故令面耐寒也。

　　诸阴脉者。手三阴足三阴也。诸阳脉者。手三阳足三阳也。余义本文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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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章。遥结此卷首篇之手三阳。从手至头。足三阳。从足至头及颈。行

血气。通阴阳。以荣于身之义也。可见古本之分卷。前后俱有呼应之妙。

　　四十三难（误列四十一难）曰。肝独有两叶。以应何也。然。肝者。东方

木也。木者。春也。万物之始生。其尚幼小。意无所亲。去太阴尚近。离太阳

不远。犹有两心。故令有两叶。亦应木叶也。

　　此发明五脏合五行之情。而举肝木为言也。肝位在太阴脾土之左。故曰尚

近。在太阳膀胱水之上。故曰不远。木非土不值。非水不生。其与水土。天然

有根据此恋彼之情。故云犹有两心。两叶者。肝本两大叶也。

　　四十四难曰。七冲门何在。然。唇为飞门。齿为户门。会厌为吸门。胃为

贲门。太仓下口为幽门。大肠小肠会为阑门。下极为魄门。故曰七冲门也。

（贲门即胃之上口幽门即胃之下口魄门即肛门）

　　此章言人一身之内。凡出凡入共七处。皆为要冲。故曰冲门。

　　四十五难曰。经言八会者何也。然。腑会太仓。脏会季胁。筋会阳陵泉。

髓会绝骨。血会膈俞。骨会大椎。脉会太渊。气会三焦。外一筋直两乳内也。

热病在内者。取其会之气穴也。

　　此章言人身脏腑筋骨血气脉髓。八者俱有交会之穴。故曰八会。太仓。任

脉穴。中脘也。六腑取禀于胃。故曰腑会。季胁。足厥阴章门穴。脾募也。五

脏取禀于脾。故曰脏会。阳陵泉。足少阳穴。筋结于此。肝主筋。胆为之合。

故曰筋会。绝骨。足少阳悬钟穴。诸髓皆属于骨。故曰髓会。膈俞。足太阳穴

。谷气由膈达于上焦。化精微为血之处。故曰血会。大椎。督脉穴。肩脊之骨

会于此。故曰骨会。太渊。手太阴穴。平旦脉会于此。故曰寸口脉之大会也。

而三焦者。任脉膻中穴。此三焦宗气所居。为上气海。故曰气会。其外有一筋

直两乳内者。是另一筋直入两乳也。热病在内者。取其会之气血针治之。此即

期门穴也。仲景治少阳热入血室。刺期门。本于此。

　　四十六难（误列五十九难）曰。狂癫之病。何以别之。然。狂之始发。少

卧而不饥。自高贤也。

　　自辨智也。自贵倨也。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是也。癫病始发。意不乐。

直视僵仆。其脉三部阴阳俱盛是也。

　　此与二十难同义。然二十难但言脉。此则并言病状。欲人知所治也。谓狂

之始发。少卧而不饥者。是六腑阳邪实于胃。胃实而不和。则少卧而不饥矣。

阳性动而扬。故自居高贤辨智贵倨也。阳火炽甚而冲于心。

　　故妄笑歌妄行不休也。治当泻阳明之火而调其气。癫病始发。意不乐者。

是七情之阴邪结于心。阴性静而郁。故意不乐矣。郁火内燔而不得泄。故直视

而僵仆也。治当泻少阴之火而调其血。其脉三部阴阳俱盛者。谓狂则两手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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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阳脉俱盛。病属腑也。癫则两手寸关尺阴脉俱盛。病属脏也。阳脉者。浮滑

长也。阴脉者。沉涩短也。盛者。俱带数实之意也。

　　四十七难（误列六十难）曰。头心之病。有厥痛。有真痛。何谓也。然。

手三阳之脉。受风寒。伏留而不去者。

　　则名厥头痛。入连在脑者。名真头痛。其五脏气相干。名厥心痛。其痛甚

。但在心。手足青者。即名真心痛。其真心痛者。旦发夕死。夕发旦死。

　　此章之义。明明说脏病重于腑病。脏气相干重于风寒伏留。故心痛言立死

。头痛不言立死也。如风寒伏留六腑。则三阳之真气逆。故邪得直上而头痛。

脑为髓海。诸邪难犯。必大损精髓者。邪能犯之。犯之难治。如五脏气相干于

心。则阴气逆上而痛甚。然心为君主。诸邪难犯。必七情大伤其真气者。邪能

犯之。犯之但在心痛而立死。手足青者。肝之色也。是心之母气绝。而现真脏

色也。五邪之病发。惟狂癫头心痛特异。

　　故先揭而出之。以起下章诸邪之发病也。（后人言头痛不言死总结在后者

非也）

　　四十八难（误列十难）曰。一脉十变者。何谓也。然。五邪刚柔相逢之意

也。假令心脉急甚者肝邪干心也。（脏乘脏）心脉微急者。胆邪干小肠也。

（腑乘腑）心脉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邪干本脏）心脉微大者。小肠邪自

干小肠也。（邪干本腑）心脉缓甚者。脾邪干心也。（脏乘脏）心脉微缓者。

胃邪干小肠也。（腑乘腑）心脉涩甚者。肺邪干心也。（脏乘脏）心脉微涩者

。

　　大肠邪干小肠也。（腑乘腑）心脉沉甚者。肾邪干心也。（脏乘脏）心脉

微沉者。膀胱邪干小肠也。（腑乘腑）五脏各有刚柔邪。故令一脉辄变为十也

。

　　五邪者。五脏自病之邪也。相逢者。互相乘也。脏乘脏。则甚刚也。腑乘

腑。则微柔也。一脉。举一心脉也。十变者。五脏五变。五腑五变。合而为十

也。举心脏而推。则五脏五腑共五十变可知矣。下章详言五邪之病。

　　四十九难曰。有正经自病。有五邪所伤。何以别之。然。言忧愁思虑。则

伤心。形寒饮冷。则伤肺。恚怒气逆。上而不下。则伤肝。饮食劳倦。则伤脾

。久坐湿地。强力入房。则伤肾。是正经自病也。

　　此言内伤七情。大异于外感五邪之病。故首揭之。以明治法之不得混也。

　　何谓五邪。然。有中风。有伤暑。有饮食劳倦。有伤寒。有中湿。此之谓

五邪。

　　此言外感五邪之病也。然五者之病。亦因前节正经自病之伤。故邪得凑之

而举发也。五邪者木火土金水之邪也。肝属木。木生风而中风。心属火。火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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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而伤暑。脾胃属土。劳倦伤脾。饮食伤胃。肺属金。肺主皮毛而伤寒。肾属

水。水就下而中湿。下文即发明肝中风。心伤暑。脾伤饮食劳倦。肺伤寒。肾

中湿之病。

　　假令心病。何以知中风得之。然。其色当赤。何以言之。肝主色。自入为

青。入心为赤。入脾为黄。入肺为白。入肾为黑。肝为心邪。故知当赤色也。

其病身热。（心）胁下满痛。（肝）其脉浮大（心）而弦。（肝）

　　假令心病者。举心脏为例。此言心病因肝邪而入。肝主色。故专以色推。

其病与脉皆兼心肝二经而言也。 肝邪入肝。谓之自入。

　　何以知伤暑得之。然。当恶臭何以言之。心主臭。自入为焦臭。入脾为香

臭。入肝为臊臭。入肾为腐臭。入肺为腥臭。故知心病伤暑得之。当恶臭也。

其病身热而烦心痛。其脉浮大而散。

　　首句亦当有假令心病四字。去之者。省文也。下仿此。此言暑邪入心。谓

之自入。心主臭。故专以臭推。其病与脉。俱在心经而言也。

　　何以知饮食劳倦得之。然。当喜苦味也。虚为不欲食。实为欲食。何以言

之，脾主味。入肝为酸。入心为苦。入肺为辛。入肾为咸。自入为甘。故知脾

邪入心。当喜苦味也。其病身热（心）而体重嗜卧。

　　四肢不收（脾）其脉浮大（心）而缓。（脾）

　　此言心病因脾邪而入。脾主味。故专以味推。其病与脉。皆兼心脾二经也

。脾邪入脾。谓之自入。此条有劳倦伤脾。故有虚不欲食之分。

　　何以知伤寒得之。然。当谵言妄语。何以言之。肺主声。入肝为呼。入心

为言。入脾为歌。

　　入肾为呻。自入为哭。故知肺邪入心。为谵言妄语也。其病身热。（心

）洒洒恶寒。甚则喘咳。

　　（肺）其脉浮大（心）而涩。（肺）

　　此言心病因肺邪而入。肺主声。故专以声推。其病与脉。皆兼肺心二经也

。肺邪入肺。谓之自入。（此伤寒非仲景伤寒此谵妄非阳明谵妄玩读自见）

　　何以知中湿得之。然。当喜汗出不可止。何以言之。肾主液。入肝为泣。

入心为汗。入脾为涎。

　　入肺为涕。自入为唾。故知肾邪入心。为汗不可止也。其病身热（心）小

腹痛。足胫寒而逆。（肾）。其脉沉濡（肾）而大（心）

　　此言心病因肾邪而入。肾主液。故专以液推。其病与脉。皆兼心肾二经也

。肾邪入肾。谓之自入。

　　此五邪之法也。

　　法者。举一为例之法也。五邪者。木火土金水之邪。欲审五邪之证。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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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色心臭脾味肺声肾液。以此心脏互推。则五脏各五五二十五证。了然明白。

而五腑二十五证。不另载而可知也。至于虚实表里种种之病。莫不可推。此真

一语而能该千百言之文也。

　　五十难曰。病有虚邪。有实邪。有贼邪。有微邪。有正邪。何以别之。然

。从后来者。为虚邪。从前来者。为实邪。从所不胜来者。为贼邪。从所胜来

者。为微邪。自病为正邪。

　　此章详言五邪生克之义。病有虚邪者。如心脏属火。其病邪从肝木传来。

木生火。则木位居火之后。故曰从后来。病有实邪者。如心脏属火。其病邪从

脾土传来。火生土。则土位居火之前。故曰从前来。病有贼邪者。如心脏属火

。其病邪从肾水传来。水克火。心受克而不能胜。故曰从所不胜来。病有微邪

者。如心脏属火。其病邪从肺金传来。火克金。金受克而火能胜。故曰从所胜

来。正邪者。如心脏止有本经之病也。此以五邪互传之理。起下文举一心病而

推也。

　　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中风得之。为虚邪。（木生火）伤暑得之。为正邪

。（火传火）饮食劳倦得之。为实邪。（火生土）伤寒得之。为微邪。（火克

金）中湿得之。为贼邪。（水克火）

　　此足上文病传五脏之生克。以起下章五脏传变之生克也。

　　五十一难（误列五十三难）曰。经言七传者死。间脏者生。何谓也。然。

七传者。传其所胜也。

　　间脏者。传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传肺。肺传肝。肝传脾。脾传肾

。肾传心。一脏不再伤。故言七传者死也。间脏者。传其所生也。假令心病传

脾。脾传肺。肺传肾。肾传肝。肝传心。是子母相传。周而复始。如环无端。

故言生也。

　　此言五脏传变生克之义。传其所胜者。谓传于所受克之脏。如心病传肺。

是火克金。肺又传肝。是金克木。 肝又传脾。是木克土。脾又传肾。是土克水

。肾复传心。是水克火。心又欲传肺。

　　是七传矣。然肺脏不能再伤。故曰七传者死也。间脏者。间一脏而传。如

心病传脾而间肾。是火生土。脾病传肺而间肝。是土生金。肺病传肾而间心。

是金生水。肾病传肝而间脾。是水生木。

　　肝病传心而间肺。是木生火。心又复传于脾。而病自已。此谓子母相传而

生也。下文又明六腑同法之义。七传者。心肺肝脾肾也。间脏者。心脾肺肾肝

也。此与伤寒三阳三阴传经不同。当知此义。

　　五十二难（误列五十四难）曰。脏病难治。腑病易治。何谓也。然。脏病

所以难治者。传其所胜也。腑病易治者。传其子也。与七传间脏同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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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复明七传间脏。脏腑同法。谓脏所以难治者。传其所胜也。若传其子。

亦易治也。腑所以易治者。传其子也。若传其所胜。亦难治也。故曰与七传间

脏同法也。云难治。非不治也。故有下章之法。张注云。脏病深难治。腑病浅

易治。如此讲。则七传间脏同法。竟成落空语矣。

　　五十三难（误列七十七难）曰。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何谓也。

然。所谓治未病者。

　　见肝之病。则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也。故曰。

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

　　此总结上章七传间脏之治也。凡一切类伤寒时证。误治而死者。皆因未明

七传间脏之义。伤哉。此从四十八难起。俱发明五邪之精义。如四十八难言五

邪刚柔相逢。脏乘脏。腑乘腑。十变之理者。示人类推五十变之义也。而又于

四十九难言五邪之伤者。即五脏之受伤。是本原病之所由来也。而又因五脏本

来之伤。发明中风伤暑饮食劳倦伤寒中湿五条之病。又以声色臭味液。合其脉

证之理。推出脏有二十五证。虽不言腑。而腑在其中。以足五十变之义。然必

因五脏之所伤在前。所以五邪乘虚而集。此即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者。

是也。若人先有忧愁思虑伤于心者。则邪必乘心矣。如中风。乃肝邪乘心也。

以色推之。当赤。以病推之。当身热而胁下满痛。以脉推之。当浮大而弦。

　　如伤暑。乃心邪自入心也。以臭推之。当焦臭。以病推之。当身热而心烦

痛。以脉推之。当浮大而散。如伤饮食劳倦。乃脾邪乘心也。以味推之。当恶

甘喜苦。以病推之。当身热体重而嗜卧。以脉推之。当浮大而缓。如伤寒。乃

肺邪乘心也。以声推之。当谵言妄语。以病推之。当身热而恶寒喘咳。以脉推

之。当浮大而涩。如中湿。乃肾邪乘心也。以液推之。当多汗。以病推之。当

身热而小腹痛。足胫寒逆。以脉推之。沉濡而大。若先有形寒饮冷。伤于肺者

。则邪必乘肺矣。

　　如中风。肝邪乘肺也。以色推之。当白。以病推之。当喘咳。洒淅恶寒而

胁痛。以脉推之。当涩而浮大。如伤暑。心邪乘肺也。以臭推之。当腥臭。以

病推之。当咳喘寒热而心烦。以脉推之。

　　当浮涩而大。如伤饮食劳倦。脾邪乘肺也。以味推之。当辛。以病推之。

当洒淅寒热。体重嗜卧。

　　以脉推之。当涩而缓。如伤寒。肺邪自入肺也。以声推之。当哭。以病推

之。当喘咳而恶寒。以脉推之。当浮而涩。如中湿。肾邪乘肺也。以液推之。

当涕。以病推之。当寒热。小腹痛。喘咳。而足胫寒。以脉推之。当涩而沉。

若先有恚怒气逆伤于肝者。则邪必乘肝矣。如中风。肝邪自入肝也。以色推之
- 34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青。以病推之。当往来寒热。胁下满痛。以脉推之。当弦急而浮。如伤暑

。心邪入肝也。以臭推之。当臊臭。以病推之。当胁下痛而心烦。身热。以脉

推之。

　　当弦细而散。如伤饮食劳倦。脾邪乘肝也。以味推之。当酸。以病推之。

当胁痛体重。四肢不收。

　　以脉推之。当弦而缓。如伤寒。肺邪乘肝也。以声推之。当呼。以病推之

。当胁痛。寒热而喘咳。以脉推之。当涩而弦。如中湿。肾邪乘肝也。以液推

之。当泣。以病推之。当胁满痛而足胫寒逆。以脉推之。当弦濡而沉。若先有

饮食劳倦。伤于脾者。则邪必乘脾矣。如中风。肝邪乘脾也。以色推之。当黄

。以病推之。当体重而胁下痛。以脉推之。当缓而弦。如伤暑。心邪乘脾也。

以臭推之。当香臭。以病推之。当体重不收。烦热心痛。以脉推之。当缓而大

。如伤饮食劳倦。

　　脾邪自入脾也。以味推之。当甘。以病推之。当体重嗜卧。四肢不收。以

脉推之。当缓而滑。

　　如伤寒。肺邪乘脾也。以声推之。当歌。以病推之。当体重而洒淅寒热。

以脉推之。当缓而涩。

　　如中湿。肾邪乘脾也。以液推之。当吐涎。以病推之。当体重而足胫寒逆

。以脉推之。当缓而沉濡。若先有久坐湿地。强力入房。伤于肾者。则邪必乘

肾矣。如中风。肝邪乘肾也。以色推之。当黑。以病推之。当小腹痛。足胫寒

。胁下满痛。以脉推之。当沉而弦。如伤暑。心邪乘肾也。以臭推之。当腐。

以病推之。当小腹痛。足胫寒而身热。以脉推之。当沉而大。如伤饮食劳倦 。

脾邪乘肾也。以味推之。当咸。以病推之。当足胫寒。小腹痛而体重。以脉推

之。当沉而缓。如伤寒。肺邪乘肾也。以声推之。

　　当呻。以病推之。当小腹痛。足胫寒而喘咳。以脉推之。当沉而涩。如中

湿。肾邪自入肾也。以液推之。当唾多。以病推之。当小腹痛。足胫寒而逆。

以脉推之。当沉而迟。此即五脏类推二十五证之法也。而五腑之二十五证。当

以首章之言脉微脉甚推之可也。至五十难复言虚实贼微正五邪者。欲审其邪之

所来。知其或生或克。可以辨七传间脏之理。而犹恐后人遗其腑。故又以五十

二难之腑病与脏病同法明之。以足首章脏腑十变之意也。至五十三难总结前五

章五邪之精义。

　　而又贯通已病未病。用法施治之周。盖五邪之病。皆发于本原之虚。故其

传变莫测。必察其邪之所由来。而审其七传间脏之病。如间脏之传其所生。易

愈而易治也。七传之传其所胜。难愈而难治也。然治之之法。在兼顾其将传之

脏。使其不至于七传而死。此大异于伤寒传经之法。故另列而不混也。乃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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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立法济世。至深切矣。凡人之心肾二脏。最易受伤。而夏冬二气。又最易感

病。

　　余特表而出之。以俟后之贤者。采择而裁政焉。如忧愁思虑伤于心者。富

贵贫贱皆不能免。伤则心火常动。火动必克于肺金。心不受外感之邪则已。若

一受外感之邪。必传其所胜之肺矣。肺又传于所胜之肝。肝又传于所胜之脾。

脾又传于所胜之肾。肾又传于所胜之心。心又传于所胜之肺。

　　故云七传。然肺不能两次受伤。故死。此即一脏不再伤之义也。若其人平

日素伤于心者。适犯暑邪。必乘虚而入于心。心受邪。而病势必乘虚而入于肺

。医能识此。即于清暑之中。兼保其肺。

　　如东垣之清暑益气汤。虽治已病之心。而实兼治未病之肺也。孙真人之生

脉散。是预防其邪。而专治未病之剂也。至若暑邪太甚。类于伤寒者。人参败

毒散。亦驱邪保正之剂。最宜者也。若专任苦寒。以为清暑。此即中工之治已

病耳。如久坐湿地。强力入房。而伤肾者。理更深微。盖肾有两脏。一水一火

。其伤有别。如久坐湿地而受病者。常人有之。富贵者少。然其所伤在右肾居

多。何也。

　　湿就下而伤右肾之火。右肾之火。乃水中之火也。即坎中之真阳也。伏而

不发。受邪则发矣。发则便为邪火。邪火能撼动心君之火。而心亦受伤矣。故

其人平日素伤于湿者。适犯暑邪。必乘虚而入于右肾。右肾受邪。而病势必乘

虚而传于心。其见证也。必现假热之象。或格阳而面赤者有之。烦躁而舌黑者

有之。神昏而目定者有之。医能识此。即于驱邪之中。兼扶其阳。如仲景麻黄

附子细辛汤。附子理中汤。虽治已病之右肾。而实兼扶未病之心阳也。金匮八

味丸。是预防其邪而专治未病之剂也。如强力入房而受病者。常人鲜有之。然

其所伤在左肾居多。何也。精气泄而伤于左肾之水。左肾真阴之脏也。精竭则

阴亏。阴亏则血亏。心为离。而离中之真阴。血也。故阴亏而血必枯。血枯则

心亦受伤矣。若其人平日素伤于左肾者。适犯寒邪。必乘其虚而入于左肾。左

肾受邪。而病势必乘虚而传于心。其见证也。必现假寒之象。或格阴而面黑者

有之。外寒而内燥者有之。四逆而目赤者有之。医能识此。即于驱邪之中。兼

救其离中之阴。如仲景之通脉四逆汤。犀角地黄汤。人参白虎。黄连阿胶汤之

类。虽治已病之左肾。而实兼治未病之心也。六味地黄汤丸。龟鹿人参等胶。

是预防其邪。即所谓损其肾者益其精。亦专治未病之剂也。当此真假疑似之际

。若非细心求脉。投药一误。害如反掌。故云凭脉而不证书。可也。又如饮食

劳倦伤脾者。饮食之伤。伤于胃而为实。

　　劳倦之伤。伤于脾而为虚。治实当兼顾膀胱。治虚当兼顾右肾。恚怒气逆

伤肝者。治当兼顾其脾。形寒饮冷伤肺者。治当兼顾其肝。以此研求类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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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体会。庶不负越人之深意也。至于间脏而传其子者。盖因所伤未甚。因其未

甚。故平日未克其所胜之脏腑。其受邪而病。亦不传其所胜之脏腑。而传其所

生之脏腑也。余故曰。若腑病传其所胜。亦如脏病之难治也。于斯益明矣。

　　五十四难（误列五十二难）曰。腑脏发病。根本等不。然。不等也。其不

等奈何。然。脏病者。止而不移。其病不离其处。腑病者。仿佛贲响。上下行

流。居处无常。故以此知脏腑根本不同也。

　　此问脏腑发病。根本等否者。乃言发积聚之源。以起下章之意也。根本者

。积有根本也。不等者。聚无根本也。止而不移。不离其处者。言积有根本。

故不离而不移也。仿佛贲响。上下行流者。言聚无根本。故贲响而行流也。

　　五十五难曰。病有积有聚。何以别之。然。积者阴气也。聚者阳气也。故

阴沉而伏。阳浮而动。气之所积。名曰积。气之所聚。名曰聚。故积者。五脏

所生。聚者。六腑所成。积者。阴气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其部。上下有

所终始。左右有所穷处。谓之积。聚者。阳气也。其始发无根本。上下无所留

止。其痛无常处。谓之聚。故以是别知积聚也。

　　此章言积聚之源。上下有所终始。左右有所穷处。此发明积有常处也。上

下无所留止。其痛无常处。此发明聚无根本也。经谓气之所积曰积。气之所聚

曰聚。愚又补其意曰。兼乎血而阴气凝积为积。纯乎气而阳气结聚为聚。

　　（误列十八难末节）人病有沉滞久积聚。可切脉而知之耶。然。诊病在右

胁有积气。得肺脉结脉。结甚则积甚。结微则积微。诊不得肺脉。而右胁有积

气者。何也。然。肺脉虽不见。右手脉沉伏。其外痼疾同法耶。将异也。然。

结者。脉来去时一止。无常数。名曰结也。伏者。脉行筋下也。浮者。脉在肉

上行也。左右表里。法皆如此。假令脉结伏者。内无积聚。脉浮结者。外无痼

疾。有积聚。脉不结伏。有痼疾。脉不浮结。为脉不应病。病不应脉。是为死

病也。

　　此承上文言积聚之脉。如右胁有积聚。应当右寸肺部得结脉。结之微甚。

可以推积之微甚也。

　　肺脉虽不见者。言肺部之结脉虽不见。然肺部必见沉伏之脉也。若外有痼

疾。脉必浮结。内有积聚。脉必伏结。至论积疾五脏俱有。则肝心脾肾之脉。

亦此法推之。故曰左右表里法皆如此。至脉不应病。病不应脉。此脏败而气不

应也。所以必死。痼疾者。如瘿瘤疮 皆是也。

　　五十六难曰。五脏之积。各有名乎。以何月何日得之。然。肝之积。名曰

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发咳逆 疟。连岁不已。以季夏

戊己日得之。何以言之。肺病传肝。肝当传脾。脾季夏适王。王者不受邪。肝

复欲还肺。肺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肥气以季夏戊己日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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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章言五脏积之所起。亦由五邪相传而成也。积有常处。故有定名。聚无

常处。故无名可定也。此言肺病传肝。肝当传脾。脾土适王于季夏之土令。故

力能拒而不受。则邪当复返于肺。但脾土得令而旺。肺金亦得土之生气而亦能

拒邪。故曰不肯受也。邪因无道可行。故仍结于肝而成积矣。越人形容成积之

理。可谓曲尽。乃见虚处受邪。旺处不容。今人治积以攻为务。大失经旨。良

可叹也。

　　心之积。名曰伏梁。起脐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烦心。

以秋庚辛日得之。

　　何以言之。肾病传心。心当传肺。肺秋适王。王者不受邪。心复欲还肾。

肾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

　　肺金得秋金之王令。而能拒邪。肾水亦得秋金之生气。而亦能拒也。

　　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覆大如盘。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发黄胆

。饮食不为肌肤。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传脾。脾当传肾。肾以冬

适王。王者不受邪。脾复欲还肝。肝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痞气以冬壬癸

日得之。

　　肾水旺于冬水之令。而能拒邪。肝木亦得水之生气。而亦能拒也。

　　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热。喘咳

。发肺壅。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传肺。肺当传肝。肝以春适王。

王者不受邪。肺复欲还心。心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息贲以春甲乙日得之

。

　　肝木旺于春木之令。而能拒邪。心火亦得木之生气。而亦能拒也。

　　肾之积。名曰贲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久不

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气。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传肾。肾当传心。

心以夏适王。王者不受邪。肾复欲还脾。脾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贲豚以

夏丙丁日得之。

　　心火旺于夏火之令。而能拒邪。脾土亦得火之生气。而亦能拒也。

　　此是五积之要法也。

　　此总结上文推其积之所自。而可以会悟治之之法矣。其法维何。经曰。治

病必求于本也。不列六腑之聚。无定名故也。

　　五十七难曰。泄凡有几。皆有名不。然。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

有脾泄。有大肠泄。有小肠泄。有大瘕泄。名曰后重。

　　五泄名虽不同。然必由胃及脾。叔和云。湿多成五泄。此之谓也。五泄俱

后重。故以名曰后重该之。下文各具其病状也。

　　胃泄者。饮食不化。色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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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受邪。则不能运化饮食。黄者胃土之色。邪乃或湿或寒之邪也。

　　脾泄者。腹胀满。泄注。食即呕吐逆。

　　凡六腑禀气于胃。五脏禀气于脾。脾胃受邪。则诸气滞而不化。故胀满骤

注也。气不化必逆。故食即呕吐也。

　　大肠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肠鸣切痛。

　　肺与大肠为表里。因邪从脾来。脾气不化。则肺与大肠之气亦不化。饮食

入腹。迫气下行。故窘迫也。气不化。则攻冲。故鸣而痛也。白者。肺色也。

　　小肠泄者。溲而便脓血。少腹痛。

　　小肠者。泌别清浊之职。因气不化。则清浊不分。欲溲小便而大便必同至

。觉少腹窘痛而下脓血也。

　　大瘕泄者。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茎中痛。

　　瘕。假也。圊。厕也。茎。小便也。此邪传于肾。肾乃开窍于二阴。肾气

不化。二便失常。大便欲便而不得便。似乎假便之状。故曰瘕。因里急则数至

圊。因后重则不能便。前阴不利。则必茎中痛也。

　　此五泄之要法也。

　　此总结上文。言当审其在腑在脏。浅深久暴。推源而治。故曰要法也。

　　五十八难曰。伤寒有几。其脉有变。不。然。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

。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

　　伤寒有五者。指五病俱统于伤寒一门。而分其所苦之不同也。风为阳邪。

寒为阴邪。故先列中风，次列伤寒。寒者。皆冬月之正病也。湿温发于湿土之

令居多。热病发于盛夏。温病即仲景伤寒经中春温病也。乃见前之五邪。从本

原来。非此之伤寒热病。故各立其法也。注家以疫症指此温病，非也。

　　中风之脉。阳浮而滑。阴濡而弱。（阴阳即尺寸脉下同）湿温之脉。阳濡

而弱。阴小而急。伤寒之脉。阴阳俱盛而紧涩。热病之脉。阴阳俱浮。浮之而

滑。沉之散涩。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

。

　　此发明上文五病之脉。上四病之脉。本文自明。此独论温病之脉。行在诸

经者。经言温脉必行于诸阳。然不知在诸阳何经以动。动者。脉盛也。诸阳。

三阳也。各随其经取之者。刺之也。

　　如仲景云。太阳病至七日以上。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太阳病初服桂

枝汤。反烦不解者。

　　先刺风池风府。即此义也。

　　伤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阳

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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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虚者。邪实于表。而表之阳气虚也。阴虚者。邪实于里。而里之阴气虚

也。此即邪实正虚也。在表汗。在里下。此定法也。

　　寒热之病。候之如何也。然。皮寒热者。皮不可近席。毛发焦。鼻槁。不

得汗。肌寒热者。皮肤痛。唇舌齿槁。无汗。骨发寒热者。病无所安。汗注不

休。齿本槁痛。

　　伤寒一门。最为关系。故首节先定其名。示后人不得紊乱。次节明风湿寒

热温五证之脉。三节言伤寒表里自有一定汗下之法。不可误行。此节明当汗当

下之义。寒热病者。即伤寒中风之总名也。皮寒热者。即仲景所谓太阳之表。

风用桂枝汤。寒用麻黄汤。汗之而愈。肌寒热者。即仲景所谓邪在半表半里。

用小柴胡汤。和解而愈。骨发寒热者。里发寒热也。即仲景谓正阳阳明里症。

用承气汤下之而愈也。乃见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中峰云。苟非明达仲景者。未能明达此义。

　　五十九难（误列四十二难）曰。人肠胃长短。受水谷多少。各几何。然。

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当留谷二斗

。水一斗五斗。小肠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小半。长三丈二尺。受谷二斗四

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肠。（回肠即大肠）大四寸。径一寸半。长二

丈一尺。受谷一斗。水七升半。广肠（广肠一名直肠）大八寸。径二寸半。长

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肠胃凡长五丈八尺四寸。受水谷八

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

　　此肠胃长短。受水谷之数也。

　　肝重二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主藏魂。

　　肝本两大叶。左三右四者。小叶也。

　　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主藏

意。

　　肺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凡八叶。主藏魄。

　　肾有两枚。重一斤二两。主藏志。

　　胆在肝之短叶间。重三两三铢。盛精汗三合。

　　胃重二斤十四两。（其长广容水谷之数与首节同故不录）

　　小肠重二斤十四两。左回叠积十六曲。（其广长容水谷之数与首节同故不

录）

　　大肠重三斤十二两。当脐右回叠积十六曲。（其长广容水谷之数与首节同

故不录）

　　膀胱重九两二铢。纵广九寸。盛溺九升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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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广二寸半。唇至齿。长九分。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

　　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

　　咽门重十两。广二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

　　喉咙重十二两。广二寸。长一尺二寸。九节。

　　肛门重十二两。（其长广容水谷之数与首节同故不录。）

　　此章备细发明脏腑之形者。是发明内照之法也。其所以知之者。圣人之全

知全能也。内经虽有岐伯曰可剖而视之之句。此不过释疑问之意耳。

　　六十难（误列四十三难）曰。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常

存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至圊。一行二升半。日行五升。七日五

七三斗五升。而水谷尽矣。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津液俱尽。即死矣

。

　　此与前章统结三卷始终之义。凡人所借以生者水谷也。能承运水谷者胃也

。自首卷至此。俱发明脉证无不以胃气为重。故曰四时之脉。胃气为本。百病

死生。胃脉为本。前章首举胃而递及肛门。此章复举胃存水谷。而及于水谷津

液尽而死。余谓越人之着难经。真首尾相应。一气贯通。学者读是经而不悟全

文。究不能得其心传也。

　　六十一难曰。经言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

切脉而知之谓之巧。何谓也。然。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

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

　　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切脉而知者。诊其寸口

。视其虚实。以知其病在何脏腑也。

　　此章发明望闻问切四者之要。五色者。青黄赤白黑也。五音者。邪入肺为

哭。入肝为呼。入心为言。入脾为歌。入肾为呻。五味者。酸甘苦辛咸也。所

起者。察其所欲五味中之何味。而知病起何腑何脏也。所在者。知其病起何腑

何脏。而又现传何腑何脏也。三者俱知。然后诊其寸口。再视其虚实。则在腑

在脏之病。无不明矣。

　　经言以外知之曰圣。以内知之曰神。此之谓也。

　　此章统包三卷全文之意而结也。外者。望其色。闻其声。病未见而知之也

。内者。问其所欲五味。切其脉而察其所病。知其虚实也。越人望后世医者。

必臻此境。方合轩岐之道。否则未免为粗工而已矣。

　　六十二难曰。脏井荥有五。腑独有六者。何谓也。然。腑者阳也。三焦行

于诸阳。故置一输。名曰原。所以腑有六者。亦与三焦共一气也。

　　井荥输经合。此五者。配五脏。井荥输原经合。此六者。配六腑。六腑多

一原。所以脏五而腑六也。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输。所行为经。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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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所过为原也。

　　六十三难曰。十变言五脏六腑荥合。皆以井为始者。何谓也。然。井者。

东方春也。万物之始生。诸 行喘息。 飞蠕动。当生之物。莫不以春生。故岁

数始于春。月数始于甲。故以井为始也。

　　人身之穴。以井为始。井者。东方春也。万物之始生。如岁始于春者。东

方木也。月始于甲者亦应东方木也。

　　诸 蠕。皆入蛰之诸小虫也。得春气则能行。能喘息能飞能动矣。十变。古

经名也。

　　六十四难曰。十变又言阴井木。阳井金。阴荥火。阳荥水。阴输土。阳输

木。阴经金。阳经火。阴合水。阳合土。阴阳皆不同。其意何也。然。是刚柔

之事也。阴井乙木。阳井庚金。阳井庚。庚者。乙之刚也。

　　阴井乙。乙者。庚之柔也。乙为木。故言阴井木也。庚为金。故言阳井金

也。余皆仿此。

　　此举古经十变言井荥输经合。俱以五行阴阳为配偶。但一阴一阳。俱有相

克。是何意也。言阳与阴配合。取刚柔之义耳。如阴井木。阳井金。是乙与庚

合也。乙为阴木。合庚之阳金。故曰庚乃乙之刚。乙乃庚之柔也。又如阴荥火

。阳荥水。是丁与壬合也。丁为阴火。壬为阳水。阳输木。阴输土。是甲与己

合也。甲为阳木。己为阴土。阴经金。阳经火。是丙与辛合也。辛为阴金。丙

为阳火。阴合水。阳合土。是戊与癸合也。癸为阴水。戊为阳土也。如此配合

。则刚柔相济。然后气血流通而不息。乃见人身经穴脏腑。俱有五行配合。无

时不交也。

　　中峰云。观此则二十三难庚之柔丙之柔之义益明矣。可见近来注家。不过

逐章敷衍。未能通体贯彻也。

　　六十五难曰。经言所出为井。所入为合。其法奈何。然。所出为井。井者

。东方春也。万物始生。故言所出为井也。所入为合。合者北方冬也。阳气入

藏。故言所入为合也。

　　此言井荥输经合。如春夏秋冬之周而复始。东南西北之循环无端。自井而

生发。至合而入脏。如天地一岁而有四时。一日亦有四时。人身随其气而营运

。所以一呼一吸。阴阳无不周遍也。

　　六十六难曰。经言肺之原。出于太渊。心之原。出于大陵。肝之原。出于

太冲。脾之原。出于太白。肾之原。出于太溪。少阴之原。出于兑骨。胆之原

。出于丘墟。胃之原。出于冲阳。

　　三焦之原。出于阳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肠之原。出于合谷。小肠

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经皆以输为原者。何也。然。五脏输者。三焦之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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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之所留止也。三焦所行之输为原者。何也。然。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

也。十二经中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

历于五脏六腑。原者三焦之尊号也。故所止辄为原。五脏六腑之有病者。皆取

其原也。

　　太渊在手掌后陷中。手太阴所注。此即脉之大会也。大陵。在掌后骨下横

纹中两筋间陷中。

　　手厥阴所注。

　　太冲。在足大指本节后两寸。足厥阴所注。太白。在足大指后内侧横骨下

。足太阴所注。太溪。

　　在足内踝后。

　　跟骨上动脉陷中。足少阴所注。兑骨。一名神门。在掌后锐骨端陷中。当

小指后。手少阴所注。

　　丘墟。在足外踝下如前陷中。足少阳所过。冲阳。在足跗上五寸高骨间动

脉。去陷谷二寸。足阳明所过。仲景所谓趺阳也。阳池。在手外腕上陷中。自

本节后骨直对腕中。手少阳所过。京骨。在足小指外侧。本节后大骨下。赤白

肉际陷中。足太阳所过。合谷。一名虎口。在手大指次指歧骨陷中。手阳明所

过。腕骨。在手外侧腕前起骨下陷中。手太阳所过。三焦之原。在脐下肾间动

气之所。人之生命。十二经之根本。皆系乎此。三焦任此原气。分别致使通行

上中下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之输穴。因其经历。故输亦可名原也。而所谓原

者。岂非三焦尊重之号乎。五脏六腑之病。皆取十二经之原穴。岂非三焦能统

摄诸脏腑之一大腑乎。

　　六十七难曰。五脏募皆在阴。 皆在阳者。何谓也。然。阴病行阳。阳病行

阴。故令募在阴。在阳也。

　　此章发明募 所以在阴在阳之义。阴者。属于腹。募居于腹。阳者。属于背

。 居于背。募者。结募也。为经气之所聚。 者。输也。由此而输彼也。故募

为气血阴阳周行顿节之所。而病邪亦无不从此而出入。如病在阴分。有 方可以

行阳。病在阳分。有募方可以行阴。否则间隔不通矣。故令募在阴。 在阳也。

此义以疟证喻之。最为确切。凡疟必由外感暑湿之邪。内伤生冷之气。其邪渐

渍。隐于募原。邪气行阳则热。行阴则寒。邪入浅。则道近。故日作。邪入深

。则道远。故间日作。愈深则愈远。故有间二日三日者。此非阴病行阳。阳病

行阴之明验乎。

　　五脏之募穴。肺募。中府穴。心募。巨阙穴。脾募。章门穴。肝募。期门

穴。肾募。京门穴。

　　六十八难曰。五脏六腑。各有井荥输经合。皆何所主。然。经言所出为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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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流为荥。所注为输。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井主心下满。荥主身热。输主

体重节痛。经主喘咳寒热。合主逆气而泄此五脏六腑。井荥输经合所主病也。

　　自六十二难至此。俱发明井荥输原经合之穴。以下俱发明针刺之法也。纪

氏曰。井者。若水之源。水始出源流之尚微。故谓之荥。水上而注下。下复承

而流之。故谓之输。水行经历而过。

　　故谓之经。经过于此。乃入于脏腑。与众经相会。故谓之合。素问曰。六

经为川。肠胃为海也。

　　范曰。井法木以应肝。脾之位在心下。今邪在肝。肝侵脾。故心下满。今

治之于井。不令木乘土也。荥法火以应心。肺属金。外主皮毛。心火灼于肺金

。故身热。谓邪在心也。故治之于荥。不使火来乘金。则身热自愈矣。输法土

以应脾。今邪在土。土必克水。水者肾也。肾主骨。故病则节痛。邪在土。土

自病则体重。故治之于输。经法金以应肺。今邪在肺。得寒则咳。得热则喘。

　　金必克木。木者肝。肝在志为怒。怒则气逆而作喘。故治之于经。合应水

而主肾。肾气不足。伤于冲脉。则气逆。肾开窍于二阴。气逆则不禁而下泄。

故宜治合也。五脏六腑。各有井荥输经合之穴。其原穴独在六腑。故六腑多一

原穴。并列于后。

　　图　六十九难曰。经言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虚不实。以经取之。何谓

也。然。虚者补其母。

　　实者泻其子。当先补之。然后泻之。不实不虚。以经取之者。是正经自生

病。不中他邪也。当自取其经。故言以经取之。

　　此章言针刺经穴补泻之大法。而亦可推之于用药也。子母以五行配脏腑而

推之。先补之。

　　然后泻之者。 言欲泻其子而必先补其母也。可见古人必以固本为要。明矣

七十难曰。经言春夏刺浅。秋冬刺深者。何谓也。然。春夏者。阳气在上。人

气亦在上。故当浅取之。秋冬者。阳气在下。人气亦在下。故当深取之。

　　此言针法以得气为主。故气浅针亦浅。气深针亦深也。

　　春夏必致一阴。秋冬必致一阳者。何也。然。春夏温。必致一阴者。初下

针。沉之至肾肝之部。得气。引持之阴也。秋冬寒必致一阳者。初内针。浅而

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气。推而内之阳也。是谓春夏必致一阴。秋冬必致一阳

也。

　　上文言用针得气之理。此言用针致气之法。以顺四时阴阳之义。谓春夏初

内针深。至肾肝之部。得其一阴之气。即持针引至心肺之部而留之。秋冬初内

针浅。至心肺之部。得其一阳之气。

　　然后推之至肾肝之部而留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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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一难曰。经言刺荣无伤卫。刺卫无伤荣。何谓也。然。针阳者。卧针

而刺之。刺阴者。

　　先以左手摄按所针荥输之处。气散乃内针。是谓刺荣无伤卫。刺卫无伤荣

也。

　　此言用针浅深之法。卧针者。卧其针而刺之。则浅而不伤荣血也。以左手

摄按者。令卫气散而内针。则深而不伤卫气也。

　　七十二难（误列八十难）曰。经言有见如入。有见如出者。何谓也。然。

所谓有见如入者。谓左手见气来至。乃内针。针入见气尽。乃出针。是谓有见

如入。有见如出也。

　　此言候气到而内针。候气尽而出针之义。如入如出如字。同而字。古通用

。

　　七十三难曰。诸井者。肌肉浅薄。气少不足使也。刺之奈何。然。诸井者

。木也。荥者火也。

　　火者。木之子。当刺井者。以荥泻之。故经言。补者不可以为泻。泻者不

可以为补。此之谓也。

　　井属木。是火之母。荥属火。是木之子。比如肾实。当泻井木。而井木之

穴。在手足指梢。

　　肉薄气少。不足施治。于是刺荥。所谓泻子令母虚。若舍荥而刺输。则土

虚不能制水。肾邪更实矣。若刺经。则金生水。肾邪必反甚矣。故曰。当刺井

者。以荥泻之。故经言补者不可以为泻。

　　泻者不可以为补也。

　　七十四难曰。经言春刺井。夏刺荥。季夏刺输。秋刺经。冬刺合者。何也

。然。春刺井者。

　　邪在肝。夏刺荥者。邪在心。季夏刺输者，邪在脾。秋刺经者。邪在肺。

冬刺合者。邪在肾。其肝心脾肺肾。而系于春夏秋冬者。何也。然。五脏一病

。辄有五也。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臊臭者肝也。喜酸者肝也。喜呼者肝也

。喜泣者肝也。其病众多。不可尽言也。四时有数。而并系于春夏秋冬者也。

　　针之要妙。在于秋毫者也。

　　此章言春夏秋冬之刺井荥输经合。非必春刺井。其邪在肝者。刺井也。井

属木。春也。故云春刺井也。余脏皆然。又问肝心脾肺肾何故系于春夏秋冬。

故复举肝木之青臊酸呼泣。以明五脏六腑之病众多。而并统于金木水火土之所

属。如四时之有数。而并系于春夏秋冬之所属也。

　　然其要妙在分别脏腑。如察秋毫。故下章又明脏腑阴阳之义。

　　七十五难（误列五十一难）曰。病有欲得温者。有欲得寒者。有欲见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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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欲见人者。

　　而各不同。病在何脏腑也。然。病欲得寒而欲见人者。病在腑也。病欲得

温而不欲见人者。病在脏也。何以言之。腑者阳也。阳病欲得寒。又欲见人。

脏者阴也。阴病欲得温。又欲闭户独处。恶闻人声。故以别知脏腑之病也。

　　前三卷以脉别脏腑。切脉而治病也。此以所欲别脏腑。问情而针病也。

　　七十六难（误列七十八难）曰。针有补泻。何谓也。然。补泻之法。非必

呼吸出内针也。

　　何以言之（坊本脱此四字）

　　呼内吸出为补。吸内呼出为泻。此章言不但此也。必以得气为主。义在下

文。

　　然。知为针者。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当刺之时。必先以左手。

厌按所针荥输之处。

　　弹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气之来。如动脉之状。顺针而刺之。得气。推而

内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不得气。乃与男外女内。又不得气。是谓

十死不治也。（厌与压同）

　　知为针者。善针之人也。左手厌按荥输。知肌肉浓薄。筋骨腠会。取穴分

明。于左手指下。然后以右手内针。不知为针者反是。凡用针之时。必先以左

手弹之。使气脉努聚若动脉之状。

　　爪按真穴刺之。待气应于针。

　　因而推至当止之分。此谓补。若得气即摇动伸提。此谓泻。若久留针而气

不至。则浮针于卫分。左转以待其气。不至。又沉内于荣分。右转以待其气。

若又不至。为阴阳俱绝。不治也。言男女。即左右。

　　七十七难（误列七十六难）曰。何谓补泻。当补之时。何所取气。当泻之

时。何所置气。然。当补之时。从卫取气。当泻之时。从荣置气。其阳气不足

。阴气有余。当先补其阳。而后泻其阴。

　　阴气不足。阳气有余。当先补其阴。而后泻其阳。荣卫通行。此其要也。

（阳气即卫气阴气即荣气）

　　此言补泻用针之法也。欲补。从卫取气浅针之。俟得气乃推内针于所虚之

处。欲泻。从荣置气深针之于所实之处。俟得气引针泄之。此补泻大要也。

　　七十八难（误列十二难）曰。经言五脏脉已绝于内。用针者反实其外。五

脏脉已绝于外。用针者反实其内。内外之绝。何以别之。然。五脏脉已绝于内

者。肾肝脉绝于内也。而医者反补其心肺。五脏脉已绝于外者。心肺脉绝于外

也。而医者反补其肾肝。阳绝补阴。阴绝补阳。是谓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

余。如此死者。医杀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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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言脉者。谓针刺脉络之脉。非寸关尺之脉也。绝者。气不至也。曰外内

者。即荣卫阴阳上下也。此言不知补泻之法。足以杀人。下文详言其法也。

　　七十九难曰。经言迎而夺之。安得无虚。随而济之。安得无实。虚之与实

。若得若失。实之与虚。若有若无。何谓也。（义在下文）

　　然。迎而夺之者。泻其子也。随而济之者。补其母也。假令心病。泻手心

主输。（胞络之大陵穴）是谓迎而夺之者也。补手心主井。（胞络之中冲穴

）是谓随而济之者也。所谓实之与虚者。濡牢之意也。气来实牢者为得。濡虚

者为失。故曰若得若失也。

　　输属土。心病泻之。是泻子也。井属木。心病补之。是补母也。濡犹软也

。牢犹 也。得失。即有无也。心病。即胞络病也。

　　八十难（误列七十二难）曰。经言能知迎随之气。可令调之。调气之方。

必在阴阳。何谓也。然。所谓迎随者。知荣卫之流行。经脉之往来也。随其逆

顺而取之。故曰迎随。调气之方。必在阴阳者。知其内外表里。随其阴阳而调

之。故曰调气之方。必在乎阴阳。

　　此言迎随之气。随其逆顺而针之。调气之方。审其阴阳表里用药而调之也

。

　　八十一难曰。经言无实实。无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是寸口脉耶。将病

自有虚实也。其损益奈何。然。是病非谓寸口脉也。谓病自有虚实也。假令肝

实而肺虚。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当更相平。当知金平木。假令肺实。故

知肝虚微少气。用针不补其肝。而反重实其肺。故曰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

余。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此章虽承上而言针刺之补泻。其实为总结全部大法。而寓反复丁宁之意也

。然特举经言无实实虚虚。

　　损不足而益有余为问者。具见医理最严虚实之戒。虚实稍误。害如反掌。

故设此谆谆垂训之辞也。如上卷之言动脉会于寸口以下。十二经之脏腑。定寸

关尺之脉位。以弦钩毛石之象。合四时之盛衰。而又推展命门三焦。奇经络脉

。阴乘阳乘。覆溢关格。六甲旺脉。损至脉症。五邪五泄。

　　伤寒积聚。厥痛狂癫。无一不极详且备。而犹虑后人不知五脏自有生克。

以平为度之法。故云此非寸口脉也。谓病自有虚实也。即此自有虚实一句。乃

示人以法外之法也。得乎此。即经所谓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法亦得矣。凡人脉

之虚实。必因病而见。未有病见虚实。而脉不见虚实者也。今言自有虚实。乃

五脏自有相制之虚实。不同于脉之虚实论也。如肝实而肺虚。肝木受制于肺金

者也。因肺虚不能制肝。所以谓之肝实。若治肝之实。非矣。医当补肺金之虚

。则肝之实。肺自能制之也。如肺实肝虚。肺乃制肝者也。肺既实则制肝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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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徒补肝之虚。而不治其致虚之源。亦非矣。医当泻肺金之实。则肝木自能

条达也。若不能治其致虚之源。苟能知虚知实。犹不至于大谬。更有不知相制

之虚实。反补其实而泻其虚。损不足而益有余。使轻证必重。重证必死。所谓

中工之害也。举肝肺则他脏俱可类推。学人能不惕然知警乎。或问难经至八十

一难而止。取何义耶。余曰。此越人悉体轩岐之旨。

　　而寓尊经之义乎。如素问九卷。而分八十一篇。灵枢九卷。亦分八十一篇

。共一十八卷。后人析十二卷。二十四卷。此皆变乱古圣之旨。大失尊经之义

。今即以灵素证之可明矣。考素问离合真邪论。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九篇。夫

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尽通其意矣。又灵枢九针论。岐伯曰。夫圣

人之起天地之数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九八十一。以起黄钟之数焉。

若此者。乃知天地大德曰生。重阳九之数也。故轩岐作内经。亦体天地阳生之

道。而符此九九之数也。今难经之八十一难。乃合内经而一贯之。首尾相应。

全体通灵。岂非越人悉体轩岐之旨。而寓尊经之义乎。

　　中峰云。余见难经各家之注多矣。皆不能探作者之心。不过随文敷衍。并

无一语道及全体通灵之妙。今阅是注。知越人引灵素一十八卷之义。尊其序而

该其要。会通一贯。作此八十一条之大文。学人能玩索研求。则一十八卷之灵

素。莫不头头是道矣。乃近世张介宾以内经分类各门。名曰类经。以备医者易

于查对。犹夫吾儒之五经。时下亦有分门类叙以供便览。无非欲开浅学摘用之

窦。殊不知气脉不贯。头绪全无。临文之际。究无益也。因悟难经之妙。不易

内经之次序。能运内经之全神。必轩岐假手于越人。而作此合璧之书也。然三

千年来。实无人道。乃得是注而始明。又何莫非越人之假手于先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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