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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帝帝内内经经  

黄帝内经灵枢译解 

九针十二原第一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

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荣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
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
愿闻其情。 

岐伯答曰：臣请推而次之，令有纲纪，始于一，终于九焉。请言其道！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
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门。未赭其疾，恶知其原？刺之微在速迟。粗守关，上守机，机之
动，不离其空。空中之机，清静而微。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
机道，扣之不发。知其往来，要与之期。粗之闇乎，妙哉，工独有之。往者为逆，来者为顺，明知
逆顺，正行无问。迎而夺之，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迎之随之，以意和之，针道毕矣。 

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大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
虚。言实与虚，若有若无。察后与先。若存若亡。为虚与实，若得若失。 

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泻曰，必持内之，放而出之，排阳得针，邪气得
泄。按而引针，是谓内温，血不得散，气不得出也。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
虻止，如留如还，去如弦绝，令左属右，其气故止，外门已闭，中气乃实，必无留血，急取诛之。 

持针之道，坚者为宝。正指直刺，无针左右。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血脉者，刺之无殆。
方刺之时，必在悬阳，及与两卫。神属勿去，知病存亡。血脉者在俞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 

九针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镵针，长一寸六分；二曰员针，长一寸六分；三曰提针，长三寸半；
四曰锋针，长一寸六分；五曰铍针，长四寸，广二分半；六曰员利针，长一寸六分；七曰毫针，长
三寸六分；八曰长针，长七寸；九曰大针，长四寸。镵针者，头大末锐，去泻阳气；员针者，针如
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者，以泻分气；提针者，锋如黍粟之锐，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锋
针者，刃三隅以发痼疾，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取大脓；员利针者，大如厘，且员且锐，中身微大，
以取暴气；毫针者，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养，以取痛痹；长针者，锋利身薄，可
以取远痹；大针者，尖如梃，其锋微员，以泻机关之水也。九针毕矣。 

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浊气在中，清气在下。故针陷脉则邪气出，针中脉则浊气出，针太
深则邪气反沉、病益。故曰：皮肉筋脉，各有所处。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无实
无虚。损不足而益有余，是谓甚病。病益甚，取五脉者死，取三脉者恇；夺阴者死，夺阳者狂，针
害毕矣。 

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针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
为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 

黄帝曰：愿闻五脏六腑所出之处。岐伯曰：五脏五俞，五五二十五俞，六腑六俞，六六三十六
俞，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俞，所行为经，所
入为合，二十七气所行，皆在五俞也。 

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
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 

观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气至而
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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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五脏之气，已绝于内，而用针者反实其外，
是谓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静。治之者辄反其气，取腋与膺。五脏之气，已绝于外，而用针者反
实其内，是谓逆厥。逆厥则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 

刺之害中而不去，则精泄；害中而去，则致气。精泄则病益甚而恇，致气则生为痈疡。 

五脏有六腑，六腑有十二原，十二原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脏。五脏有疾，当取之十二原。十
二原者，五脏之所以禀三百六十五节气味也。五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
原，睹其应，而知五脏之害矣。阳中之少阴，肺也，其原出于太渊，太渊二。阳中之太阳，心也，
其原出于大陵，大陵二。阴中之少阳，肝也，其原出于太冲，太冲二。阴中之至阴，脾也，其原出
于太白，太白二。阴中之太阴，肾也，其原出于太溪，太溪二。膏之原，出于鸠尾，鸠尾一。肓之
原，出于脖胦，脖胦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脏六腑之有疾者也。 

胀取三阳，飧泄取三阴。 

禀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
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
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刺诸热者，如以手探汤；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阴有阳疾者，取之下陵三里，正往无殆，气
下乃止，不下复始也。疾高而内者，取之阴之陵泉；疾高而外者，取之阳之陵泉也。 

本输第二 
黄帝问于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络之所终始，络脉之所别处，五俞之所留，六腑之所

与合，四时之所出入，五脏之所溜处，阔数之度，浅深之状，高下所至。愿闻其解。 

岐伯曰：请言其次也。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鱼际，鱼际者，
手鱼也，为荥；注于太渊，太渊鱼后一寸陷者中也，为俞；行于经渠，经渠寸口中也，动而不居为
经；入于尺泽，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手太阴经也。 

心出于中冲，中冲，手中指之端也，为井木；流于劳宫，劳宫掌中中指本节之内间也，为荥；
注于大陵，大陵掌后两骨之间方下者也，为俞；行于间使，间使之道，两筋之间，三寸之中也，有
过则至，无过则止，为经；入于曲泽，曲泽，肘内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为合。手少阴也。 

肝出于大敦，大敦者，足大趾之端，及三毛之中也，为井木；溜于行间，行间足大趾间也，为
荥；注于太冲，太冲行间上二寸陷者之中也，为俞；行于中封，中封内踝之前一寸半，陷者之中，
使逆则宛，使和则通，摇足而得之，为经；入于曲泉，曲泉辅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
为合。足厥阴也。 

脾出于隐白，隐白者，足大趾之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大都，大都本节之后下陷者之中也，
为荥；注于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为俞；行于商丘，商丘内踝之下陷者之中也，为经；入于阴之
陵泉，阴之陵泉，辅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为合。足太阴也。 

肾出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为井木；溜于然谷，然谷，然骨之下者也，为荥；注于太溪，太
溪内踝之后跟骨之上陷中者也，为俞；行于复溜，复溜，上内踝二寸，动而不休，为经；入于阴谷，
阴谷，辅骨之后，大筋之下，小筋之上也，按之应手，屈膝而得之，为合。足少阴经也。 

膀胱出于至阴，至阴者，足小趾之端也，为井金；溜于通谷，通谷，本节之前外侧也，为荥；
注于束骨，束骨，本节之后陷者中也，为俞；过于京骨，京骨，足外侧大骨之下，为原；行于昆仑，
昆仑，在外踝之后，跟骨之上，为经；入于委中，委中，腘中央，为合，委而取之。足太阳也。 

胆出于窍阴，窍阴者，足小趾次趾之端也，为井金；溜于侠溪，侠溪，足小趾次趾之间也，为
荥；注于临泣，临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为俞；过于丘墟，丘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为
原。行于阳辅，阳辅外踝之上辅骨之前及绝骨之端也，为经；入于阳之陵泉，阳之陵泉，在膝外陷
者中也，为合，伸而得之。足少阳也。 

胃出于厉兑，厉兑者，足大趾内次趾之端也，为井金；溜于内庭，内庭，次趾外间也，为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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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于陷谷，陷谷者，上中指内间上行二寸陷者中也，为俞；过于冲阳，冲阳，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
为原，摇足而得之；行于解溪，解溪，上冲阳一寸半陷者中也，为经；入于下陵，下陵，膝下三寸
胻骨外三里也，为合；复下三里三寸，为巨虚上廉，复下上廉三寸，为巨虚下廉也；大肠属上，小
肠属下，足阳明胃脉也。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是足阳明也。 

三焦者，上合手少阳，出于关冲，关冲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液门，液门，小
指次指之间也，为荥；注于中渚，中渚，本节之后陷者中也，为俞；过于阳池，阳池，在腕上陷者
之中也，为原；行于支沟，支沟，上腕三寸两骨之间陷者中也，为经；入于天井，天井，在肘外大
骨之上陷者中也，为合，屈肘而得之；三焦下腧在于足大趾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腘中外廉，名曰
委阳，是太阳络也，手少阳经也。三焦者，足少阳太阴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入贯胎肠，
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遗溺则补之，闭癃则泻之。 

手太阳小肠者，上合手太阳，出于少泽，少泽，小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前谷，前谷，在手
外廉本节前陷者中也，为荥；注于后溪，后溪者，在手外侧本节之后也，为俞；过于腕骨，腕骨，
在手外侧腕骨之前，为原；行于阳谷，阳谷，在锐骨之下陷者中也，为经；入于小海，小海，在肘
内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也，伸臂而得之，为合。手太阳经也。 

大肠上合手阳明，出于商阳，商阳，大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本节之前二间，为荥；注
于本节之后三间，为俞；过于合谷，合谷，在大指岐骨之间，为原；行于阳溪，阳溪，在两筋间陷
者中也，为经；入于曲池，在肘外辅骨陷者中，屈臂而得之，为合。手阳明也。 

是谓五脏六腑之俞，五五二十五俞，六六三十六俞也。六腑皆出足之三阳，上合于手者也。 

缺盆之中，任脉也，名曰天突。一次，任脉侧之动脉足阳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脉，手阳明也，
名曰扶突；三次脉，手太阳也，名曰天窗；四次脉，足少阳也，名曰天容；五次脉，手少阳也，名
曰天牖；六次脉，足太阳也，名曰天柱；七次脉，颈中央之脉，督脉也，名曰风府。腋内动脉手太
阴也，名曰天府。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 

刺上关者，呿不能欠。刺下关者，欠不能呿。刺犊鼻者，屈不能伸。刺两关者，伸不能屈。 

足阳明，侠喉之动脉也，其俞在膺中。手阳明，次在其俞外，不至曲颊一寸。手太阳当曲颊。
足少阳在耳下曲颊之后。手少阳出耳后上加完骨之上。足太阳侠项大筋之中，发际。 

阴尺动脉，在五里，五俞之禁也。 

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腑。心合小肠，小肠者，受盛之腑。肝合胆，胆者中精之腑。脾合
胃，胃者五谷之腑。肾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腑也。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三焦者，中
渎之腑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腑也，是六腑之所与合者。 

春取络脉诸荥大经分肉之间，甚者深取之，间者浅取之。夏取诸俞孙络肌肉皮肤之上。秋取诸
合，余如春法。冬取诸井诸俞之分，欲深而留之。此四时之序，气之所处，病之所舍，脏之所宜。
转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痿厥者，张而刺之，可令立快也。 

小针解第三 
所谓易陈者，易言也。难入者，难着于人也。粗守形者，守刺法也。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气有

余不足可补泻也。神客者，正邪共会也。神者，正气也，客者邪气也。在门者，邪循正气之所出入
也。未睹其疾者，先知邪正何经之疾也。恶知其原者，先知何经之病所取之处也。 

刺之微在数迟者，徐疾之意也。粗守关者，守四支而不知血气正邪之往来也。上守机者，知守
气也。机之动不离其空中者，知气之虚实，用针之徐疾也。空中之机，清静以微者，针以得气，密
意守气勿失也。其来不可逢者，气盛不可补也。其往不可追者，气虚不可泻也。不可挂以发者，言
气易失也。扣之不发者，言不知补泻之意也。血气已尽而气不下也。 

知其往来者，知气之逆顺盛虚也。要与之期者，知气之可取之时也。粗之闇者，冥冥不知气之
微密也。妙哉！工独有之者，尽知针意也。往者为逆者，言气之虚而小，小者逆也。来者为顺者，
言形气之平，平者顺也。明知逆顺正行无问者，言知所取之处也。迎而夺之者，泻也；追而济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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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也。 

所谓虚则实之者，气口虚而当补之也。满则泄之者，气口盛而当泻之也。宛陈则除之者，去血
脉也。邪胜则虚之者，言诸经有盛者，皆泻其邪也。徐而疾则实者，言徐内而疾出也。疾而徐则虚
者，言疾内而徐出也。言实与虚若有若无者，言实者有气，虚者无气也。察后与先若亡若存者，言
气之虚实，补泻之先后也，察其气之已下与常存也。为虚为实，若得若失者，言补者佖然若有得也，
泻则恍然若有失也。 

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者，言邪气之中人也高，故邪气在上也。浊气在中者，言水谷皆入于
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溜于肠胃，言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故命曰浊气在中也。
清气在下者，言清湿地气之中人也，必从足始，故曰清气在下也。针陷脉，则邪气出者取之上，针
中脉则浊气出者，取之阳明合也。针太深则邪气反沉者，言浅浮之病，不欲深刺也。深则邪气从之
入，故曰反沉也。皮肉筋脉各有所处者，言经络各有所主也。取五脉者死，言病在中气不足，但用
针尽大泻其诸阴之脉也。取三阳之脉者，唯言尽泻三阳之气，令病人恇然不复也。夺阴者死，言取
尺之五里五往者也。夺阳者狂，正言也。 

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者，言上工知相五色于目。有知调尺寸小大缓
急滑涩以言所病也。知其邪正者，知论虚邪与正邪之风也。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者，言持针而出
入也。气至而去之者，言补泻气调而去之也。调气在于终始一者，持心也。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者，
络脉之渗灌诸节者也。 

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内者，脉口气内绝不至，反取其外之病处，与阳经之合，有留针以致阳
气，阳气至则内重竭，重竭则死矣。其死也，无气以动，故静。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外者，脉口
气外绝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输，有留针以致其阴气，阴气至则阳气反入，入则逆，逆则死矣。其死
也，阴气有余，故躁。 

所以察其目者，五脏使五色循明。循明则声章。声章者，则言声与平生异也。 

邪气藏府病形第四 
黄帝问于岐伯曰：邪气之中人也奈何？岐伯答曰：邪气之中人高也。 

黄帝曰：高下有度乎？岐伯曰：身半以上者，邪中之也。身半已下者，湿中之也。故曰：邪之
中人也。无有常，中于阴则溜于腑，中于阳则溜于经。 

黄帝曰：阴之与阳也，异名同类，上下相会，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邪之中人，或中于阴，
或中于阳，上下左右，无有恒常，其故何也？ 

岐伯曰：诸阳之会，皆在于面。中人也，方乘虚时及新用力，若饮食汗出，腠理开而中于邪。
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于膺背两胁，亦中其经。 

黄帝曰：其中于阴，奈何？岐伯答曰：中于阴者，常从臂胻始。夫臂与胻，其阴皮薄，其肉淖
泽，故俱受于风，独伤其阴。 

黄帝曰：此故伤其藏乎？岐伯答曰：身之中于风也，不必动藏。故邪入于阴经，则其藏气实，
邪气入而不能客，故还之于腑。故中阳则溜于经，中阴则溜于府。 

黄帝曰：邪之中人脏奈何？岐伯曰：愁忧恐惧则伤心。形寒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
皆伤，故气逆而上行。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则伤肝。有所
击仆，若醉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有所用力举重，若入房过度，汗出浴水，则伤肾。 

黄帝曰：五脏之中风，奈何？岐伯曰：阴阳俱感，邪乃得往。黄帝曰：善哉。 

黄帝问于岐伯曰：首面与身形也，属骨连筋，同血合于气耳。天寒则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
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答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
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睛。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
而为味。其气之津液，皆上熏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坚，故天气甚寒，不能胜之也。 

黄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曰：虚邪之中身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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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黄帝曰：善哉。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之，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
其处，命曰工。余愿闻见而知之，按而得之，问而极之，为之奈何？ 

岐伯答曰：夫色脉与尺之相应也，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叶之出候也，
故根死则叶枯矣。色脉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则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则神且明矣。 

黄帝曰：愿卒闻之。岐伯答曰：色青者，其脉弦也，赤者，其脉钩也，黄者，其脉代也，白者，
其脉毛，黑者，其脉石。见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其相胜之脉，则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则病已矣。 

黄帝问于岐伯曰：五脏之所生，变化之病形何如？ 

岐伯答曰：先定其五色五脉之应，其病乃可别也。 

黄帝曰：色脉已定，别之奈何？ 

岐伯说：调其脉之缓、急、小、大、滑、涩，而病变定矣。 

黄帝曰：调之奈何？岐伯答曰：脉急者，尺之皮肤亦急；脉缓者，尺之肤亦缓；脉小者，尺之
皮肤亦减而少气；脉大者，尺之皮肤亦贲而起；脉滑者，尺之皮肤亦滑；脉涩者，尺之皮肤亦涩。
凡此变者，有微有甚。故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
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为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为下工，下工十全六。 

黄帝曰：请问脉之缓、急，小、大，滑、涩之病形何如？ 

岐伯曰：臣请言五藏之病变也。心脉急甚者为瘈瘲；征急，为心痛引背，食不下。缓甚，为狂
笑；微缓，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时唾血。大甚，为喉吤；微大，为心痹引背，善泪出。小甚
为善哕；微小为消病。滑甚为善渴；微滑为心疝，引脐，小腹鸣。涩为为瘖；微涩为血溢，维厥耳
鸣，颠疾。 

肺脉急甚，为癫疾；微急，为肺寒热，怠惰，咳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缓甚，为多
汗；微缓，为痿，痿，偏风，头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为胫肿；微大，为肺痹，引胸背，起恶见
日光。小甚，为泄；微小，为消痹。滑甚，为息贲上气；微滑，为上下出血 

。涩甚，为呕血；微涩，为鼠? ，在颈支腋之间，下不胜其上，其应善酸矣。 

肝脉急甚者为恶言；微急为肥气在胁下，若复杯。缓甚为善呕，微缓为水瘕痹也。大甚为内痈，
善呕衄；微大为肝痹，阴缩，咳引小腹。小甚为多饮；微小为消瘅。滑甚为[疒贵]疝；微滑为遗溺。
涩甚为溢饮；微涩为瘈挛筋痹。 

脾脉急甚为瘈瘲；微急为膈中，食饮入而还出，后沃沫。缓甚为痿厥；微缓为风痿，四肢不用，
心慧然若无病。大甚为击仆；微大为疝气，腹里大脓血在肠胃之外。小甚为寒热；微小为消瘅。滑
甚为〓癃；微滑为虫毒〓蝎腹热。涩甚为肠〓；微涩为内〓，多下脓血。 

肾脉急甚为骨癫疾；微急为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后。缓甚为折脊；微缓为洞，洞者，食
不化，下嗌逐出。大甚为阴痿；微大为石水，起脐已下至小腹睡睡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为
洞泄；微小为消瘅。滑甚为癃〓；微滑为骨痿，坐不能起，起则目无所见。涩甚为大痈；微涩为不
月，沉痔。 

黄帝曰：病之六变者，刺之奈何？岐伯曰：诸急者多寒；缓者多热；大者多气少血；小者血气
皆少；滑者阳气盛，微有热；涩者多血、少气，微有寒。是故刺急者，深内而久留之；刺缓者，浅
内而疾发针，以去其热；刺大者，微泻其气，无出其血；刺滑者，疾发针而浅内之，以泻其阳气而
去其热；刺涩者，必中其脉，随其逆顺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发针，已按其疝，无令其血出，
以和其脉；诸小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 

黄帝曰：余闻五脏六府之气，荥、俞所入为合，令何道从入，入安连过，愿闻其故。岐伯答曰：
此阳脉之别入于内，属于府者也。 

黄帝曰：荥俞与合，各有名乎？岐伯曰：荥俞治外经，合治内府。 

黄帝曰：治内府奈何？岐伯曰：取之于合。 

黄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于三里，大肠合入于巨虚上廉，小肠合入于巨虚下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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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合入于委阳，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胆合入于阳陵泉。 

黄帝曰：取之奈何？岐伯答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虚者，举足取之；委阳者，屈伸而
索之；委中者，屈而取之；阳陵泉者，正竖膝予之齐下，至委阳之阳取之；取诸外经者，揄申而从
之。 

黄帝曰：愿闻六府之病。岐伯答曰：面热者足阳明病，鱼络血者手阳明病，两跗之上脉竖陷者，
足阳明病，此胃脉也。 

大肠病者，肠中切痛，而鸣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即泄，当脐而痛，不能久立，与胃同候，取巨
虚上廉。 

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上肢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取之三里也。 

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睪而痛，时窘之后，当耳前热，若寒甚，若独肩上热甚，及手小指
次指之间热，若脉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阳病也，取之巨虚下廉。 

三焦病者，腹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水留，即为胀。候在足太阳之外大络，
大络在太阳少阳之间，亦见于脉，取委阳。 

膀胱病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热，若脉陷，及足小趾外廉及胫
踝后皆热，若脉陷，取委中央。 

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淡淡，恐人将捕之，嗌中吤吤然数唾。在足少阳之本末，
亦视其脉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热者取阳陵泉。 

黄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气穴，无中肉节。中气穴，则针游于巷；中肉
节，即皮肤痛；补泻反，则病益笃。中筋则筋缓，邪气不出，与其真相搏乱而不去，反还内着。用
针不审，以顺为逆也。 

根结第五 
岐伯曰：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阴阳之道，孰少孰多，阴道偶，阳道奇。发于春夏，阴气少，

阳气多，阴阳不调，何补何泻。发于秋冬，阳气少，阴气多；阴气盛而阳气衰，故茎叶枯槁，湿雨
下归，阴阳相移，何泻何补。奇邪离经，不可胜数，不知根结，五脏六腑，折关败枢，开合而走，
阴阳大失，不可复取。九针之玄，要在终始；故能知终始，一言而毕，不知终始，针道咸绝。 

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阳明根于厉兑，结于颡大。颡大者，钳耳也。少阳
根于窍阴，结于窗笼。窗笼者，耳中也。太阳为开，阳明为合，少阳为枢，故开折，则肉节渎而暴
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太阳，视有余不足。渎者，皮肉宛膲而弱也。合折，则气无所止息而痿疾
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阳明，视有余不足。无所止息者，真气稽留，邪气居之也。枢折，即骨繇而
不安于地。故骨繇者，取之少阳，视有余不足。骨繇者，节缓而不收也。所谓骨繇者，摇故也。当
窃其本也。 

太阴根于隐白，结于太仓。少阴根于涌泉，结于廉泉。厥阴根于大敦，结于玉英，络于膻中。
太阴为合，少阳为枢。故开折，则仓廪无所输，膈洞。膈洞者，取之太阴，视有余不足，故开折者，
气不足而生病也。合折，即气绝而喜悲。悲者取之厥阴，视有余不足。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不通。
不通者，取之少阴，视有余不足，有结者，皆取之不足。 

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飞扬也。足少阳根于窍阴，溜于丘墟，注
于阳辅，入于天容、光明也。足阳明根于厉兑，溜于冲阳，注于下陵，入于人迎，丰隆也。手太阳
根于少泽，溜于阳谷，注于小海，入于天窗，支正也。少阳根于关冲，溜于阳池，注于支沟，入于
天牖、外关也。手阳明根于商阳，溜于合谷，注于阳溪，入于扶突、偏历也。此所谓十二经者，盛
络皆当取之。 

一日一夜五十营，以营五脏之精，不应数者，名曰狂生。所谓五十营者，五脏皆受气，持其脉
口，数其至也。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四十动一代者，一脏无气。三十动一代者，二脏
无气。二十动一代者，三脏无气。十动一代者，四脏无气。不满十动一代者，五脏无气。予之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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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终始。所谓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以为常也。以知五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数乍疏也。 

黄帝曰：逆顺五体者，言人骨节之大小，肉之坚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浊，气之滑涩，脉之长
短，血之多少，经络之数，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
肌肉软弱，血气慓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岐伯答曰：膏梁菽藿之味，何可同
也？气滑即出疾，其气涩则出迟，气悍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疾。
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慓悍滑利也。 

黄帝曰：形气之逆顺奈何？岐伯曰：形气不足，病气有余，是邪胜也，急泻之；形气有余，病
气不足，急补之；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
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形气有余，病气有余，此谓
阴阳俱有余也。急泻其邪，调其虚实。故曰：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此之谓也。 

故曰：刺不知逆顺，真邪相搏。满而补之，则阴阳四溢，肠胃充郭，肝肺内〓，阴阳相错。虚
而泻之，则经脉空虚，血气竭枯，肠胃〓辟，皮肤薄着，毛腠夭膲，予之死期。 

故曰：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阴与阳，精气乃光，合形与气，使神内藏。故曰：上工
平气，中工乱脉，下工绝气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审五藏变化之病，五脉之应，经络之
实虚，皮之柔麤，而后取之也。 

寿夭刚柔第六 
黄帝问于少师曰：余闻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愿闻其方。 

少师答曰：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审知阴阳，刺之有方。得病所始，刺之有理。谨度病端，与
时相应。内合于五脏六腑，外合于筋骨皮肤。是故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在内者，五脏为阴，六
腑为阳，在外者，筋骨为阴，皮肤为阳。故曰，病在阴之阴者，刺阴之荥俞，病在阳之阳者，刺阳
之合，病在阳之阴者，刺阴之经，病在阴之阳者，刺络脉。故曰，病在阳者名曰风，病在阴者名曰
痹，阴阳俱病名曰风痹。病有形而不痛者，阳之类也；无形而痛者，阴之类也。无形而痛者，其阳
完而阴伤之也。急治其阴，无攻其阳。有形而不痛者，其阴完而阳伤之也。急治其阳，无攻其阴。
阴阳俱动，乍有形，乍无形，加以烦心，命曰阴胜其阳。此谓不表不里，其形不久。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形气之病先后，外内之应奈何？伯高答曰：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
气伤脏，乃病脏，寒伤形，乃应形；风伤筋脉，筋脉乃应。此形气外内之相应也。 

黄帝曰：刺之奈何？伯高答曰：病九日者，三刺而已；病一月者，十刺而已；多少远近，以此
衰之。久痹不去身者，视其血络，尽出其血。 

黄帝曰：外内之病，难易之治奈何？伯高答曰：形先病而未入脏者，刺之半其日。脏先病而形
乃应者，刺之倍其日。此月内难易之应也。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其以立寿夭奈
何？伯高答曰：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皮与肉相果则寿，不相果则夭，血气经络胜形则寿，
不胜形则夭。 

黄帝曰：何谓形之缓急？伯高答曰：形充而皮肤缓者则寿，形充而皮肤急者则夭，形充而脉坚
大者顺也，形充而脉小以弱者气衰，衰则危矣。若形充而颧不起者骨小，骨小则夭矣。形充而大肉
胭坚而有分者肉坚，肉坚则寿矣；形充而大肉无分理不坚者肉脆，肉脆则夭矣。此天之生命，所以
立形定气而视寿夭者，必明乎此立形定气，而后以临病人，决生死。 

黄帝曰：余闻寿夭，无以度之。伯高答曰：墙基卑，高不及其地者，不满三十而死。其有因加
疾者，不及二十而死也。 

黄帝曰：形气之相胜，以立寿夭奈何？伯高答曰：平人而气胜形者寿；病而形肉脱，气胜形者
死，形胜气者危矣。 

黄帝曰：余闻刺有三变，何谓三变？伯高答曰：有刺营者，有刺卫者，有刺寒痹之留经者。 

黄帝曰：刺三变者奈何？伯高答曰：刺营者出血，刺卫者出气，刺寒痹者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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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曰：营卫寒痹之为病奈何？伯高答曰：营之生病也，寒热少气，血上下行。卫之生病也，
气痛时来时去，怫忾贲响，风寒客于肠胃之中。寒痹之为病也，留而不去，时痛而皮不仁。 

黄帝曰：刺寒痹内热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 

黄帝曰：药熨奈何？伯高答曰：用淳酒二十斤，蜀椒一斤，干姜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种，皆
嚼咀，渍酒中，用绵絮一斤，细白布四丈，并内酒中，置酒马矢熅中，封涂封，勿使泄。五日五夜，
出绵絮曝干之，干复溃，以尽其汁。每渍必晬其日，乃出干。干，并用滓与绵絮，复布为复巾，长
六七尺，为六七巾，则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痹所刺之处，令热入至于病所，寒复炙巾以熨之，
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内中，无见风。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 

官针第七 
凡刺之要，官针最妙。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

能移。疾浅针深，内伤良肉，皮肤为痈；病深针浅，病气不泻，支为大脓。病小针大，气泻太甚，
疾必为害；病大针小，气不泄泻，亦复为败。失针之宜。大者泻，小者不移。已言其过，请言其所
施。 

病在皮肤无常处者，取以镵针于病所，肤白勿取。病在分肉间，取以圆针于病所。病在经络痼
痹者，取以锋针。病在脉，气少，当补之者，取以鍉针于井荥分俞。病为大脓者，取以铍针。病痹
气暴发者，取以圆利针。病痹气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针。病在中者，取以长针。病水肿不能通关节
者，取以大针。病在五脏固居者，取以锋针，泻于井荥分俞，取以四时。 

凡刺有九，以应九变。一曰俞刺，俞刺者，刺诸经荥俞脏俞也；二曰远道刺，远道刺者，病在
上，取之下，刺腑俞也；三曰经刺，经刺者，刺大经之结络经分也；四曰络刺，络刺者，刺小络之
血脉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间也；六曰大泻刺，大泻刺者，刺大脓以铍针也；七曰毛刺，
毛刺者，刺浮痹皮肤也；八曰巨刺，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九曰焠刺，焠刺者，刺燔针则取痹
也。 

凡刺有十二节，以应十二经。一曰偶刺，偶刺者，以手直心若背，直痛所，一刺前，一刺后，
以治心痹。刺此者，傍针之也。二曰报刺，报刺者，刺痛无常处也。上下行者，直内无拔针，以左
手随病所按之，乃出针，复刺之也。三曰恢刺，恢刺者，直刺傍之，举之前后，恢筋急，以治筋痹
也。四曰齐刺，齐刺者，直入一，傍入二，以治寒气小深者；或曰三刺，三刺者，治痹气小深者也。
五曰扬刺，扬刺者，正内一，傍内四，而浮之，以治寒气之搏大者也。六曰直针刺，直针刺者，引
皮乃刺之，以治寒气之浅者也。七曰输针，输刺者，直入直出，稀发针而深之，以治气盛而热者也。
八曰短刺，短刺者，刺骨痹，稍摇而深之，致针骨所，以上下摩骨也。九曰浮刺，浮刺者，傍入而
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十曰阴刺，阴刺者，左右率刺之，以治寒厥；中寒厥，足踝后少阴也。
十一曰傍针刺，傍针刺者，直刺傍刺各一，以治留痹久居者也。十二曰赞刺，赞刺者，直入直出，
数发针而浅之，出血是谓治痈肿也。 

脉之所居，深不见者，刺之微内针而久留之，以致其空脉气也。脉浅者，勿刺，按绝其脉乃刺
之，无令精出，独出其邪气耳。 

所谓三刺，则谷气出者。先浅刺绝皮，以出阳邪，再刺则阴邪出者，少益深绝皮，致肌肉，未
入分肉间也；已入分肉之间，则谷气出。故刺法曰：始刺浅之，以逐邪气，而来血气，后刺深之，
以致阴气之邪，最后刺极深之，以下谷气。此之谓也。 

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 

凡刺有五，以应五脏，一曰半刺，半刺者，浅内而疾发针，无针伤肉，如拔毛状，以取皮气，
此肺之应也。 

二曰豹文刺，豹文刺者，左右前后针之，中脉为故，以取经络之血者，此心之应也。 

三曰关刺，关刺者，直刺左右尽筋上，以取筋痹，慎无出血，此肝之应也；或曰渊刺；一曰岂
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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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合谷刺，合谷刺者，左右鸡足，针于分肉之间，以取肌痹，此脾之应也。 

五曰输刺，输刺者，直入直出，深内之至骨，以取骨痹，此肾之应也。 

本神第八 
黄帝问于岐伯曰：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血、脉、营、气、精神，此五脏之所藏也。至其淫

泆离脏则精失、魂魄飞扬、志意恍乱、智虑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与？人之过乎？何谓德、
气、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请问其故。 

岐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
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
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
长生久视。 

是故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喜乐者，神惮
散而不藏。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 

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 

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 

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
死于秋。 

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 

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 

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是故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
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 

是故用针者，察观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伤，针不可以治
之也。 

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 

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 

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 

肺藏气，气舍魄，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 

肾藏精，精舍志，肾气虚则厥，实则胀。五脏不安。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
调之也。 

终始第九 
凡刺之道，毕于终始，明知终始，五脏为纪，阴阳定矣。阴者主脏，阳者主腑，阳受气于四末，

阴受气于五脏，故泻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必通阴阳。五脏为阴，
六腑为阳，传之后世，以血为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夭殃。 

谨奉天道，请言终始。终始者，经脉为纪。持其脉口人迎，以知阴阳有余不足，平与不平，天
道毕矣。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
本末之寒温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气必相称也，是谓平人。少气者，脉口人迎俱少，而不称尺寸也。
如是者，则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如此者
弗灸。不巳者因而泻之，则五脏气坏矣。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阳，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阳。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阳，二盛而躁，病在手
太阳，人迎三盛，病在足阳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阳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数，名曰溢阳，溢阳为
外格。 

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阴；厥阴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阴；二盛而躁，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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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阴。脉口三盛，病在足太阴；三盛而躁，在手太阴。脉口四盛，且大且数者，名曰溢阴。溢阴为
内关，内关不通，死不治。人迎与太阴脉口俱盛四倍以上，名曰关格。关格者，与之短期。 

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而补足厥阴，二泻一补，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
人迎二盛，泻足太阳补足少阴，二泻一补，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人迎
三盛，泻足阳明而补足太阴，二泻一补，日二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 

脉口一盛，泻足厥阴而补足少阳，二补一泻，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而取，上气和乃止。
脉口二盛，泻足少阴而补足太阳，二补一泻，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脉
口三盛，泻足太阴而补足阳明，二补一泻，日二取之，必切而验之，疏而取之，上气和乃止。所以
日二取之者，太、阳主胃，大富于谷气，故可日二取之也。 

人迎与脉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阴阳俱溢，如是者不开，则血脉闭塞，气无所行，流淫于中，
五脏内伤。如此者，因而灸之，则变易而为他病矣。 

凡刺之道，气调而止，补阴泻阳，音气益彰，耳目聪明。反此者，血气不行。 

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故，病未去
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
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必先通十二经脉之所生病，而后可得传于终始矣。故阴阳不相移，
虚实不相倾，取之其经。 

凡刺之属，三刺至谷气，邪僻妄合，阴阳易居，逆顺相反，沉浮异处，四时不得，稽留淫泆须
针而去。故一刺则阳邪出，再刺则阴邪出，三刺则谷气至，谷气至而止。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
已泻而虚，故以知谷气至也。邪气独去者，阴与阳未能调而病知愈也。故曰：补则实，泻则虚，痛
虽不随针，病必衰去矣。 

阴盛而阳虚，先补其阳，后泻其阴而和之。阴虚而阳盛，先补其阴，后泻其阳而和之。 

三脉动于足大趾之间，必审其实虚，虚而泻之，是谓重虚。重虚病益甚。凡刺此者，以指按之，
脉动而实且疾者疾泻之，虚而徐者则补之。反此者，病益甚。其动也，阳明在上，厥阴在中，少阴
在下。 

膺俞中膺，背俞中背，肩膊虚者，取之上。 

重舌，刺舌柱以铍针也。 

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 

补须一方实，深取之，稀按其痏，以极出其邪气。一方虚，浅刺之，以养其脉，疾按其痏，无
使邪气得入。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脉实者深刺之，以泄其气；脉虚者，浅刺之，使
精气无泻出，以养其脉，独出其邪气。 

刺诸痛者，其脉皆实。 

故曰：从腰以上者，手太阴阳明皆主之；从腰以下者，足太阴阳明皆主之。 

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腘。 

病生于头者，头重；生于手者，臂重；生于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从生者也。 

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分肉，冬气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时为齐。故刺肥人者，
以秋冬之齐，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齐。 

病痛者，阴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阴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阳也。病在下者，阴也。痒
者，阳也，浅刺之。 

病先起阴者，先治其阴，而后治其阳；病先起阳者，先治其阳，而后治其阴。 

刺热厥者，留针反为寒；刺寒厥者，留针反为热。刺热厥者，二阴一阳；刺寒厥者，二阳一阴。
所谓二阴者，二刺阴也；一阳者，一刺阳也。 

久病者，邪气入深。刺此病者，深内而久留之，间日而复刺之，必先调其左右，去其血脉，刺
道毕矣。 

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气。形肉未脱，少气而脉又躁，躁厥者，必为缪刺之，散气可收，聚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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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
一其神，令志在针。 

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 

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内，是谓得气。 

凡刺之禁：新内勿刺，新刺勿内；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劳勿刺，已
刺勿劳；已饱勿刺，已刺勿饱；已饥勿刺，已刺勿饥；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惊大恐，必定其气
乃刺之。乘车来者，卧而休之，如食顷乃刺之。出行来者，坐而休之，如行千里顷乃刺之。凡此十
二禁者，其脉乱气散，逆其营卫，经气不次，因而刺之，则阳病入于阴，阴病出为阳，则邪气复生。
粗工勿察，是谓伐身，形体淫乱，乃消脑髓，津液不化，脱其五味，是谓失气也。 

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绝皮乃绝汗，绝汗则终矣。 

少阳终者，耳聋，百节尽纵，目系绝，目系绝，一日半则死矣。其死也，色青白，乃死。 

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喜惊、妄言、色黄；其上下之经盛而不行，则终矣。 

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塞，上下不通而终矣。 

厥阴终者，中热溢干，喜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 

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气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则
面黑，皮毛憔而终矣。 

经脉第十 
雷公问于黄帝曰：「禁脉」之言，凡刺之理，经脉为始，营其所行，制其度量，内次五藏，外别

六府，愿尽闻其道。 

黄帝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
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 

雷公曰：愿卒闻经脉之始也。黄帝曰：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臑内，行
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腕后
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 

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胀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则交两手而瞀，此为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咳
上气，喘渴，烦心，胸满，臑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热。气盛有余，则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
数而欠。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
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
迎也。 

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两骨之间，上入两筋之中，循臂上廉，
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 骨之前廉，上出于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
肠。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还出挟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挟鼻孔。 

是动则病齿痛，颈肿。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黄，口干，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
不用，气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
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頞中，旁纳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挟口环唇，下交
承浆，却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从大迎前
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挟脐，入气冲中；其
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冲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下膝膑中，下循胫外廉，下足
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别下入中趾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趾间出其端。 

是动则病洒洒振寒，善呻，数欠，颜黑，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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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塞牖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贲向腹胀，是为骭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疟温淫，汗
出，鼽衄，口喎，唇胗，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膑肿痛，循膺乳、气冲、股、伏兔、骭外廉、
足跗上皆痛，中趾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
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
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趾之端，循趾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踹内，循胫骨后，
交出厥阴之前，上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挟咽，连吞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
胃，别上膈、注心中。 

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是主脾
所生病者，舌本痛，体不能动摇，食不下，烦心，心下急痛，溏瘕泄，水闭，黄疸，不能卧，强立，
股膝内肿厥，足大趾不用。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
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 

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目系；其
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下循臑内后廉，行太阴心主之后，下肘内，循臂内后廉，抵掌
后锐骨之端，入掌内后廉，循小指之内，出其端。 

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是为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黄，胁痛，臑臂内后廉痛厥，
掌中热痛。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
取之。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筋
之间，上循臑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
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 ，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 

是动则病嗌痛，颔肿，不可以顾，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聋、目黄，颊肿，颈、
颔、肩、臑、肘、臂外后廉痛。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
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
还出别下项，循肩髆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挟脊，贯臀，
入腘中；其支者，从髆内左右，别下，贯胛，挟脊内，过髀枢，循髀外，从后廉，下合腘中，以下
贯踹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趾外侧。 

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结，踹如裂，是为踝厥。
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瘧、狂、癲疾、頭? 項痛，目黃、淚出，鼽衄，項、背、腰、尻、膕踹、腳
皆痛，小趾不用。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
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趾之下，邪走足心，出于然谷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踹内，
出腘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
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 

是动则病饥不欲食，面如漆柴，咳唾则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如无所见，心如悬
若饥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惕惕如人将捕之，是为骨厥。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咽肿，上
气，嗌干及痛，烦心，心痛，黄疸，肠澼，脊股内后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热而痛。为此诸病，
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灸则强食生肉，
缓带披发，大杖重履而步。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下膈，历络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胁，下腋
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入掌中，循中指，出
其端；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是动则病手心热，臂肘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憺憺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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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脉所生病者，烦心，心痛，掌中热。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
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
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阳之后，入缺盆，布膻中，散落心包，下膈，循属三焦；其支者，从膻
中上出缺盆，上项系耳后，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颊至? ，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
客主人前，交颊，至目锐眦。 

是动则病耳聋浑浑焞焞，嗌肿，喉痹。是主气所生病者，汗出，目锐眦痛，颊痛，耳后、肩、
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
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行手少阳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阳之后，
入缺盆；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其支者，别锐眦，下大迎，合于手少阳，
抵于? 下，加颊车，下颈，合缺盆，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冲，绕毛际，横
入髀厌中；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胁下合髀厌中，以下循髀阳，出膝外廉，下外辅骨之
前，直下抵绝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趾次趾之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之间，
循大指歧骨内，出其端，还贯爪甲，出三毛。 

是动则病口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转侧，甚则面微有尘，体无膏泽，足外反热，是为阳厥。
是主骨所生病者，头痛，颔痛，目锐眦痛，缺盆中肿痛，腋下肿，马刀侠瘿，汗出振寒，疟，胸、
胁、肋、髀、膝外至胫、绝骨、外踝前及诸节皆痛，小趾次趾不用。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
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
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趾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
上腘内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
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
别贯膈，上注肺。 

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疝，妇人少腹肿，甚则嗌干，面尘，脱色。是主肝所生病者，
胸满，呕逆，飧泄，狐疝，遗溺，闭癃。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
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行气温于皮毛者也。故气不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
去皮节；津液去皮节者，则爪枯毛折；毛折者，则毛先死。两笃丁死，火胜金也。 

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发色不泽，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
死。壬笃癸死，水胜火也。 

足太阴气绝者，则脉不荣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脉不荣，则肌肉软；肌肉软，则舌萎人
中满；人中满，则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笃乙死，木胜土也。 

足少阴气绝，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则肉不能着也；骨肉
不相亲，则肉软却；肉软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发无泽者，骨先死。戊笃己死，土胜水也。 

足厥阴气绝，则筋绝。厥阴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气，而脉络于舌本也。
故脉弗荣，则筋急；筋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庚笃辛死，金胜木也。 

五阴气俱绝，则目系转，转则目运；目运者，为志先死；志先死，则远一日半死矣。六阳气绝，
则阴与阳相离，离则腠理发泄，绝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其常见者，足太阴过于外踝之上，无所隐故也。诸脉
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六经络，手阳明少阳之大络，起于五指间，上合肘中。饮酒者，卫气先
行皮肤，先充络脉，络脉先盛。故卫气已平，营气乃满，而经脉大盛。脉之卒然动者，皆邪气居之，
留于本末，不动则热，不坚则陷且空，不与众同，是以知其何脉之动也。 

雷公曰：何以知经脉之与络脉异也？黄帝曰：经脉者，常不可见也，其虚实也，以气口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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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之见者，皆络脉也。 

雷公曰：细子无以明其然也。黄帝曰：诸络脉皆不能经大节之间，必行绝道而出入，复合于皮
中，其会皆见于外。故诸刺络脉者，必刺其结上甚血者。虽无结，急取之，以泻其邪而出其血。留
之发为痹也。凡诊络脉，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胃中寒，手鱼之络多青矣；胃中有热，
鱼际络赤。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热气也。其青短者，少气也。凡刺寒
热者，皆多血络，必间日而一取之，血尽而止，乃调其虚实。其小而短者，少气，甚者，泻之则闷，
闷甚则仆，不得言，闷则急坐之也。 

手太阴之别，名曰列缺。起于腕上分间，并太阴之经，直入掌中，散入于鱼际。其病实则手锐
掌热；虚则欠? ，小便遗数。取之去腕寸半。别走阳明也。 

手少阴之别，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别而上行，循经入于心中，系舌本，属目系。其实则支
膈，虚则不能言。取之掌后一寸，别走太阳也。 

手心主之别，名曰内关。去腕二寸，出于两筋之间，循经以上，系于心包络。心系实则心痛，
虚则为头强。取之两筋间也。 

手太阳之别，名曰支正。上腕五寸，内注少阴；其别者，上走肘，络肩? 。实则节弛肘废；虚
则生? ，小者如指痂疥。取之所别也。 

手阳明之别，名曰偏历。去腕三寸，别入太阴；其别者，上循臂，乘肩? ，上曲颊伤齿；其别
者，入耳，合于宗脉。实则龋聋；虚则齿寒痹隔。取之所别也。 

手少阳之别，名曰外关。去腕二寸，外绕臂，注胸中，合心主。病实则肘挛，虚则不收。取之
所别也。 

足太阳之别，名曰飞扬。去踝七寸，别走少阴。实则鼽窒，头背痛；虚则鼽衄。取之所别也。 

足少阳之别，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别走厥阴，下络足跗。实则厥，虚则痿躄，坐不能起。取
之所别也。 

足阳明之别，名曰丰隆。去踝八寸。别走太阴；其别者，循胫骨外廉，上络头项，合诸经之气，
下络喉嗌。其病气逆则喉痹瘁瘖。实则狂巅，虚则足不收，胫枯。取之所别也。 

足太阴之别，名曰公孙。去本节之后一寸，别走阳明；其别者，入络肠胃，厥气上逆则霍乱，
实则肠中切痛；虚则鼓胀。取之所别也。 

足少阴之别，名曰大锺。当踝后绕跟，别走太阳；其别者，并经上走于心包下，外贯腰脊。其
病气逆则烦闷，实则闭癃，虚则腰痛。取之所别者也。 

足厥阴之别，名曰蠡沟。去内踝五寸，别走少阳；其别者，经胫上睪，结于茎。其病气逆则睪
肿卒疝。实则挺长，虚则暴痒。取之所别也。 

任脉之别，名曰尾翳。下鸠尾，散于腹。实则腹皮痛，虚则痒搔。取之所别也。 

督脉之别，名曰长强。挟膂上项，散头上，下当肩胛左右，别走太阳，入贯膂。实则脊强，虚
则头重，高摇之，挟脊之有过者。取之所别也。 

脾之大络，名曰大包。出渊腋下三寸，布胸胁。实则身尽痛，虚则百节尽皆纵。此脉若罢络之
血者，皆取之脾之大络脉也。 

凡此十五络者，实则必见，虚则必下。视之不见，求之上下。人经不同，络脉亦所别也。 

经别第十一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人之合于天地道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

外有六腑，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
经脉者，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
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难也。请问其离合，出入奈何？岐伯稽首再拜
曰：明乎哉问也！此粗之所过，上之所息也，请卒言之。 

足太阳之正，别入于腘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别入于肛，属于膀胱，散之肾，循膂，当心入散；



黄帝内经 

 

 15

直者，从膂上出于项，复属于太阳，此为一经也。足少阴之正，至腘中，别走太阳而合，上至肾，
当十四椎出属带脉；直者，系舌本，复出于项，合于太阳，此为一合。成以诸阴之别，皆为正也。 

足少阳之正，绕髀入毛际，合于厥阴，别者入季胁之间，循胸里属胆，散之上肝，贯心以上挟
咽，出颐颌中，散于面，系目系，合少阳于外眦也。足厥阴之正，别跗上，上至毛际，合于少阳，
与别俱行，此为二合也。 

足阳明之正，上至脾，入于腹里属胃，散之脾，上通于心，上循咽出于口，上頞? ，还系目系，
合于阳明也。足太阴之正，上至髀，合于阳明，与别俱行，上结于咽，贯舌中，此为三合也。 

手太阳之正，指地，别于肩解，入腋走心，系小肠也。手少阴之正，别入于渊腋两筋之间，属
于心，上 

走喉咙，出于面，合目内眦，此为四合也。 

手少阳之正，指天，别于巅，入缺盆，下走三焦，散于胸中也。手心主之正，别下渊腋三寸，
入胸中，别属三焦，出循喉咙，出耳后，合少阳完骨之下，此为五合也。 

手阳明之正，从手循膺乳，别于肩? ，入柱骨，下走大肠，属于肺，上循喉咙，出缺盆，合于
阳明也。手太阴之正，别入渊腋少阴之前，入走肺，散之大阳（肠），上出缺盆，循喉咙，复合阳明，
此六合也。 

经水第十二 
黄帝问于岐伯曰：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脏六腑。夫十二经水者，其有大

小、深浅、广狭、远近各不同；五脏六腑之高下、大小、受谷之多少亦不等，相应奈何？夫经水者，
受水而行之；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六腑者，受谷而行之，受气而扬之；经脉者，受血而营
之。合而以治，奈何？刺之深浅，灸之壮数，可得闻乎？ 

岐伯答曰：善哉问也！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广不可量，此之谓也。且夫人生于天地之间，六合
之内，此天之高，地之广也，非人力之所能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
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
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其治以针艾，各调
其经气，固其常有合乎。 

黄帝曰：余闻之，快于耳不解于心，愿卒闻之。岐伯答曰：此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不
可不察。足太阳外合清水，内属于膀胱，而通水道焉。足少阳外合于渭水，内属于胆。足阳明外合
于海水，内属于胃。足太阴外合于湖水，内属于脾。足少阴外合于汝水，内属于肾。足厥阴外合于
渑水，内属于肝。手太阳外合于淮水，内属于小肠，而水道出焉。手少阳外合于漯水，内属于三焦。
手阳明外合于江水，内属于大肠。手太阴外合于河水，内属于肺。手少阴外合济水，内属于心。手
心主外合于漳水，内属于心包。凡此五脏六腑十二经水者，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禀，此皆内外相贯，
如环无端，人经亦然。故天为阳，地为阴，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故海以北者为阴，湖以北者
为阴中之阴；漳以南者为阳，河以北至漳者为阳中之阴；漯以南至江者，为阳中之太阳，此一隅之
阴阳也，所以人与天地相参也。 

黄帝曰：夫经水之应经脉也，其远近浅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奈何？岐伯答曰：
足阳明，五脏六腑之海也，其脉大，血多气盛，热壮，刺此者不深勿散，不留不泻也。足阳明刺深
六分，留十呼。足太阳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阳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阴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阴
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阴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阴阳，其受气之道近，其气之来疾，其刺深者，皆
无过二分，其留，皆无过一呼。其少长、大小、肥瘦，以心擦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
过此者，得恶火则骨枯脉涩，刺而过此者，则脱气。 

黄帝曰：夫经脉之大小，血之多少，肤之厚薄，肉之坚脆及腘之大小，可为量度乎？岐伯答曰：
其可为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脱肉，而血气不衰也。若夫度之人，消瘦而形肉脱者，恶可以度
量刺乎。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是谓因适而为之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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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筋第十三 
足太阳之筋，起于足小趾，上结于踝，邪上结于膝，其下循足外侧，结于踵，上循跟，结于腘；

其别者，结于〓外，上腘中内廉，与腘中并上结于臀，上挟脊上项；其支者，别入结于舌本；其直
者，结于枕骨，上头，下颜，结于鼻；其支者，为目上网，下结于頄；其支者，从腋后外廉结于肩
? ；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盆，上结于完骨；其支者，出缺盆，邪上出于頄。其病小趾支跟肿痛，
腘挛，脊反折，项筋急，肩不举，腋支缺盆中纽痛，不可左右摇。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
为输，名曰仲春痹也。 

足少阳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上结外踝，上循胫外廉，结于膝外廉；其支者，别起外辅骨，上
走髀，前者结于伏兔之上，后者，结于尻；其直者，上乘沙季胁，上走腋前廉，系于膺乳，结于缺
盆；直者，上出腋，贯缺盆，出太阳之前，循耳后，上额角，交巅上，下走颔，上结于頄；支者，
结于目眦为外维。其病小指次指支转筋，引膝外转筋，膝不可屈伸，腘筋急，前引髀，后引尻，即
上乘〓季胁痛，上引缺盆、膺乳、颈维筋急。从左之右，右目不开，上过右角，并蹻脉而行，左络
于右，故伤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维筋相交。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孟春痹也。 

足阳明之筋，起于中三指，结于跗上，邪外上加于辅骨，上结于膝外廉，直上结于髀枢，上循
胁属脊；其直者，上循〓，结于膝；其支者，结于外辅骨，合少阳；其直者，上循伏兔，上结于髀，
聚于阴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结，上颈，上挟口，合于頄，下结于鼻，上合于太阳。太阳为目上
网，阳明为目下网；其支者，从颊结于耳前。其病足中指支胫转筋，脚跳坚，伏兔转筋，髀前踵，
〓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
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以桑
钩钩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颊，且饮美酒，敢美炙肉，不饮酒者，自强
也，为之三拊而已。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季春痹也。 

足太阴之筋，起于大指之端内侧，上结于内踝；其直者，络于膝内辅骨，上循阴股，结于髀，
聚于阴器，上腹结于脐，循腹里，结于肋，散于胸中；其内者，着于脊。其病足大指支内踝痛，转
筋痛，膝内辅骨痛，阴股引髀而痛，阴器纽痛，上引脐两胁痛，引膺中脊内痛。治在燔针劫刺，以
知为数，以痛为输，命曰孟秋痹也。 

足少阴之筋，起于小指之下，并足太阴之筋，邪走内踝之下，结于踵，与太阳之筋合，而上结
于内辅之下，并太阴之筋，而上循阴股，结于阴器，循脊内挟膂上至项，结于枕骨，与足太阳之筋
合。其病足下转筋，及所过而结者皆痛及转筋。病在此者，主? 瘈及痉，在外者不能挽，在内者不
能仰。故阳病者，腰反折不能俛，阴病者，不能仰。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在内者
熨引饮药，此筋折纽，纽发数甚者死不治，名曰仲秋痹也。 

足厥阴之筋，起于大指之上，上结于内踝之前，上循胫，上结内辅之下，上循阴股，结于阴器，
络诸筋。其病足大指支内踝之前痛，内辅痛，阴股痛转筋，阴器不用，伤于内则不起，伤于寒则阴
缩入，伤于热则纵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阴气；其病转筋者，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
命曰季秋痹也。 

手太阳之筋，起于小指之上，结于腕，上循臂内廉，结于肘内锐骨之后，弹之应小指之上，入
结于腋下；其支者，后走腋后廉，上绕肩胛，循颈出走太阳之前，结于耳后完骨；其支者，入耳中；
直者，出耳上，下结于颔，上属目外眦。其病小指支肘内锐骨后廉痛，循臂阴，入腋下，腋下痛，
腋后廉痛，绕肩胛引颈而痛，应耳中鸣痛引颔，目瞑良久乃得视，颈筋急，则为筋? 颈肿，寒热在
颈者。治在燔针劫刺之，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其为肿者，复而锐之。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属
目外眦，上颔结于角，其痛当所过者支转筋。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仲夏痹也。 

手少阳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之端，结于腕，中循臂，结于肘，上绕臑外廉、上肩、走颈，合手
太阳；其支者，当曲颊入系舌本；其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属目外眦，上乘颔，结于角。其病当
所过者，即支转筋，舌卷。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季夏痹也。 

手阳明之筋，起于大指次指之端，结于腕，上循臂，上结于肘外，上臑，结于? ；其支者，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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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胛，挟脊；直者，从肩? 上颈；其支者，上颊，结于頄；直者，上出手太阳之前，上左角，络头，
下右颔。其病当所过者，支痛及转筋，肩不举，颈不可左右视。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
输，名曰孟夏痹也。 

手太阴之筋，起于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结于鱼后，行寸口外侧，上循臂，结肘中，上臑内廉，
入腋下，出缺盆，结肩前? ，上结缺盆，下结胸里，散贯贲，合贲下抵季胁。其病当所过者，支转
筋，痛甚成息贲，胁急吐血。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仲冬痹也。 

手心主之筋，起于中指，与太阴之筋并行，结于肘内廉，上臂阴，结腋下，下散前后挟胁；其
支者，入腋，散胸中，结于臂。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前及胸痛息贲。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
以痛为输，名曰孟冬痹也。 

手太阴之筋，起于小指之内侧，结于锐骨，上结肘内廉，上入腋，交太阴，挟乳里，结于胸中，
循臂下系于脐。其病内急心承伏梁，下为肘网。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筋痛。治在燔针劫刺，以
知为数，以痛为输。其成伏梁唾血脓者，死不治。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阴
痿不用。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俛不伸。焠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名曰季冬痹
也。 

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僻，眦急不能卒视，治皆如右方也。 

骨度第十四 
黄帝问于伯高曰：脉度言经脉之长短，何以立之？伯高曰：先度其骨节之大小、广狭、长短，

而脉度定矣。 

黄帝曰：愿闻众人之度。人长七尺五寸者，其骨节之大小长短各几何？伯高曰：头之大骨围，
二尺六寸，胸围四尺五寸。腰围四尺二寸。发所覆者颅至项，尺二寸。发以下至颐，长一尺，君子
终折。 

结喉以下至缺盆中，长四寸。缺盆以下至〓〓，长九寸，过则肺大，不满则肺小。〓〓以下至
天枢，长八寸，过则胃大，不及则胃小。天枢以下至横骨，长六寸半，过则回肠广长，不满则狭短。
横骨，长六寸半。横骨上廉以下至内辅之上廉，长一尺八寸。内辅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长三寸半。
内辅下廉，下至内踝，长一尺三寸。内踝以下至地，长三寸。膝腘以下至附属，长一尺六寸。附属
以下至地，长三寸。故骨围大则太过，小则不及。 

角以下至柱骨，长一尺。行腋中不见者，长四寸。腋以下至季胁，长一尺二寸。季胁以下至髀
枢，长六寸，髀枢以下至膝中，长一尺九寸。膝以下至外踝，长一尺六寸。外踝以下至京骨，长三
寸。京骨以下至地，长一寸。 

耳后当完骨者，广九寸。耳前当耳门者，广一尺三寸。两颧之间，相去七寸。两乳之间，广九
寸半。两髀之间，广六寸半。 

足长一尺二寸，广四寸半。肩至肘，长一尺七寸；肘至腕，长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节，长
四寸。本节至其末，长四寸半。 

项发以下至背骨，长二寸半，膂骨以下至尾〓，二十一节，长三尺，上节长一寸四分分之一，
奇分在下，故上七节至于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七。此众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经脉之长短也。是故视
其经脉之在于身也，其见浮而坚，其见明而大者，多血，细而沉者，多气也。 

五十营第十五 
黄帝曰：余愿闻五十营奈何？岐伯答曰：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气行一周，千八分，

日行二十八宿。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应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
分昼夜。故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气行六寸；十息，气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
十息，气行十六丈二尺，气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五分。五百四十息，气行
再周于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气行十周于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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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三千五百息，气行五十营于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尽脉终矣。所谓交通者，并
行一数也。故五十营备，得尽天地之寿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 

营气第十六 
黄帝曰：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

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故气从太阴出注手阳明，上行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
注大指间，与太阴合；上行抵髀，从脾注心中；循手少阴，出腋中臂，注小指，合手太阳；上行乘
腋，出? 内，注目内眦，上巅，下项，合足太阳；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
阴；上行注肾，从肾注心外，散于胸中；循心主脉，出腋，下臂，出两筋之间，入掌中，出中指之
端，还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阳；上行注膻中，散于三焦，从三焦注胆，出胁，注足少阳；下行
至跗上，复从跗注大指间，合足厥阴，上行至肝，从肝上注肺，上循喉咙，入颃颡之窍，究于畜门。
其支别者，上额，循巅，下项中，循脊入〓，是督脉也；络阴器，上过毛中，入脐中，上循腹里，
入缺盆，下注肺中，复出太阴。此营气之所行也，逆顺之常也。 

脉度第十七 
黄帝曰：愿闻脉度。岐伯答曰：手之六阳，从手至头，长五尺，五六三丈。手之六阴，从手至

胸中，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之六阳，从足上至头，八尺，六八四
丈八尺。足之六阴，从足至胸中，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蹻脉从足至目，
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脉、任脉，各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
尺，合九尺。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此气之大经隧也。 

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盛而血者疾诛之，盛者泻之，虚者饮药以补之。五
藏常内阅于上七窍也。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
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
闻五音矣。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合则留为痈。故邪在腑则阳脉不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
气留之则阳气盛矣。阳气太盛，则阴不利，阴脉不利则血留之，血留之则阴气盛矣。阴气太盛则阳
气不能荣也，故曰关。阳气太盛，则阴气弗能荣也，故曰格。阴阳俱盛，不得相荣，故曰关格。关
格者，不得尽期而死也。 

黄帝曰：蹻脉安起安止，何气荣水？岐伯答曰：蹻脉者，少阴之别，起于然骨之后。上内踝之
上，直上循阴股，入阴，上循胸里，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蹻而
上行，气并相还，则为濡，目气不荣，则目不合。 

黄帝曰：气独行五脏，不荣六腑，何也？岐伯答曰：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
不休，故阴脉荣其脏，阳脉荣其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其流溢之气，内溉脏腑，
外濡腠理。 

黄帝曰：蹻脉有阴阳，何脉当其数？岐伯曰：男子数其阳，女子数其阴，当数者为阴，其不当
数者为络也。 

营卫生会第十八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焉受气？阴阳焉会？何气为营？何气为卫？营安从生？卫于焉会？老壮不

同气，阴阳异位，愿闻其会。岐伯答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
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度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
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故曰日中而阳陇，
为重阳，夜半而阴陇为重阴，故太阴主内，太阳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为昼夜。夜半为阴陇，夜半
后而为阳衰，平且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而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夜半而大会，
万民皆卧，命曰合阴，平旦阴尽而阳受气，如是无己，与天地同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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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气使然？少壮之人，不昼瞑者，何气使然？岐伯答曰：壮者之气
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
五脏之气相博，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 

黄帝曰：愿闻营卫之所行，皆何道从来？岐伯答曰：营出中焦，卫出下焦。黄帝曰：愿闻三焦
之所出。岐伯答曰：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还至
阳明，上至舌，下足阳明，常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复大
会于手太阴矣。 

黄帝曰：人有热，饮食下胃，其气未定，汗则出，或出于面，或出于背，或出于身半，其不循
卫气之道而出，何也？岐伯曰：此外伤于风，内开腠理，毛蒸理泄，卫气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
气慓悍滑疾，见开而出，故不得从其道，故命曰漏泄。 

黄帝曰：愿闻中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
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 

黄帝曰：夫血之与气，异名同类。何谓也？岐伯答曰：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
之与气，异名同类焉。故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故人生有两死而无两生。 

黄帝曰：愿闻下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
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成下焦，渗而俱下。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 

黄帝曰：人饮酒，酒亦入胃，谷未熟，而小便独先下，何也？岐伯答曰：酒者，熟谷之液也。
其气悍以清，故后谷而入，先谷而液出焉。黄帝曰：善。余闻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此
之谓也。 

四时气第十九 
黄帝问于岐伯曰：夫四时之气，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灸刺之道，何者为定？岐伯

答曰：四时之气，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气穴为定。故春取经、血脉、分肉之间，甚者，深刺之，
间者，浅刺之；夏取盛经孙络，取分间绝皮肤；秋取经俞。邪在腑，取之合；冬取井荥，必深以留
之。 

温疟汗不出，为五十九痏，风〓肤胀，为五十痏。取皮肤之血者，尽取之。飧泄补三阴之上，
补阴陵泉，皆久留之，热行乃止。 

转筋于阳，治其阳；转筋于阴，治其阴。皆卒刺之。徒〓先取环谷下三寸，以铍针针之，已刺
两〓之，而内之，入而复之，以尽其〓，必坚。来缓则烦悗，来急则安静，间日一刺之，〓尽乃止。
饮闭药，方刺之时徒饮之，方饮无食，方食无饮，无食他食，百三十五日。 

着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骨为干。肠中不便，取三里，盛泻之，虚补之。疠风者，
素刺其肿上。已刺，以锐针针其处，按出其恶气，肿尽乃止。常食方食，无食他食。 

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刺肓之原，巨虚上廉、三里。小腹控睪，引腰
脊，上冲心。邪在小肠者，连睪系，属于脊，贯肝肺，络心系。气盛则厥逆，上冲肠胃，熏肝，散
于肓，结于脐，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阴以予之，取厥阴以下之，取巨虚下廉以去之，按其所过
之经以调之。 

善呕，呕有苦，长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
则呕苦，故曰呕胆。取三里以下。胃气逆，则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逆，却调其虚实，以去其邪。 

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则刺抑而下之，在下脘，则散而去之。小腹痛肿，
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三里。 

睹其色，察其以，知其散复者，视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一其形，听其动静者，持气口人
迎以视其脉，坚且盛且滑者，病日进，脉软者，病将下，诸经实者，病三日已。气口候阴，人迎候
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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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邪第二十 
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汗出，欬动肩背。取之膺中外喻，背三节五脏之傍，以

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 

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
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 

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
鸣、腹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于三里。 

邪在肾，则病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痛，时眩。
取之涌泉、昆仑。视有血者，尽取之。 

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其输也。 

寒热病第二十一 
皮寒热者，不可附席，毛发焦，鼻槁腊。不得汗，取三阳之络，以补手太阴。肌寒热者，肌痛，

毛发焦而唇槁腊。不得汗，取三阳于下，以去其血者，补足太阴，以出其汗。 

骨寒热者，病无所安，汗注不休。齿未槁，取其少阴于阴股之络；齿已槁，死不治。骨厥亦然。
骨痹，举节不用而痛，汗注、烦心。取三阴之经，补之。 

身有所伤，血出多及中风寒，若有所堕坠，四肢懈惰不收，名曰体惰。取其小腹脐下三结交。
三结交者，阳明太阴也，脐下三寸关元也。厥痹者，厥气上及腹。取阴阳之络，视主病也，泻阳补
阴经也。 

颈侧之动脉人迎。人迎，足阳明也，在婴筋之前。婴筋之后，手阳明也，名曰扶突。次脉，足
少阳脉也，名曰天牖。次脉，足太阳也，名曰天柱。腋下动脉，臂太阴也，名曰天府。 

阳迎头痛，胸满不得息，取之人迎。暴瘖气鞭，取扶突与舌本出血。暴袭气蒙，耳目不明，取
天牖。暴挛? 眩，足不任身，取天柱。暴痹内逆，肝肺相搏，血溢鼻口，取天府。此为天牖五部。 

臂阳明，有入頄遍齿者，名曰大迎。下齿龋，取之臂。恶寒补之，不恶寒泻之。足太阳有入頄
遍齿者，名曰角孙。上齿龋，取之在鼻与頄前。方病之时，其脉盛，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一曰取
之出鼻外。 

足阳明有挟鼻入于面者，名曰悬颅。属口，对入系目本，视有过者取之。损有余，益不足，反
者益其。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头目苦痛，取之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
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 

热厥取足太阴、少阳，皆留之；寒厥取足阳明、少阴于足，皆留之。舌纵涎下，烦悗，取足少
阴。振寒洒洒鼓颔，不得汗出，腹胀烦悗，取手太阴，刺虚者，刺其去也；刺实者，刺其来也。 

春取络脉，夏取分腠，秋取气口，冬取经输。凡此四时，各以时为齐。络脉治皮肤，分腠治肌
肉，气口治筋脉，经输治骨髓。五脏，身有五部：伏兔一；腓二，腓者〓也；背三，五脏之输四；
项五。此五部有痈疽者死。 

病始手臂者，先取手阳明、太阴而汗出；病始头首者，先取项太阳而汗出；病始足胫者，先取
足阳明而汗出。臂太阴可汗出，足阳明可汗出，故取阴而汗出甚者，止之于阳，取阳而汗出甚者，
止之于阴。 

凡刺之害，中而不去则精泄；不中而去则致气。精泄则病甚而怄，致气则生为痈疽也。 

癞狂病第二十二 
目眦外决于面者，为锐眦；在内近鼻者，为内眦；上为外眦，下为内眦。 

癫疾始生，先不乐，头重痛，视举目赤，甚作极，已而烦心。候之于颜。取手太阳、阳明、太
阴，血变为止。 

癫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候之手阳明、太阳。左强者，攻其右；右强者，攻其左，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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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癫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阳、阳明、太阴、手太阳，血变为止。 

治癫疾者，常与之居，察其所当取之处。病至，视之有过者泻之，置其血于瓠壶之中，至其发
时，血独动矣，不动，灸穷骨二十壮。穷骨者，〓骨也。 

骨癫疾者，顑、齿诸腧、分肉皆满而骨居，汗出、烦悗，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 

筋癫疾者，身倦挛急大，刺项大经之大杼脉，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 

脉癫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纵，脉满，尽刺之出血，不满，灸之项太阳，灸带脉于腰相
去三寸，诸分肉本输。呕吐沃沫，气下泄，不治。癫疾者，疾发如狂者，死不治。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治之取手太阳、阳明，血变而止，及取足
太阴、阳明。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
阳明太阳太阴舌下少阴，视之盛者，皆取之，不盛，释之也。 

狂言，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狂，目妄见，耳
妄闻，善呼者，少气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阳太阴阳明，足太阴头两顑。 

狂者多食，善见鬼神，善笑而不发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阴太阳阳明，后取手太
阴太阳阳明。狂而新发，未应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动脉，及盛者见血，有顷已，不已，以法取之，
灸骨〓二十壮。 

风逆，暴四肢肿，身漯漯，唏然时寒，饥则烦，饱则善变，取手太表里，足少阴阳明之径，肉
清取荥，骨清取井、经也。 

厥逆为病也，足暴清，胸若将裂，肠若将以刀切之，烦而不能食，脉大小皆涩，暖取足少阴，
清取足阳明，清则补之，温则泻之。厥逆腹胀满，肠鸣，胸满不得息，取之下胸二胁，咳而动手者，
与背输，以手按之，立快者是也。 

内闭不得溲，刺足少阴太阳，与抵上以长针。气逆，则取其太阴、阳明、厥阴，甚取少阴、阳
明，动者之经也。 

少气，身漯漯也，言吸吸也，骨酸体重，懈惰不能动，补足少阴。短气息短，不属，动作气索，
补足少阴，去血络也。 

热病第二十三 
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巨针取之，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

可复也。 

痱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病
先起于阳，复入于阴者，先取其阳，后取其阴，浮而取之。 

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
其不足者。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则泄。所谓勿刺者，有死征
也。 

热病七日八日，脉口动，喘而短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 

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 

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刺肤，喘甚者死。 

热病七日八日，脉不躁，躁不散改，后看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汗者，勿腠刺之。 

热病先肤痛，窒鼻充面，取之皮，以第一针，五十九，苛轸鼻，索皮于肺，不得，索之火，火
者，心也。 

热病先身涩倚而热，烦俛，干唇口溢，取之皮，以第一针，五十九；肤胀口干，寒汗出，索脉
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肾也。 

热病溢干多饮，善惊，卧不能起，取之肤肉，以第六针，五十九，目眦青，索肉于脾，不得，
索之水，木者，肝也。 

热病面青，脑痛，手足躁，取之筋间，以第四针于四逆；筋躄目浸，索筋于肝，不得，索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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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者，肺也。 

热病数惊，瘈瘲而狂，取之脉，以第四针，急泻有余者，癫疾毛发去，索血于心，不得，索之
水，水者，肾也。 

热病身重骨痛，耳聋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针，五十九，刺骨；病不食，啮齿耳青，索骨于
肾，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 

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髓，死不可治。 

热病头痛，颞〓，目? 脉痛，善衄，厥热病也，取之以第三针，视有余不足，寒热痔。 

热病，体重，肠中热，取之以第四针，于其俞，及下诸趾间，索气于胃胳（应作络）得气也。 

热病挟脐急痛，胸胁满，取之涌泉与阴陵泉，取以第四针，针嗌里。 

热病，而汗且出，及脉顺可汗者，取之鱼际、太渊、大都、太白。泻之则热去，补之则汗出，
汗出大甚，取内踝上横脉以止之。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 

热病者，脉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 

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秽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
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
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病病，
齿噤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 

所谓五十九刺者，两手外内侧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头入发一寸
旁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发三寸边五，凡十痏。耳前后口下者各一，项中一，凡六痏。巅上一，
聪会一，发际一，廉泉一，风池二，天柱二。 

气满胸中喘息，取足太阴大趾之端，去爪甲如薤叶，寒则留之，热则疾之，气下乃止。 

心疝暴痛，取足太阴厥阴，尽刺去其血络。 

喉痹舌卷，口中干，烦心，心痛，臂内廉痛，不可及头，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去端如韭叶。 

目中赤痛，从内眦始，取之阴蹻。 

风痉身反折，先取足太阳及腘中及血络出血，中有寒，取三里。 

癃，取之阴蹻及三毛上及血络出血。 

男子如蛊，女子如怚，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饮食，先取涌泉见血，视跗上盛者，尽见血也。 

厥病第二十四 
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取之足阳明太阴。厥头痛，头脉痛，心悲，善泣，视头动脉反盛者，

刺尽去血，后调足厥阴。 

厥头痛，贞贞头重而痛，写头上五行，行五，先取手少阴，后取足少阴。厥头痛，意善忘，按
之不得，取头面左右动脉，后取足太阴。 

厥头痛，项先痛，腰脊为应，先取天柱，后取足太阳。厥头痛，头痛甚，耳前后脉涌有热，泻
出其血，后取足少阳。 

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 

头痛不可取于腧者，有所击堕，恶血在于内，若肉伤，痛未已，可则刺，不可远取也。头痛不
可刺者，大痹为恶，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已。头半寒痛，先取手少阳阳明，后取足少阳阳明。 

厥心痛，与背相控，善瘈，如从后触其心，伛偻者，肾心痛也，先取京骨、昆仑，发狂不已，
取然谷。厥心痛，腹胀胸满，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大白。 

厥心痛，痛如以锥针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取之然谷、太溪。 

厥心痛，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取之行间、太冲。 

厥心痛，卧若徒居，心痛间，动作，痛益甚，色不变，肺心痛也，取之鱼际、太渊。 

真心痛，手足清至节，心痛甚，日发夕死，夕发旦死。心痛不可刺者，中有盛聚，不可取于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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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中有虫瘕及蛟〓，皆不可取以小针；心腸痛，? 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
喜渴涎出者，是蛟〓也。以手聚按而坚持之，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
恐腹浓痛，形中上者。 

耳聋无闻，取耳中；耳鸣，取耳前动脉；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若有干聆聊，耳无闻也；
耳聋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耳鸣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
取手，后取足。 

足髀不可举，侧而取之，在枢合中，以员利针，大针不可刺。病注下血，取曲泉。 

风痹淫砾，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砾，烦心头痛，时呕时悗，眩已汗出，
久则目眩，悲以喜恐，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也。 

病本第二十五 
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

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 

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它病。先病而后中满者，治其标；先病后泄者，
治其本；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 

有客气，有同气。大小便不利治其标，大小便利，治其本。 

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
谨详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为独行；先小大便不利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也。 

杂病第二十六 
厥挟脊而痛者，至顶，头沉沉然，目〓〓然，腰脊强。取足太阳腘中血络。 

厥胸满面肿，唇漯漯然，暴言难，甚则不能言，取足阳明。 

厥气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阴。 

厥而腹向向然，多寒气，腹中谷谷，便溲难，取足太阴。 

嗌干，口中热如胶，取足少阴。 

膝中痛，取犊鼻，以员利针，发而间之。针大如牦，刺膝无疑。 

喉痹不能言，取足阳明；能言，取手阳明。 

疟不渴，间日而作，取足阳明；渴而日作，取手阳明。 

齿痛，不恶清饮，取足阳明；恶清饮，取手阳明。 

聋而不痛者，取足少阳；聋而痛者，取手阳明。 

衄而不止，衄血流，取足太阳；衄血，取手太阳。不已，刺宛骨下；不已，刺腘中出血。 

腰痛，痛上寒，取足太阳阳明；痛上热，取足厥阴；不可以俛仰，取足少阳。中热而喘，取足
少阴腘中血络。 

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刺足太阴；怒而多言，刺足少阳。 

顑痛，刺手阳明与顑之盛脉出血。 

项痛不可俛仰，刺足太阳；不可以顾，刺手太阳也。 

小腹满大，上走胃，至心，淅淅身时寒热，小便不利，取足厥阴。 

腹满，大便不利，腹大，亦上走胸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阴。 

腹满食不化，腹向向然，不能大便，取足太阴。 

心痛引腰脊，欲呕，取足少阴。 

心痛，腹胀，墙墙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阴。 

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阴；不已，取手少阳。 

心痛引小腹满，上下无常处，便溲难，刺足厥阴。 

心痛，但短气不足以息，刺手太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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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当九节刺之，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上下求之，得之立已。 

顑痛，刺足阳明曲周动脉，见血，立已；不已，按人迎于经，立已。 

气逆上，刺膺中陷者，与下胸动脉。 

腹痛，刺脐左右动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气街，已刺按之，立已。 

痿厥为四末束悗，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无休，病已止。 

岁以草刺鼻，嚏，嚏而已；无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惊之，亦可已。 

周痹第二十七 
黄帝问于岐伯曰：周痹之在身也，上下移徒随脉，其上下左右相应，间不容空，愿闻此痛，在

血脉之中邪？将在分肉之间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间不及下针，其慉痛之时，不及定治，而
痛已止矣。何道使然？愿闻其故？岐伯答曰：此众痹也，非周痹也。 

黄帝曰：愿闻众痹。岐伯对曰：此各在其处，更发更止，更居更起，以右应左，以左应右，非
能周也。更发更休也。黄帝曰：善。刺之奈何？岐伯对曰：刺此者，痛虽已止，必刺其处，勿令复
起。 

帝曰：善。愿闻周痹何如？岐伯对曰：周痹者，在于血脉之中，随脉以上，随脉以下，不能左
右，各当其所。黄帝曰：刺之奈何？岐伯对曰：痛从上下者，先刺其下以过之，后刺其上以脱之。
痛从下上者，先刺其上以过之，后刺其下以脱之。 

黄帝曰：善。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对曰：风寒湿气，客于外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
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痛则神归之，神归之则热，热则痛解，痛解则厥，
厥则他痹发，发则如是。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此内不在脏，而外未发于皮，独居分肉之间，
真气不能周，故名曰周痹。故刺痹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经，视其虚实，及大络之血结而不通，及
虚而脉陷空者而调之，熨而通之。其瘈坚转引而行之。黄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亦得其事也。
九者经巽之理，十二经脉阴阳之病也。 

 

口问第二十八 
黄帝闲居，辟左右而问于岐伯曰：余已闻九针之经，论阴阳逆顺，六经已毕，愿得口问。岐伯

避席再拜曰：善乎哉问也，此先师之所口传也。黄帝曰：愿闻口传。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
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厥绝，脉道不通，
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论不在经者，请道其方。 

黄帝曰：人之欠者，何气使然？岐伯答曰：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
卧；阳者主上，阴者主下；故阴气积于下，阳气未尽，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故数欠。
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泻足少阴，补足太阳。 

黄帝曰：人之哕者，何气使然？岐伯曰：谷入于胃，胃气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
还入于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哕。补手太阴，泻足少阴。 

黄帝曰：人之唏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此阴气盛而阳气虚，阴气疾而阳气徐，阴气盛而阳气
绝，故为唏。补足太阳，泻足少阴。 

黄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寒气客于皮肤，阴气盛，阳气虚，故为振寒寒栗，
补诸阳。 

黄帝曰：人之噫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寒气客于胃，厥逆从下上散，复出于胃，故为噫。补
足太阴阳明，一曰补眉本也。 

黄帝曰：人之嚏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阳气和利，满于心，出于鼻，故为嚏。补足太阳荣眉
本，一曰眉上也。 

黄帝曰：人之亸者，何气使然？岐伯曰：胃不实则诸脉虚；诸脉虚则筋脉懈惰；筋脉懈惰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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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用力，气不能复，故为亸。因其所在，补分肉间。 

黄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
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气之门户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摇则宗脉感，
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故上液之道开则泣，泣不止
则液竭；液竭则精不灌，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故命曰夺精。补天柱经侠颈。 

黄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
息以伸出之，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也。 

黄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饮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
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补足少阴。 

黄帝曰：人之耳中鸣者，何气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
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也。 

黄帝曰：人之自啮舌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此厥逆走上，脉气辈至也。少阴气至则啮舌，少
阳气至则啮颊，阳明气至则啮唇矣。视主病者，则补之。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窍者也。故邪之所在，皆为不足。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
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肠为之苦鸣。下气不足，则乃为痿厥
心悗。补足外踝下留之。 

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肾主为欠，取足少阴；肺主为哕，取手太阴、足少阴；唏者，阴
与阳绝，故补足太阳，泻足少阴；振寒者，补诸阳；噫者，补足太阴阳明；嚏者，补足太阳眉本；
亸，因其所在，补分肉间；泣出补天柱经侠颈，侠颈者，头中分也；太息，补手少阴、心主、足少
阳，留之；涎下补足少阴；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自啮舌，视主病者，则补之。
目眩头倾，补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悗，刺足大趾间上二寸，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留之。 

师传第二十九 
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着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

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优，传于后世，无有终 

时，可得闻乎？岐伯曰：远乎哉问也。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
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 

黄帝曰：顺之奈何？岐伯曰：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 

黄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热消瘅，则便寒；寒中之属，则便热。胃中热则消谷，令
人悬心善饥。脐以上皮热，肠中热，则出黄如糜。脐以下皮寒，胃中寒，则腹胀；肠中寒，则肠鸣
飧泄。胃中寒，肠中热，则胀而且泄，胃中热，肠中寒，则疾饮，小腹痛胀。 

黄帝曰：胃欲寒饮，肠欲热饮，两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骄恣从欲轻
人，而无能禁之，禁之则逆其志，顺之则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恶
死而喜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
乎？ 

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标，后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后治其标。 

黄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食饮衣服，亦欲适寒温，寒无凄怆，暑无出汗。
食饮者，热无灼灼，寒无沧沧。寒温中适，故气将持，乃不致邪僻也。 

黄帝曰：本藏以身形肢节〓肉，候五脏六腑之大小焉。今夫王公大人，临朝即位之君，而问焉，
谁可扪循之，而后答乎？岐伯曰：身形肢节者，藏府之盖也，非面部之阅也。 

黄帝曰：五藏之气，阅于面者，余已知之矣，以肢节知而阅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
肺为之盖，巨肩陷咽，候见其外。黄帝曰：善。 

岐伯曰：五藏六府，心为之主，缺盆为之道，骷骨有余以候〓〓。黄帝曰：善。 

岐伯曰：肝者，主为将，使之候外，欲知坚固，视目小大。黄帝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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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伯曰：脾者，主为卫，使之迎粮，视唇舌好恶，以知吉凶。黄帝曰：善。 

岐伯曰：肾者，主为外，使之远听，视耳好恶，以知其性。黄帝曰：善。愿闻六府之候。 

岐伯曰：六府者，胃为之海，庞骸、大颈、张胸，五谷乃容。鼻隧以长，以候大肠。唇厚、人
中长，以候小肠。目下果大，其胆乃横。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约，此所以候
六府者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良矣。 

决气第三十 
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今乃辨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

然。岐伯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何谓气？岐伯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
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何谓津？岐伯曰：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何谓
液？岐伯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何谓血？岐
伯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何谓脉？岐伯曰：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 

 

黄帝曰：六气有，有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脱
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
胫痹，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夭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 

黄帝曰：六气者，贵贱何如？岐伯曰：六气者，各有部主也，其贵贱善恶，可为常主，然五谷
与胃为大海也。 

肠胃第三十一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愿闻六府传谷者，肠胃之大小长短，受谷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请尽言之，

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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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
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日迭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
于脐上。回运环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三尺。回肠当脐左环，回周叶积而下，
回运还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广肠传脊，以受回肠，左环叶脊上下，
辟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
曲也。 

平人绝谷第三十二 
黄帝曰：愿闻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请言其故。 

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之谷，常留二斗，水一斗五
升而满，上焦泄气，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下焦下溉诸肠。 

小肠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受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 

回肠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受谷一斗，水七升半。 

广肠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肠胃之长，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谷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肠胃所受水谷之数也。平人则
不然，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
者，水谷之精气也。故肠胃之中，当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后，后二升半，一日中五
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谷尽矣；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小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 

海论第三十三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法于夫子，夫子之所言，不离于营卫血气。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

脏，外络于肢节，夫子乃合之于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经水。经水者，皆注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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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有东西南北，命曰四海。黄帝曰：以人应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
之海，凡此四者，以应四海也。 

黄帝曰：远乎者，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愿闻应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阴阳表荥腧所在，
四海定矣。 

黄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其输上在气街（冲），下至三里；冲脉者，为十二
经之海，其输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虚之上下廉；膻中者，为气之海，其输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
在于人迎，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 

黄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败？岐伯曰：得顺者生，得逆者败；知调者利，不知
调者害。 

黄帝曰：四海之逆顺奈何？岐伯曰：气海有余者，气满胸中，悗息面赤；气海不足，则气少不
足以言。血海有余，则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狭然不知其所病。
水谷之海有余，则腹满；水谷之海不足，则饥不受谷食。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
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 

黄帝曰：余已闻逆顺，调之奈何？岐伯曰：审守其俞，而调其虚实，无犯其害，顺者得复，逆
者必败。黄帝曰：善。 

五乱第三十四 
黄帝曰：经脉十二者，别为五行，分为四时，何失而乱？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时

有分，相顺则治，相逆则乱。 

黄帝曰：何谓相顺？岐伯曰：经脉十二者，以应十二月。十二月者，分为四时。四时者，春秋
冬夏，其气各异，营卫相随，阴阳已知，清浊不相干，如是则顺之而治。 

黄帝曰：何为逆而乱，岐伯曰：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
胸中，是谓大悗。故气乱于心，则烦心密嘿，俛首静伏；乱于肺，则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乱于肠
胃，是为霍乱；乱于臂胫，则为四厥；乱于头，则为厥逆，头重眩仆。 

黄帝曰：五乱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来，有道以去，审知其道，是谓身宝。黄帝曰：
善。愿闻其道。岐伯曰：气在于心者，取之手少阴心主之俞；气在于肺者，取之手太阴荥，足少阴
俞，气在于肠胃者，取之足太阴阳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气在于头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
足太阳荥俞；气在于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后取其阳明少阳之荥俞。 

黄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谓之导气。补泻无形，谓之同精。是非有余不足也，
乱气之相逆也。黄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论，请着之玉版，命曰治乱也。 

胀论第三十五 
黄帝曰：脉之应于寸口，如何而胀？岐伯曰：其脉大坚以涩者，胀也。黄帝曰：何以知藏府之

胀也。岐伯曰：阴为藏，阳为府。 

黄帝曰：夫气之令人胀也，在于血脉之中耶，脏腑之内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胀之舍
也。黄帝曰：愿闻胀之舍。岐伯曰：夫胀者，皆在于脏腑之外，排脏腑而郭胸胁，胀皮肤，故命曰
胀。 

黄帝曰：脏腑之在胸胁腹里之内也，若匣匮之藏禁器也，名有次舍，异名而同处，一域之中，
其气各异，愿闻其故。黄帝曰：未解其意，再问。岐伯曰：夫胸腹，脏腑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
宫城也；胃者，太仓也；咽喉、小肠者，传送也；胃之五窍者，闾里门户也；廉泉、玉英者，津液
之道也。故五脏六腑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状。营气循脉，卫气逆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为肤
胀。三里而泻，近者一下，远者三下，无问虚实，工在疾泻。 

黄帝曰：愿闻胀形。岐伯曰：夫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肺胀者，虚满而喘咳；肝胀者，胁
下满而痛引小腹；脾胀者，善秽，四肢烦俛，体重不能胜衣，卧不安；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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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髀痛。六府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
冬日重感于寒，则餐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慎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而气癃；三焦胀者，
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 

凡此诸胀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顺，针数不失，泻虚补实，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
麤之所败，谓之天命；补虚泻实，神归其室，久塞其空，谓之良工。 

黄帝曰：胀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卫气之在身也，常然并脉，循分肉，行有逆顺，阴阳
相随，乃得天和，五脏更始，四时循序，五谷乃化。然后厥气在下，营卫留止，寒气逆上，真邪相
攻，两气相搏，乃合为胀也。黄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于真，三合而得。帝曰：善。 

黄帝问于岐伯曰：胀论言无问虚实，工在疾泻，近者一下，远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
过焉在？岐伯对曰：此言陷于肉肓，而中气穴者也。不中气穴，则气内闭，针不陷肓，则气不行，
上越中肉，则卫气相乱，阴阳相逐。其于胀也，当泻不泻，气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气下
乃止，不下复始，可以万全，乌有殆者乎？其于胀也，必审其弥，当泻则泻，当补则补，如鼓应桴，
恶有不下者乎？ 

五癃津液别第三十六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

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邪气内逆，则气为之闭塞而不行，不行则为水胀，余知
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愿闻其道。 

岐伯曰：水谷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
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 

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间，聚沫则为痛。 

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 

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
故五脏六 

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心悲气并，则心系急。心系急则肺举，肺举则液上溢。夫心系与肺，不能
常举，乍上乍下，故欬而泣出矣。 

中热则胃中消谷，消谷则虫上下作。肠胃充郭，故胃缓，胃缓则气逆，故唾出。 

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 

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酸。 

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
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 

五阅五使第三十七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有五官五阅，以观五气。五气者，五脏之使也，五时之副也。愿闻其

五使当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脏之阅也。黄帝曰：愿闻其所出，令可为常。岐伯曰：脉出于气
口，色见于明堂，五色更出，以应五时，各如其常，经气入脏，必当治理。 

帝曰：善。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辨，阙庭必张，乃立明堂，明堂广大，蕃蔽见
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搏广大，寿中百岁，见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
气有余，肌肉坚致，故可苦以针。 

黄帝曰：愿闻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
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 

黄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脏。故肺病者，喘息鼻张；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黄；
心病者，舌卷短，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 

黄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见，其常色殆者如何？岐伯曰：五官不辨，阙庭不张，小其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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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蔽不见，又埤其墙，墙下无基，垂角去外。如是者，虽平常殆，况加疾哉。 

黄帝曰：五色之见于明堂，以观五脏之气，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脏腑之在中也，各
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逆顺肥瘦第三十八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针道于夫子，众多毕悉矣。夫子之道，应若失，而据未有坚然者也。夫

子之问学熟乎，将审察于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
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故匠人不能释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而起平水也，
工人不能置规而为圆，去矩而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顺之常也。 

黄帝曰：愿闻自然奈何？岐伯曰：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拙决冲，而经可通也。
此言气之滑涩，血水清浊，行之逆顺也。 

黄帝曰：愿闻人之白黑肥瘦小长，各有数乎？岐伯曰：年质壮大，血气充盈，肤革坚固，因加
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广肩腋项，肉薄厚皮而黑色，唇临临然，其血黑以浊，其气
涩以迟。其为人也，贪于取与，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数也。 

黄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唇轻言，其血清气滑，易脱
于气，易损于血，刺此者，浅而疾之。 

黄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视其白黑，各为调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气和调，刺此者，
无失常数也。 

黄帝曰：刺壮士真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壮士真骨，坚肉缓节，监监然，此人重则气涩血浊，
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数；劲则气滑血清，刺此者，浅而疾之。 

黄帝曰：刺婴儿奈何？岐伯曰：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刺此者，以豪刺，浅刺而疾拔针，
日再可也。 

黄帝曰：临深决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气浊（滑），疾泻之则气竭焉。黄帝曰：循拙决冲，奈
何？岐伯曰：血浊气涩，疾泻之，则经可通也。 

黄帝曰：脉行之逆顺，奈何？岐伯曰：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
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 

黄帝曰：少阴之脉独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冲脉者，五脏六腑之海也，五脏六腑皆禀
焉。其上者，出于颃颡，渗诸阳，灌诸精；其下者，注少阴之大络，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入腘中，
伏行骭骨内，下至内踝之后属而别。其下者，并于少阴之经，渗三阴；其前者，伏行出跗属，下循
跗，入大趾间，渗诸络而温肌肉。故别络结则附上不动，不动则厥，厥则寒矣。黄帝曰：何以明之？
岐伯曰：以言导之，切而验之，其非必动，然后仍可明逆顺之行也。黄帝曰：窘乎哉！圣人之为道
也。明于日月，微于毫厘，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血络论第三十九 
黄帝曰：愿闻其奇邪而不在经者。岐伯曰：血络是也。 

黄帝曰：刺血络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浊者，何也？血出清而半为汁者，
何也？拔针而肿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苍苍者，何也？拔针而面色不变而烦悗者，何也？
多出血而不动摇者，何也？愿闻其故。 

岐伯曰：脉气盛而血虚者，刺之则脱气，脱气则仆。 

血气俱盛而阴气多者，其血滑，刺之则射；阳气蓄积，久留而不泻者，其血黑以浊，故不能射。 

新饮而液渗于络，而未合和于血也，故血出而汁别焉；其不新饮者，身中有水，久则为肿。 

阴气积于阳，其气因于络，故刺之血未出而气先行，故肿。 

阴阳之气，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泻之，则阴阳俱脱，表里相离，故脱色而苍苍然。 

刺之血出多，色不变而烦悗者，刺络而虚经，虚经之属于阴者，阴脱，故烦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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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相得而合为痹者，此为内溢于经，外注于络。如是者，阴阳俱有余，虽多出血而弗能虚也。 

黄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筋，则而
泻之万全也，故无失数矣。失数而反，各如其度。 

黄帝曰：针入而肉著者，何也？岐伯曰：热气因于针，则针热，热则内着于针，故坚焉。 

阴阳清浊第四十 
黄帝曰：余闻十二经脉，以应十二经水者，其五色各异，清浊不同，人之血气若一，应之奈何？

岐伯曰：人之血气，苟能若一，则天下为一矣，恶有乱者乎？黄帝曰：余问一人，非问天下之众。
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乱气，天下之象，亦有乱人，其合为一耳。 

黄帝曰：愿闻人气之清浊。岐伯曰：受谷者浊，受气者清。清者注阴，浊者注阳。浊而清者，
上出于咽，清而浊者，则下行。清浊相干，命曰乱气。 

黄帝曰：夫阴清而阳浊，浊者有清，清者有浊，清浊别之奈何？岐伯曰：气之大别，清者上注
于肺，浊者下走于胃。胃之清气，上出于口；肺之浊气，下注于经，内积于海。 

黄帝曰：诸阳皆浊，何阳浊甚乎？岐伯曰：手太阳独受阳之浊，手太阴独受阴之清；其清者上
走空窍，其浊者下行诸经。诸阴皆清，足太阴独受其浊。 

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气滑，浊者其气涩，此气之常也。故刺阴者，深而留之；
刺阳者，浅而疾之；清浊相干者，以数调之也。 

阴阳系日月第四十一 
黄帝曰：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为天，

腰以下为地，故天为阳，地为阴，故足之十二经脉，以应为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为阴；手
之十指，以应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为阳。 

黄帝曰：合之于脉，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阳也，主左足之少阳；未者，六月，主右
足之少阳。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阳；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阳。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阳明；
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阳明。此两阳合于前，故曰阳明。申者，七月之生阴也，主右足之少阴；丑
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阴；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阴；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阴；戌者，
九月，主右足之厥阴；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阴；此两阴交尽，故曰厥阳。 

甲主左手之少阳；己主右手之少阳；乙主左手之太阳，戊主右手之太阳；丙主左手之阳明，丁
主右手之阳明，此两火并合，故为阳明。庚主右手之少阴，癸主左手之少阴，辛主右手之太阴，壬
主左手之太阴。 

故足之阳者，阴中之少阳也；足之阴者，阴中之太阴也。手之阳者，阳中之太阳也；手之阴者，
阳中之少阴也。腰以上者为阳，腰以下者为阴。 

其于五脏也，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阴中之少阴，肝为阴中少阳，脾为阴中之至阴，肾为阴中
之太阴。 

黄帝曰：以治之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气在左，无刺左足之阳；四月五月六月，人
气在右，无刺右足之阳，七月八月九月，人气在右，无刺右足之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气在左，
无刺左足之阴。 

黄帝曰：五行以东方为甲乙木主春。春者，苍色，主肝，肝者，足厥阴也。今乃以甲为左手之
少阳，不合于数，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阴阳也，非四时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阴阳者，有名而
无形，故数之可十，离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万，此之谓也。 

病传第四十二 
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 、饮药之一

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岐伯曰：诸方者，众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尽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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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曰：此乃所谓守一勿失，万物毕者也。今余已闻阴阳之要，虚实之理，倾移之过，可治之
属，愿闻病之变化，淫传绝败而不可治者，可得闻乎？岐伯曰：要乎哉问也，昭乎其如日醒，窘乎
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与俱成，毕将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着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 

黄帝曰：何谓日醒？岐伯曰：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黄帝曰：何谓夜瞑？岐伯曰：
瘖乎其无声，漠乎其无形，折毛发理，正气横倾，淫邪泮衍，血脉传溜，大气入脏，腹痛下淫，可
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黄帝曰：大气入脏，奈何？岐伯曰：病先发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
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病先发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病先发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肾，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 

病先发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肾，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病先发于胃，五日而之肾，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 

病先发于肾，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肠，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
晡。 

病先发于膀胱，五日而之肾，一日而之小肠，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鸡鸣，夏下晡。 

诸病以次相传，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间一脏及二、三、四脏者，乃可刺也。 

 

淫邪发梦第四十三 
黄帝曰：愿闻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

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气淫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
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 

黄帝曰：有余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大火而燔? ；
阴阳俱盛，则梦相杀。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
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身体重不举；肾气盛，
则梦腰脊两解不属。凡此十二盛者，至而泻之，立已。 

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
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游行；客于
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冲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刳；客于阴
器，则梦接内；客于项，则梦斩首；客于胫，则梦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客于股肱，则
梦礼节拜起；客于胞? ，则梦溲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补之立已也。 

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第四十四 
黄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温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气合而有形，得脏而有

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时之气使然。 

黄帝曰：愿闻四时之气。岐伯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
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
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 

黄帝曰：有时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应四时之气，脏独主其病者，是必以脏气之所不胜时
者甚，以其所胜时者起也。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
为麤。 

黄帝曰：善，余闻刺有五变，以主五输。愿闻其数。岐伯曰：人有五脏，五脏有五变。五变有
五输，故五五二十五输，以应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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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曰：愿闻五变。岐伯曰：肝为牡藏，其色青，其时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为
牡藏，其色赤，其时夏，其日丙丁，其音征，其味苦；脾为牝藏，其色黄，其时长夏，其日戊己，
其音宫，其味甘；肺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时征，其日庚辛，其味辛；肾为牝藏，其色黑，
其时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咸。是为五变。 

黄帝曰：以主五输奈何？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荥；时主夏，夏刺输；音主长夏，长
夏刺经；味主秋，秋刺合。是谓五变，以主五输。 

黄帝曰：诸原安和，以致五输。岐伯曰：原独不应五时，以经合之，以应其数，故六六三十六
输。 

黄帝曰：何谓藏主冬，时主夏，音主长夏，味主秋，色主春。愿闻其故。岐伯曰：病在藏者，
取之井；病变于色者，取之荥；病时间时甚者，取之输；病变于音者，取之经；经满而血者，病在
胃；及以饮食不节得病者，取之于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谓五变也。 

外揣第四十五 
余闻九针九篇，余亲受其调，颇得其意。夫九针者，始于一而终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

针者，小之则无内，大之则无外，深不可为下，高不可为盖，恍惚无窍，流溢无极，畲知其合于天
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问也，非独针道焉，夫治
国亦然。 

黄帝曰：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岐伯曰：夫治国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
而为一乎。 

黄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日与月焉，水与镜焉，鼓与响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
之察，不失其形，鼓响之应，不后其声，动摇则应和，尽得其情。 

黄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阴阳也。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
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
应声，影之似形。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请藏之灵兰之
室，弗敢使泄也。 

五变第四十六 
黄帝问于少俞曰：余闻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复还，或留止，

或为风肿汗出，或为消瘅，或为寒热，或为留痹，或为积聚。奇邪淫溢，不可胜数，愿闻其故。夫
同时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为人生风乎，何其异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风者，非以私百
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无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 

黄帝曰：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愿闻其故。少俞曰：善乎其问！请论以比匠人。匠
人磨斧斤，砺刀削断材木。木之阴阳，尚有坚脆，坚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节，而缺斤斧焉。
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
夫木之蚤花先生叶者，遇春霜烈风，则花落而叶萎；久曝大旱，则脆木薄皮者，枝条汁少而叶萎；
久阴淫雨，则薄皮多汁者，皮漉而浅；卒风暴起，则刚脆之木，根摇而叶落。凡此五者，各有所伤，
况于人乎！ 

黄帝曰：以人应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伤也，皆伤其枝。枝之刚脆而坚，未成伤也。人
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为病也。 

黄帝曰：人之善病风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内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黄帝曰：
何以候肉之不坚也？少俞答曰：腘肉不坚，而无分理。理者麤理，麤理而皮不致者，腠理疏。此言
其浑然者。 

黄帝曰：人之善病消瘅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黄帝曰：何以知
五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刚强，刚强多怒，柔者易伤也。黄帝曰：何以候柔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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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刚强？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肠，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
胸中蓄积，血气逆留，髋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瘅。此言其人暴刚而
肌肉弱者也。 

黄帝曰：人之善病寒热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热。黄帝曰：何以候骨
之小大，肉之坚脆，色之不一也？少俞答曰：颧骨者，骨之本也。颧大则骨大，颧小则骨小。皮肤
薄而其肉无〓，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与其天同色，污然独异，此其候也。然后臂薄者，其
髓不满，故善病寒热也。 

黄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痹者？少俞答曰：麤理而肉不坚者，善病痹。黄帝曰：痹之高下有处
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视其部。 

黄帝曰：人之善病肠中积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肤薄而不泽，肉不坚而淖泽。如此，
则肠胃恶，恶则邪气留止，积聚乃伤脾胃之间，寒温不次，邪气稍至。蓄积留止，大聚乃起。 

黄帝曰：余闻病形，已知之矣！愿闻其时。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时。时高则起，时下
则殆，虽不陷下，当年有冲道，其病必起，是谓因形而生病，五变之纪也。 

本藏第四十七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

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
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
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
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
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无愚智贤不肖，无以相倚
也。然有其独尽天寿，而无邪僻之病，百年不衰，虽犯风雨卒寒大暑，犹有弗能害也；有其不离屏
蔽室内，无怵惕之恐，然犹不免于病，何也？愿闻其故。 

岐伯对曰：窘乎哉问也。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运四时，化五节者也；五脏者，固
有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者，六腑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凡此二十五者，
各不同，或善或恶，或吉或凶，请言其方。 

心小则安，邪弗能伤，易伤以忧；心大则忧，不能伤，易伤于邪。心高则满于肺中，悗而善忘，
难开以言；心下，则藏外，易伤于寒，易恐以言。心坚，则藏安守固；心脆则善病消瘅热中。心端
正，则和利难伤；心偏倾则操持不一，无守司也。 

肺小，则少饮，不病喘喝；肺大则多饮，善病胸痹、喉痹、逆气。肺高，则上气，肩息咳；肺
下则居贲迫肺，善胁下痛。肺坚则不病，咳上气；肺脆，则苦病消痹易伤。肺端正，则和利难伤；
肺偏倾，则胸偏痛也。 

肺小则脏安，无胁下之病；肝大则逼胃迫咽，迫咽则苦膈中，且胁下痛。肝高，则上支贲切，
胁挽为息 

贲；肝下则逼胃胁下空，胁下空则易受邪。肝坚则藏安难伤；肝脆则善病消痹，易伤。肝端正，则
和利难伤；肝偏倾，则胁下痛也。 

脾小，则脏安，难伤于邪也；脾大，则苦凑〓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则〓引季胁而痛；脾下
则下归于大肠，下加于大肠，则脏苦受邪。脾坚，则脏安难伤；脾脆，则善病消痹易伤。脾端正，
则和利难伤；脾偏倾，则善满善胀也。 

肾小，则脏安难伤；肾大，则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伤以邪。肾高，则苦背膂痛，不可以
俛仰；肾下则腰尻痛，不可以俛仰，为狐疝。肾坚，则不病腰背痛；肾脆，则善病消瘅，易伤。肾
端正，则和利难伤；肾偏倾，则苦腰尻痛也。凡此二十五变者，人之所苦常病。 

黄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麤理者，心大。无〓〓者，心高；〓〓
小、短、举者，心下。〓〓长者，心下坚；〓〓弱小以薄者，心脆。〓〓直下不举者，心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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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一方者，心偏倾也。 

白色小理者，肺小；麤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张胁者，肺下。好肩背厚者，
肺坚；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胁偏疏者，肺偏倾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麤理者，肝大。广胸反骹者，肝高；合胁兔骹者，肝下。胸胁好者，肝坚；
胁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胁骨偏举者，肝偏倾也。 

黄色小理者，脾小；麤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纵者，脾下。唇坚者，脾坚；唇大而
不坚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举者，脾偏倾也。 

黑色小理者，肾小；麤理者，肾大。高耳者，肾高；耳后陷者，肾下。耳坚者，肾坚；耳薄而
不坚者，肾脆。耳好前居牙车者，肾端正；耳偏高者，肾偏倾也。凡此诸变者，持则安，减则病也。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问也，愿闻人之有不可病者，至尽天寿，虽有深扰大恐，怵惕之志，犹
不能减也，甚寒大热，不能伤也；其有不离屏蔽室内，又无怵惕之恐，然不免于病者，何也？愿闻
其故。岐伯曰：五脏六腑，邪之舍也，请言其故。五脏皆小者，少病，苦憔心，大愁扰；五脏皆大
者，缓于事，难使以扰。五脏皆高者，好高举措；五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脏皆坚者，无病；五
脏皆脆者，不离于病。五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脏皆偏倾者，邪心而善盗，不可以为人平，
反复言语也。 

黄帝曰：愿闻六腑之应。岐伯答曰：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
肝合胆，胆者，筋其应；脾合胃，胃者，肉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 

 

黄帝曰：应之奈何？岐伯曰：肺应皮。皮厚者，大肠厚，皮薄者，大肠薄；皮缓，腹里大者，
大肠大而长；皮急者，大肠急而短；皮滑者，大肠直；皮肉不相离者，大肠结。 

心应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肠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肠薄；皮缓者，脉缓，
脉缓者，小肠大而长；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肠小而短。诸阳经脉皆多纡屈者，小肠结。 

脾应肉，肉〓坚大者，胃厚；肉〓么者，胃薄。肉〓小而么者，胃不坚；肉腘不称身者，胃下，
胃下者，下管约不利。肉脾不坚者，胃缓；肉〓无小里累者，胃急。肉〓多少里累者，胃结，胃结
者，上管约不利也。 

肝应爪，爪厚色黄者，胆厚；爪薄色红者，胆薄；爪坚色青者，胆急；爪濡色赤者，胆缓；爪
直色白无约者，胆直；爪恶色黑多纹者，胆结也。 

肾应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麤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缓；皮急
而无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麤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结也。 

黄帝曰：厚薄美恶，皆有形，愿闻其所病。岐伯答曰：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 

禁服第四十八 
雷公问于黄帝曰：细子得受，通于九针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编绝，久者简垢，然尚讽诵

弗置，未尽解于意矣。「外揣」言浑束为一，未知所谓也。夫大则无外，小则无内，大小无极，高下
无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虑褊浅，不能博大深奥，自强于学若细子。细子恐其散
于后世，绝于子孙，敢问约之奈何？黄帝曰：善乎哉问也。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歃血
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斋乎。 

雷公再拜而起曰：请闻命于是也，乃斋宿三日而请曰：敢问今日正阳，细子愿以受盟。黄帝乃
与俱入斋室，割臂歃血，黄帝亲祝曰：今日正阳，歃血传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
曰：细子受之。黄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书曰：慎之慎之，吾为子言之，凡刺之理，经脉为始，营
其所行，知其度量，内刺五脏，外刺六腑，审察卫气，为百病母，调其虚实，虚实乃止，泻其血络，
血尽不殆矣。 

雷公曰：此皆细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约也。黄帝曰：夫约方者，犹约囊也，囊满而弗约，则
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俱。雷公曰：愿为下材者，勿满而约之。黄帝曰：未满而知约之以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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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为天下师。 

雷公曰：愿闻为工。黄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
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阳，一倍而躁，在手少阳。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阳，二倍而躁，
病在手太阳。人迎三倍，病在足阳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阳明。盛则为热，虚则为寒，紧则为痛痹，
代则乍甚乍间。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紧痛则取之分肉，代则取血络，且饮药，陷下则灸之，不盛
不虚，以经取之，名曰经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数，名曰溢阳，溢阳为外格，死不治。必审按其
本末，察其寒热，以验其脏腑之病。 

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阴，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阴，二倍而躁，
在手少阴。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阴，三倍而躁，在手太阴。盛则胀满，寒中，食不化，虚则热中、
出糜、少气、溺色变，紧则痛痹，代则乍痛乍止。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紧则先刺而后灸之，代则
取血络，而后调之，陷下则徒灸之，陷下者，脉血结于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虚，
以经取之。寸口四倍者，名曰内关，内关者，且大且数，死不治。必审察其本末之寒温，以验其脏
腑之病。 

通其营输，乃可传于大数。大数曰：盛则徒泻之，虚则徒补之，紧则灸刺，且饮药，陷下则徒
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所谓经治者，饮药，亦曰灸刺，脉急则引，脉大以弱，则欲安静，用
力无劳也。 

五色第四十九 
雷公问于黄帝曰：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谓也。黄帝曰：明堂者，鼻也；阙者，眉

间也；庭者，颜也；蕃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其间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见于外，如是者寿，
必中百岁。 

雷公曰：五言之辨，奈何？黄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脏次于中央，六腑挟其两侧，
首面上于阙庭，王宫在于下极，五脏安于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见，明堂润泽以清，五官恶得无
辨乎？ 

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闻乎？黄帝曰：五色之见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于病矣。
其色部乘袭者，虽病甚，不死矣。 

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黄帝曰：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是谓五官。 

雷公曰：病之益甚，与其方衰，如何？黄帝曰：外内皆在焉。切其脉口，滑小紧以沉者，病益
甚，在中；人迎气大紧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滑者，病日进；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损。
其脉口滑以沉者，病日进，在内；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其病日进，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与寸口
气小大等者，病难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小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
盛坚者，伤于寒，气口盛坚者，伤于食。 

雷公曰：以色言食之间甚，奈何？黄帝曰：其色麤以明，沉夭者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
其色下行，如云彻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脏部，有外部有内部也。色从外部走内部者，其病从外
走内；其色从内走外者，其病从内走外。病生于内者，先治其阴，后治其阳，反者益甚。其病生于
阳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反者益甚。其脉滑大，以代而长者，病从外来，目有所见，志有所恶，
此阳气之并也，可变而已。 

雷公曰：小子闻风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湿之起也，别之奈何？黄帝曰：常候阙中，薄
泽为风，冲浊为痹。在地为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 

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黄帝曰：大气入于脏腑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
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黄帝曰：赤色出两颧，大如拇指者，病虽小愈，必卒死。黑色出于庭，大如
拇指，必不病而卒死。 

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黄帝曰：察色以言其时。雷公曰：善乎！愿卒闻之。黄帝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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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者，首面也；阙上者，咽喉也；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
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挟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小
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颧者，肩也；颧后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内眦上者，膺乳
也；挟绳而上者，背也；循牙车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胫也；当胫以下者，足
也；巨分者，股里也；巨屈者，膝膑也。此五脏六腑肢节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阴和阳，
用阳和阴，当明部分，万举万当。能别左右，是谓大道；男女异位，故曰阴阳。审察泽夭，谓之良
工。 

沉浊为内，浮泽为外。黄赤为风，青黑为痛，白为寒，黄而膏润为脓，赤甚者为血痛，甚为挛，
寒甚为皮不仁。五色各见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察其泽夭，以观成败；察其散搏，以知远近；
视色上下，以知病处；积神于心，以知往今。故相气不微，不知是非，属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
不麤，沉天为甚，不明不泽，其病不甚。其色散，驹驹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气痛，聚未成也。 

肾乘心，心先病，肾为应，色皆如是。 

男子色在于面王，为小腹痛；下为卵痛；其圜直为茎痛，高为本，下为首，狐疝〓阴之属也。
女子在于面王，为膀胱子处之病，散为痛，搏为聚，方员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随而下至胝，为淫，
有润如膏状，为暴食不洁。 

左为左，右为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色者，青黑赤白黄，皆端满有别乡。
别乡赤者，其色赤，大如榆荚，在面王为不日。其色上锐，首空上向，下锐下向，在左右如法。以
五色命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肝合筋，心合脉，肺合皮，脾合肉，肾合
骨也。 

论勇第五十 
黄帝问于少俞曰：有人于此，并行并立，其年之长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风暴雨，

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问何急？黄帝曰：愿尽闻之。少俞曰：春
青风夏阳风，秋凉风，冬寒风。凡此四时之风者，其所病各不同形。 

黄帝曰：四时之风，病人如何？少俞曰：黄色薄皮弱肉者，不胜春之虚风；白色薄皮弱肉者，
不胜夏之虚风；青色薄皮弱肉，不胜秋之虚风；赤色薄皮弱肉，不胜冬之虚风也。黄帝曰：黑色不
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坚，固不伤于四时之风；其皮薄而肉不坚，色不一者，长夏至而有虚
风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坚者，长夏至而有虚风，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坚者，必重感于寒，外
内皆然，乃病。黄帝曰：善。 

黄帝曰：夫人之忍痛与不忍痛，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见难则前，见痛则止；夫
怯士之忍痛者，闻难则恐，遇痛不动。夫勇士之忍痛者，见难不恐，遇痛不动；夫怯士之不忍痛者，
见难与痛，目转面盻，恐不能言，失气，惊，颜色变化，乍死乍生。余见其然也，不知其何由，愿
闻其故。少俞曰：夫忍痛与不忍痛者，皮肤之薄厚，肌肉之坚脆，缓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谓也。 

黄帝曰：愿闻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长冲直扬，三焦理横，其心端直，
其肝大以坚，其胆满以傍，怒则气盛而胸张，肝举而胆横，眦裂而目扬，毛起而面苍，此勇士之由
然者也。 

黄帝曰：愿闻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减，阴阳相失，其焦理，纵〓〓短而
小，肝系缓，其胆不满而纵，肠胃挺，胁下空，虽方大怒，气不能满其胸，肝肺虽举，气衰复下，
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黄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
气慓悍，其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气衰则悔。
与勇士同类，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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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腧第五十一 
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五脏之腧，出于背者。岐伯曰：背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

间，心腧在五焦之间，膈腧在七焦之间，肝腧在九焦之间，脾腧在十一焦之间，肾腧在十四焦之间。
皆挟脊相去三寸所，则欲得而验之，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输也。灸之则可刺之则不可。气
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以火补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之，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
也。 

卫气第五十二 
黄帝曰：五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受水谷而行化物者也。其气内干五脏，

而外络肢节。其浮气之不循经者，为卫气；其精气之行于经者，为营气。阴阳相随，外内相贯，如
环之无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窃之。然其分别阴阳，皆有标本虚实所离之处。能别阴阳十二经者，
知病之所生；候虚实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腑之气街者，能知解结契绍于门户；能知虚石
之坚软者，知补泻之所在；能知六经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 

岐伯曰：博哉！圣帝之论。臣请尽意悉言之。足太阳之本，在限以上五寸中，标在两络命门。
命门者，目也。足少阳之本，在窍阴之间，标在窗笼之前。窗笼者，耳也。足少阴之本，在内踝下
上三寸中，标在背输与舌下两脉也。足厥阴之本，在行间上五寸所，标在背腧也。足阳明之本，在
厉兑，标在人迎，颊挟颃颡也。足太阴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标在背腧与舌本也。 

手太阳之本，在外踝之后，标在命门之上一寸也。手少阳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间上二寸，标在
耳后上角下外眦也。手阳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别阳，标在颜下合钳上也。手太阴之本，在寸口
之中，标在腋内动也。手少阴之本，在锐骨之端，标在背腧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后两筋之间二寸
中，标在腋下下三寸也。 

凡候此者，下虚则厥，下盛则热；上虚则眩，上盛则热痛。故石者，绝而止之，虚者，引而起
之。 

请言气街，胸气有街，腹气有街，头气有街，胫气有街。故气在头者，止之于脑；气在胸者，
止之膺与背腧；气在腹者，止之背腧，与冲脉于脐左右之动脉者；气在胫者，止之于气街，与承山
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针，必先按而在久应于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头痛眩，腹痛中满暴胀，
及有新。痛可移者，易已也；积不痛，难已也。 

论痛第五十三 
黄帝问于少俞曰：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针石火

? 之痛何如 

？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其于毒药何如？愿尽闻之。少俞曰：人之骨强、筋弱、肉缓、皮肤厚者，
耐痛，其于针石之痛火? 亦然。 

黄帝曰：其耐火煤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 。黄帝曰：其不耐针
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坚肉薄皮者，不耐针石之痛，于火? 亦然。 

黄帝曰：人之病，或同时而伤，或易已，或难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时而伤，其身多热者，
易已；多寒者，难已。 

黄帝曰：人之胜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骨者，皆胜毒；故其瘦而薄胃
者，皆不胜毒也。 

天年第五十四 
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人之始生，何气筑为基，何立而为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

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黄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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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黄帝曰：人之寿夭各不同，或夭寿，或卒死，或病久，愿闻其道。岐伯曰：五脏坚固，血脉和
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
如其常，故能长久。 

黄帝曰：人之寿百岁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隧以长，基墙高以方，通调营卫，三部三
里起，骨高肉满，百岁乃得终。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
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
故好步；四十岁，五 

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荥货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
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
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
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黄帝曰：其不能终寿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脏皆不坚，使道不长，空外以张，喘息暴疾；
又卑基墙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数中风寒，血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故中寿而尽
也。 

逆顺第五十五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气有逆顺，脉有盛衰，刺有大约，可得闻乎？伯高曰：气之逆顺者，所

以应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刺之大约者，必明知病之可
刺，与其未可刺，与其已不可刺也。 

黄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
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 

黄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
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
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 

五味第五十六 
黄帝曰：愿闻谷气有五味，其入五脏，分别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

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
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谷气津液已行，营卫大通，乃化糟粕，以次传下。 

黄帝曰：营卫之行奈何？伯高曰：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
两行，营卫之道。其大气之搏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出于肺，循咽喉，故呼则出，吸则
入。天地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入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 

黄帝曰：谷之五味，可得闻乎？伯高曰：请尽言之。五谷：糠米甘，麻酸，大豆咸，麦苦，黄
黍辛。五果：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咸，羊苦，鸡辛。五菜：葵
甘，韭酸，藿咸，薤苦，葱辛。 

五色：黄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咸，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五宜所
言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糠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
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 

肝色青，宜食甘，糠米饭、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
黄色，宜食咸，大豆、猪肉、栗、藿皆咸。肺白色，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肾色黑，宜
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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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胀第五十七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与肤胀、鼓胀、肠覃、石瘕、石水，何以别之？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

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
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此其候也。 

黄帝曰：肤胀何以候之？岐伯曰：肤胀者，寒气客于皮肤之间，冬冬然不坚，腹大，身尽肿，
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变，此其候也。 

鼓胀何如？岐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 

肠覃何如？岐伯曰：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着，恶气乃起，
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坚，推之则
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也。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衄
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 

黄帝曰：肤胀鼓胀，可刺邪？岐伯曰：先泻其胀之血络，后调其经，刺去其血血络也。 

贼风第五十八 
黄帝曰：夫子言贼风邪气伤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离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

不离贼风邪气，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尝有所伤于湿气，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留而不去。
若有所堕坠，恶血在内而不去，卒然喜怒不节，饮食不适，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其开而遇风
寒，则血气凝结，与故邪相袭，则为寒痹。其有热则汗出，汗出则受风，虽不遇贼风邪气，必有因
加而发焉。 

黄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
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
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 

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
祝而已也。 

卫气失常第五十九 
黄帝曰：卫气之留于腹中，搐积不行，菀蕴不得常所，使人支胁胃中满，喘呼逆息者，何以去

之？伯高曰：其气积于胸中者，上取之，积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满者，旁取之。 

黄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对曰：积于上，泻人迎、天突、喉中；积于下者，泻三里与气街；上
下皆满者，上下取之，与季胁之下一寸；重者，鸡足取之。诊视其脉大而弦急，及绝不至者，及腹
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黄帝曰：善。 

黄帝问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气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两眉薄泽者，病在皮；唇色青黄
赤白黑者，病在肌肉；营气濡然者，病在血气；目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尘垢，病在
骨。 

黄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变化，不可胜数，然皮有部，肉有桂，血气有
输，骨有属。黄帝曰：愿闻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输于四末；肉之柱，有臂胫诸阳分肉之间，与
足少阴分间；血气之输，输于诸络，气血留居，则盛而起，筋部无阴无阳，无左无右，候病所在；
骨之属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脑者也。 

黄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变化，浮沉深浅，不可胜究，各在其处，病间者浅之，甚者
深之，间者小之，甚者众之，随变而调气，故曰上工。 

 

黄帝问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温寒，有老壮少小，别之奈何？伯高对曰：人年五十已上为老，
二十已上为壮，十八已上为少，六岁已上为小。 



黄帝内经 

 

 40

黄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黄帝曰：别此奈何？伯高曰：腘肉
坚，皮满者，肥。腘肉不坚，皮缓者，膏。皮肉不相离者，肉。 

黄帝曰：身之寒温何如？伯高：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细理者，身热。脂者，其肉坚，
细理者热，粗理者寒。 

黄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气而皮纵缓，故能纵腹垂腴。肉者，身体容大。
脂者，其身收小。 

黄帝曰：三者之气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气，多气者，热，热者耐寒。肉者，多血则
充形，充形则平。脂者，其血清，气滑少，故不能大。此别于众人者也。 

黄帝曰：众人奈何？伯高曰：众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与气，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
大，各自称其身，命曰众人。 

黄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别其三形，血之多少，气之清浊，而后调之，治无失常
经。是故膏人纵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虽脂不能大者。 

玉版第六十 
黄帝曰：余以小针为细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为过针之

意矣，愿闻其故。岐伯曰：何物大于天乎？夫大于针者，惟五兵者焉，死之备也，非生之具。且夫
人者，天地之镇也，其不可不参乎？夫治民者，亦唯针焉。夫针之与五兵，其孰小乎？ 

黄帝曰：病之生时，有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气不足，阳气有余，营气不行，乃发为痈疽。
阴阳不通，两热相搏，乃化为浓，小针能取之乎？岐伯曰：圣人不能使化者为之，邪不可留也。故
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
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痈疽之生，脓
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 

黄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脓已成，不予见；为之奈何？岐伯曰：脓已成，十死一生，故圣人
弗使已成，而明为良方，着之竹帛，使能者踵而传之后世，无有终时者，为其不予遭也。 

黄帝曰：其已有脓血而后遭乎？不导之以小针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
者，多害，故其已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 

黄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顺焉。黄帝曰：愿闻逆顺。岐伯曰：以为伤者，
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内药而呕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项中不便，是四
逆也；音嘶色脱，是五逆也。除此五者，为顺矣。 

黄帝曰：诸病皆有逆顺，可得闻乎？岐伯曰：腹胀、身热、脉大，是一逆也；腹鸣而满，四肢
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咳而溲血脱形，其脉小劲，是四逆也；咳
脱形，身热，脉小以疾，是谓五逆也。如是者，不过十五日而死矣。 

其腹大胀，四末清，脱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胀便血，其脉大，时绝，是二逆也；咳溲血，
形肉脱，脉搏，是三逆也；呕血，胸满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咳呕，腹胀且飧泄，其脉绝，
是五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时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谓逆治。 

黄帝曰：夫子之言针甚骏，以配天地，上数天文，下度地纪，内别五脏，外次六腑，经脉二十
八会，尽有周纪。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黄帝
曰：余闻之，则为不仁，然愿闻其道，弗行于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剑之可以
杀人，如饮酒使人醉也，虽勿诊，犹可知矣。 

黄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
也。海之所行云气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气血者，经隧也。而隧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迎而夺之
而已矣。 

黄帝曰：上下有数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脏之气尽矣，故五五
二十五，而竭其输矣，此所谓夺其天气者也，非能绝其命而倾其寿者也。黄帝曰：愿卒闻之。岐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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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窥门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门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黄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请着之玉版，
以为重宝，传之后世，以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五禁第六十一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有五禁，何谓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黄帝曰：余闻刺有五夺。

岐伯曰：无泻其不可夺者也。黄帝曰：余闻刺有五过。岐伯曰：补泻无过其度。黄帝曰：余闻刺有
五逆。岐伯曰：病与脉相逆，命曰五逆。黄帝曰：余闻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针之论，是谓九
谊。 

黄帝曰：何谓五禁，愿闻其不可刺之时。岐伯曰：甲乙日自乘，无刺实，无发蒙于耳内。丙丁
日自乘，无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无刺腹，去爪泻水。庚辛日自乘，无刺关节于股膝。
壬癸日自乘，无刺足胫，是谓五禁。 

黄帝曰：何谓五夺？岐伯曰：形肉已夺，是一夺也；大夺血之后，是二夺也；大汗出之后，是
三夺也；大泄之后，是四夺也；新产及大血之后，是五夺也。此皆不可泻。 

黄帝曰：何谓五逆？岐伯曰：热病脉静，汗已出，脉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
也；着痹不移〓肉破，身热，脉偏绝，是三逆也；淫而夺形、身热，色夭然白，乃后下血衄，血衄
笃重，是谓四逆也；寒热夺形，脉坚搏，是谓五逆也。 

动输第六十二 
黄帝曰：经脉十二，而手太阴、足少阴、阳明，独动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脉也。胃为

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肺气从太阴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来，故人一呼，脉再动，一
吸脉亦再动，呼吸不已，故动而不止。 

黄帝曰：气之过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从还？不知其极。 

岐伯曰：气之离脏也，卒然如弓弩之发，如水之下岸，上于鱼以及衰，其余气衰散以逆上，故
其行微。 

黄帝曰：足之阳明，何因而动？岐伯曰：胃气上注于肺，其悍气上冲头者，循咽，上走空窍，
循眼系，入络脑，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车，合阳明，并下人迎，此胃气别走于阳明者也。故阴阳
上下，其动也若一。故阳病而阳脉小者，为逆；阴病而阴脉大者，为逆。故阴阳俱静俱动，若引绳
相倾者病。 

黄帝曰：足少阴何因而动？岐伯曰：冲脉者，十二经之海也，与少阴之大络，起于肾下，出于
气街，循阴股内廉，邪入腘中，循胫骨内廉，并少阴之经，下入内踝之后。入足下，其别者，邪入
踝，出属附上，入大指之间，注诸络，以温足胫，此脉之常动者也。 

黄帝曰：营卫之行也，上下相贯，如环之无端，今有其卒然遇邪风，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
脉阴阳之道，相输之会，行相失也，气何由还？岐伯曰：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尤络也；四街
者，气之径路也。故络绝则径通，四末解则气从合，相输如环。黄帝曰：善。此所谓如环无端，莫
知其纪，终而复始，此之谓也。 

五味论第六十三 
黄帝问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咸走血，

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多食之，令
人挽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愿闻其故。少俞答曰：酸入于胃，其气涩以收，上之两焦，弗
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温，则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则缩绻，约而不通，
水道不行，故癃。阴者，积筋之所终也，故酸入而走筋矣。 

黄帝曰：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咸入于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
气走之，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之，注之则胃中竭，竭则咽路焦，故舌本干而善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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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者，中焦之道也，故咸入而走血矣。 

黄帝曰：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气走于上焦，上焦者，受
气而营诸阳者也，姜韭之气熏之，营卫之气，不时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与气俱行，故辛入
而与汗俱出。 

黄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谷之气，皆不能胜苦，
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闭而不通，故变呕。齿者，骨之所终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复出，知
其走骨也。 

黄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气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
而与谷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润者也，胃柔则缓，缓则虫动，虫动则令人悗心。其气外通于肉，故甘
走肉。 

阴阳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黄帝曰：余闻阴阳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故五五二

十五人之政，而阴阳之人不与焉。其态又不合于众者五，余已知之矣。愿闻二十五人之形，血气之
所生，别而以候，从外知内，何如？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此先师之秘也，虽伯高犹不能明之也。
黄帝避席遵循而却曰：余闻之得其人弗教，是谓重失，得而泄之，天将厌之，余愿得而明之，金柜
藏之，不敢扬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别其五色，异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黄
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慎之慎之，臣请言之。 

木形之人，比于上角似于苍帝，其为人苍色，小头，长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劳心
少力多忧，劳于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阴，佗佗然，大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阳，少阳之
上遗遗然。左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阳，少阳之下随随然。钛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阳，少阳之上推推然。
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阳，少阳之下枯枯然。 

火形之人，比于上征，似于赤帝。其为人赤色广〓脱面小头，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
心，行摇肩背肉满。有气轻财少信多虑，见事明好颜，急心不寿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
病生，手少阴核核然。质征之人，比于左手太阳，太阳之上，肌肌然，少征之人比于右手太阳，太
阳之下? ? 然，右征之人比于右手太阳，太阳之上鲛鲛然。质判之人，比于左手太阳，太阳之下支
支颐颐然。 

形于之人，比于上宫，似于上古黄帝，其为人黄色圆面、大头、美肩背、大腹、美股胫、小手
足、多肉、上下相称行安地，举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权势，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
感而病生，足太阴，敦敦然。大宫之人比于左足阳明，阳明之上婉婉然。加宫之人，比于左足阳明，
阳明之下坎坎然。少宫之人，比于右足阳明，阳明之上，枢枢然。左宫之人，比于右足阳明，阳明
之下，兀兀然。 

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白帝，其为人方面白色、小头、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发踵外，骨
轻。身清廉，急心静悍，善为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阴敦敦然，釱商之人比
于左手阳明，阳明之上，廉廉然。右商之人，比于左手阳明，阳明之下脱脱然。左商之人比于右手
阳明，阳明之上监监然。少商之人，比于右手阳明，阳明之下，严严然。 

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黑帝，其为人，黑色面不平，大头廉颐，小肩大腹动手足，发行摇
身下尻长，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绍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阴汗汗然。
大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阳，太阳之上，颊颊然。少羽之人，比于左足太阳，太阳之下洁洁然。桎之
为人，比于左足太阳，太阳之上安安然。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变者，众之所以相欺者是也。 

黄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胜色，色胜形者，至其胜时年加，感则病行，失
则忧矣。形色相得者，富贵大乐。黄帝曰：其形色相当胜之时，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上
之人，大忌常加七岁，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人之大忌，
不可不自安也，感则病行，失则忧矣，当此之时，无为奸事，是谓年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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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曰：夫子之言脉之上下，血气之候似知形气，奈何？岐伯曰：足阳明之上血气盛则髯美长，
血少气多则髯短，故气少血多则髯少，血气皆少则无髯。两吻多画，足阳明之下血气盛则下毛美长
至胸，血多气少则下毛美短至脐，行则善高举足，足趾少肉足善寒，血少气多则肉而善瘃，血气皆
少则无毛有则稀、枯悴，善痿厥，足痹。 

足少阳之上，气血盛则通髯美长，血多气少则通髯美短，血少气多则少髯，血气皆少则无须，
感于寒湿则善痹。骨痛爪枯也。足少阳之下，血气盛则胫毛美长，外踝肥；血多气少则胫毛美短，
外踝皮坚而厚，血少气多则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软，血气皆少则无毛，外踝瘦无肉。 

足太阳之上，血气盛则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气少则恶眉，面多少理，血少气多则面多肉，血气
和则美色，足太阳之下，血气盛则肉满，踵坚，气少血多则瘦，跟空，血气皆少则善转筋，踵下痛。 

手阳明之上，血气盛则髭美。血少气多则髭恶，血气皆少则无髭。手阳明之下血气盛则腋下毛
美，手鱼肉以温，气血皆少则手瘦以寒。 

手少阴之上，血气盛则眉美以长，耳色美，血气皆少则耳焦恶色。手少阳之下，血气盛则手卷
多肉以温，血气皆少则寒以瘦，气少血多则瘦以多脉。 

手太阳之上，血气盛则多须，面多肉以平，血气皆少则面瘦恶色。手太阳之下，血气盛则掌肉
充满，血气皆少则掌瘦以寒。 

黄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约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阳之脉，气血多，恶眉者，血气少，
其肥而泽者，血气有余，肥而不泽者，气有余，血不足，瘦而无泽者，气血俱不足，审察其形气有
余不足而调之，可以知逆顺矣。 

黄帝曰：刺其诸阴阳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调阴阳，切循其经络之凝涩，结而不通
者，此于身皆为痛痹，甚则不行，故凝涩，凝涩者，致气以温之血和乃止。其结络者，脉结血不和，
决之乃行，故曰：气有余于上者，导而下之，气不足于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
必明于经隧，乃能持之，寒与热争者，导而行之，其宛陈血不结者，则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
则血气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约毕也。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右征与少征，调右手太阳二，左商与左征，调左手阳明上。少征与大宫，调左手阳明上，右角

与大角，调右手少阳下。大征与少征，调左手太阳上，众羽与少羽，调右足太阳下，少商与右商调
右手太阳下，桎羽与众羽，调右足太阳下，少宫与大宫，调右足阳明下，判角与少角，调右足少阳
下，釱商与上商，调右足阳明下，釱商与上角，调左足太阳下。 

上征与右征同谷麦、畜羊、果杏，手少阴藏心，色赤味苦，时夏。上羽与大羽，同谷大豆，畜
彘，果栗，足少阴藏肾，色黑味咸，时冬。上宫与大宫同谷稷，畜牛，果枣，足太阴藏脾，色黄味
甘，时季夏。上商与右商同谷黍，畜鸡，果桃，手太阴藏肺，色白味辛，时秋。上角与大角，同谷
麻、畜犬、果李，足厥阴藏肝，色青味酸，时春。 

大宫与上角，同右足阳明上，左角与大角，同左足阳明上，少羽与大羽同右足太阳下，左商与
右商，同左手阳明上，加宫与大宫同左足少阳上，质判与大宫，同左手太阳下，判角与大角同左足
少阳下，大羽与大角，同右足太阳上，大角与大宫同右足少阳上，右征、少征、质征、上征、判征、
右角、釱角、上角、大角、判角。右商、少商、釱商、上商、左商。少宫、上宫、大宫、加宫、左
角宫。众羽、桎羽、上羽、大羽、少羽。 

黄帝曰：妇人无须者，无血气乎？岐伯曰：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其
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血气盛则充肤热肉，血独盛者澹渗皮肤，生毫毛。
今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冲任之脉，不荣口唇，故须不生焉。 

黄帝曰：士人有伤于阴，阴气绝而不起，阴不用，然其须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独去何也？愿
闻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泻不复，皮肤内结，唇口内荣故须不生。 

黄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尝被伤，不脱于血，然其须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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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冲不盛、宗筋不成，有气无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 

黄帝曰：善乎哉！圣人之通万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声鼓响，闻其声而知其形，其非夫子，
孰能明万物之精。是故圣人，视其颜色黄赤者，多热气，青白者少热气，黑色者多血少气，美眉者，
太阳多血；通髯极须者，少阳多血，美须者阳明多血，此其时然也。 

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多气少血，阳明常多血多气，厥阴常多气少血，少阴常
多血少气，太阴常多血少气，此天之常数也。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黄帝问于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

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愿闻其会，岐伯曰：三部之气各不同或起于阴或起于阳请言其方，
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
至于其淫泆，不可胜数。 

黄帝曰：余固不能数，故问先师愿卒闻其道，岐伯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
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
形。两实相逢，众人肉坚，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气有定舍，
因处为名，上下中外，分为三员。 

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入，入则抵深，深则毛发立，
毛发立则淅然，故皮肤痛。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在络之时，痛于肌肉，故痛之时息，大经代
去，留而不去，传舍于经，在经之时，洒淅喜惊。留而不去，传舍于俞，在俞之时，六经不通四肢，
则肢节痛，腰脊乃强，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在伏冲之时体重身痛，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
在肠肾之时，贲响腹胀，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溏出糜。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
募原之间，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或着孙脉，或着络脉，或着经脉，或着俞脉，或着
于伏冲之脉，或着于膂筋，或着于肠胃之募原，上连于缓筋，邪气淫泆，不可胜论。 

黄帝曰：愿尽闻其所由然。岐伯曰：其着孙络之脉而成积者，其积往来上下，臂小孙络之居也，
浮而缓，不能句积而止之，故往来移行肠胃之间，水凑渗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则〓〓满雷引，故
时切痛，其着于阳明之经则挟脐而居，饱食则益大，饥则益小。其着于缓筋也，似阳明之积，饱食
则痛，饥则安。其着于肠胃之募原也，痛而外连于缓筋，饱食则安，饥则痛。其着于伏冲之脉者，
揣之应手而动，发手则热气下于两股，如汤沃之状。其着于膂筋，在肠后者饥则积见，饱则积不见，
按之不得。其着于输之脉者，闭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窍干壅，此邪气之从外入内，从上下也。 

黄帝曰：积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黄帝曰：
其成积奈何？岐伯曰：厥气生足悗，悗生胫寒，胫寒则血脉凝涩，血脉凝涩则寒气上入于肠胃，入
于肠胃则〓胀，〓胀则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卒然多食饮，则肠满，起居不节，用力
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肠胃之络伤
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卒然中外于寒，若内伤
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俞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
皆成矣。 

黄帝曰：其生于阴者，奈何？岐伯曰：忧思伤心，重寒伤肺，忿怒伤肝，醉以入房，汗出当风
伤脾，用力过度，若入房汗出洛，则伤肾，此内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 

黄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应，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毋
逆天时，是谓至治。 

行针第六十七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九针于夫子，而行之于百姓，百姓之血气，各不同形，或神动而气先针

行；或气与针相逢；或针已出，气独行；或数刺乃知；或发针而气逆；或数刺病益剧。凡此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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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不同形，愿闻其方。 

岐伯曰：重阳之人，其神易动，其气易往也。黄帝曰：何谓重阳之人？岐伯曰：重阳之人，熇
熇高高，言语善疾，举足善高，心肺之脏气有余，阳气滑盛而扬，故神动而气先行。 

黄帝曰：重阳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颇有阴者也。黄帝曰：何以知其颇有阴
者也。岐伯曰：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数怒者，易解，故曰颇有阴。其阴阳之离合难，故
其神不能先行也。 

黄帝曰：其气与针相逢，奈何？岐伯曰：阴阳和调，而血气淖泽滑利，故针入而气出，疾而相
逢也。 

黄帝曰：针已出而气独行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其阴气多而阳气少，阴气沉而阳气浮者内藏，
故针已出，气乃随其后，故独行也。 

黄帝曰：数刺乃知，何气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阴而少阳，其气沉而气往难，故数刺乃知也。 

黄帝曰：针入而气逆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其气逆与其数刺病益甚者，非阴阳之气，浮沉之
势也。此皆麤之所败，工之所失，其形气无过焉。 

上膈第六十八 
黄帝曰：气为上膈者，食饮入而还出，余已知之矣。虫为下膈。下膈者，食焠时乃出，余未得

其意，愿卒闻之。岐伯曰：喜怒不适，食饮不节，寒温不时，则寒汁流于肠中。流于肠中则虫寒，
虫寒则积聚，守于下管，则肠胃充郭，卫气不营，邪气居之。人食则虫上食，虫上食则下管虚，下
管虚则邪气胜之，积聚以留，留则痈成，痈成则下管约。其痈在管内者，即而痛深，其痈在外者，
则痈外而痛浮，痈上皮热。 

黄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痈，视气所行，先浅刺其傍，稍内益深，逐而刺之，毋过
三行，察其沈浮，以为深浅。已刺必熨，令热入中，日使热内，邪气益衰，大痈乃溃。伍以参禁，
以除其内，恬憺无为，乃能行气，后以咸苦，化谷乃下矣。 

忧恚无言第六十九 
黄帝问于少师曰：人之卒然忧恚，而言无音者，何道之塞？何气出行？使音不彰？愿闻其方。

少师答曰：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声音之户也。口唇者，声
音之扇也。舌者，声音之机也。悬壅垂者，声音之关者。颃颡者，分气之所泄也。横骨者，神气所
使主发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颃颡不开，分气失也。是故厌小而疾薄，则发气疾，其开
阖利，其出气易，其厌大而厚，则开阖难，其气出迟，故重言也。人卒然无音者，寒气客于厌，则
厌不能发，发不能下，至其开阖不致，故无音。 

黄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阴，上系于舌，络于横骨，终于会厌。两泻其血脉，浊气
乃避。会厌之脉，上络任脉，取之天突，其厌乃发也。 

寒热第七十 
黄帝问于岐伯曰：寒热瘰? 在于颈腋者，皆何气使生？岐伯曰：此皆鼠? 寒热之毒气也，留于

脉而不去者也。 

黄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 之本，皆在于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其浮于脉中，而未
内着于肌肉，而外为脓血者，易去也。 

黄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请从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绝其寒热。审按其道以予之，徐
往徐来以去之，其小如麦者，一刺知，三刺而已。 

黄帝曰：决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视之，其中有赤脉，上下贯瞳子，见一脉，一岁死；
见一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而死。见赤脉不下贯
瞳子，可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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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客第七十一 
黄帝问于伯高曰：夫邪气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伯高曰：五谷入于胃

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营气者，
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节气者，出其悍气之慓
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五
脏六腑，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
则阳桥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 

黄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
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黄帝曰：善。此所谓决渎壅塞，经络大通，阴阳和得者也。
愿闻其方。伯高曰：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
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
故其病新发者，复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 

黄帝问于伯高曰：愿闻人之肢节以应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
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岛，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
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曰，人
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
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
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
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腘
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愿闻持针之数，内针之理，纵舍之意，扞皮开腠理，奈何？脉之屈折，出
入之处，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腑之输于身者，余愿尽闻其方。
岐伯曰：帝之所问，针道毕矣。 

黄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手太阴之脉，出于大指之端，内屈，循白肉际，至本节之后太渊，
留以澹，外屈，上于本节下，内屈，与阴诸络会于鱼际，数脉并注，其气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
屈，出于寸口而行，上至于肘内廉，入于大筋之下，内屈，上行臑阴，入腋下，内屈，走肺。此顺
行逆数之屈折也。心主之脉，出于中指之端，内屈，循中指内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两骨之间，
外屈，出两筋之间，上至肘内廉，入于小 

筋之下，留两骨之会，上入于胸中，内络于心脉。 

黄帝曰：手太阴之脉，独无俞，何也？岐伯曰：少阴，心脉也。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
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故诸邪之在于心者，
皆在于心之包络。包络者，心主之脉也，故独无俞焉。 

黄帝曰：少阴独无俞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经病而藏不病，故独取其经于掌后锐骨之端。
其余脉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少阴心主之脉行也。故本俞者，皆因其气之虚实疾徐以取之，
是谓因冲而泻，因衰而补，如是者，邪气得去，真气坚固，是谓因天之序。 

黄帝曰：持针纵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经脉之本末，皮肤之寒热，脉之盛衰滑涩。其
脉滑而盛者，病日进；虚而细者，久以持；大以涩者，为痛痹。阴阳如一者，病难治。其本末尚热
者，病尚在；其热以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坚脆，大小滑涩，寒温燥湿。因视目之
五色，以知五脏，而决死生。视其血脉，察其色，以知其寒热痛痹。 

黄帝曰：持针纵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针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静。先知虚实而行疾
徐。左手执骨，右手循之。无与肉果。泻欲端以正，补必闭肤。辅针导气，邪得淫泆，真气得居。 

黄帝曰：扞皮开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别其肤，微内而徐端之，适神不散，邪气得
去。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有八虚，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脏。黄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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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心有邪，其气留于两肘；肝有邪，其气流于两腋；脾有邪，其气留于两髀；肾有邪，其气留于两
腘。凡此八虚者，皆机关之室，真气之所过，血络之所游。邪气恶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则伤筋络
骨节；机关不得屈伸，故痀挛也。 

通天第七十二 
黄帝问于少师曰：余尝闻人有阴阳，何谓阴人？何谓阳人？少师曰：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

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遍明也。黄帝曰：愿略闻其意，有贤
人圣人，心能备而行之乎？少师曰：盖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
人。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 

黄帝曰：其不等者，可得闻乎？少师曰：太阴之人，贪而不仁，下齐湛湛，好内而恶出，心和
而不发，不务于时，动而后之，此太阴之人也。 

少阴之人，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心疾而无恩，
此少阴之人也。 

太阳之人，居处于于，好言大事，无能而虚说，志发乎四野，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
事虽败，而常无悔，此太阳之人也。 

少阳之人，諟谛好自责，有小小官，则高自宜，好为外交，而不内附，此少阳之人也。 

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
谭而不治，是谓至治。 

古之善用针艾者，视人五态，乃治之。盛者泻之，虚者补之。 

黄帝曰：治人之五态奈何？少师曰：太阴之人，多阴而无阳，其阴血浊，其卫气涩，阴阳不和，
缓筋而厚皮，不之疾泻，不能移之。 

少阴之人，多阴少阳，小胃而大肠，六腑不调，其阳明脉小，而太阳脉大，必审调之，其血易
脱，其气易败也。 

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必谨调之，无脱其阴，而泻其阳。阳重脱者易狂，阴阳皆脱者，暴死，
不知人也。 

少阳之人，多阳少阴，经小而络大，血在中而气外，实阴而虚阳。独泻其络脉，则强气脱而疾，
中气不足，病不起也。 

阴阳和平之人，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谨诊其阴阳，视其邪正，安容仪，审有余不足，盛则
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此所以调阴阳，别五态之人者也。 

黄帝曰：夫五态之人者，相与毋故，卒然新会，未知其行也，何以别之？少师答曰：众人之属，
不知五态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态之人不与焉。五态之人，尤不合于众者也。黄帝曰：别
五态之人，奈何？少师曰：太阴之人，其状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临临然长大，腘然未偻，此太
阴之人也。 

少阴之人，其状清然窃然，固以阴贼，立而躁崄，行而似伏，此少阴之人也。 

太阳之人，其状轩轩储储，反身折腘，此太阳之人也。 

少阳之人，其状立则好仰，行则好摇，其两臂两肘，则常出于背，此少阳之人也。 

阴阳和平之人，其状委委然，随随然，颙颙然，愉愉然，〓〓然，豆豆然，众人皆曰君子，此
阴阳和平之人也。 

官能第七十三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矣不可胜数，余推而论之，以为一纪。余司诵之，子

听其理，非则语余，请正其道，令可久传后世无患，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拜曰：
请听圣王之道。 

黄帝曰：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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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伐有过。知解结，知补虚泻实，上下气门，明通于四海。审其所在，寒热淋露以输异处，审于调
气，明于经隧，左右肢络，尽知其会。寒与热争，能合而调之，虚与实邻，知决而通之，左右不调，
把而行之，明于逆顺，乃知可治，阴阳不奇，故知起时。审于本末，察其寒热，得邪所在，万刺不
殆。知官九针，刺道毕矣。 

明于五俞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条理。言阴与阳，合于五行，五脏六腑，亦有所藏，四时
八风，尽有阴阳。各得其位，合于明堂，各处色部，五脏六腑。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温，
何经所在。审皮肤之寒温滑涩，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气所在。先得其道，稀而疏之，稍深以
留，故能徐入之。大热在上，推而下之；从上下者，引而去之；视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
留而补之；入于中者，从合泻之。针所不为 

，灸之所宜。上气不足，推而扬之；下气不足，积而从之；阴阳皆虚，火自当之。厥而寒甚，骨廉
陷下，寒过于膝，下陵三里。阴络所过，得之留止，寒入于中，推而行之；经陷下者，火则当之；
结络坚紧，火所治之。不知所苦，两蹻之下，男阴女阳，良工所禁，针论毕矣。 

用针之服，必有法则，上视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观百姓，审于虚实，无犯其邪。是
得天之灵，遇岁之虚，救而不胜，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乃言针意。 

法于往古，验于来今，观于窈冥，通于无穷。麤之所不见，良工之所贵。莫知其形，若神髣佛。 

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
有形无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 

是故工之用针也，知气之所在，而守其门户，明于调气，补泻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处。泻
必用员，切而转之，其气乃行，疾而徐出，邪气乃出，伸而迎之，遥大其穴，气出乃疾。补必用方，
外引其皮，令当其门，左引其枢，右推其肤，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静，坚心无解，欲微
以留，气下而疾出之，推其皮，盖其外门，真气乃存。用针之要，无忘其神。 

雷公问于黄帝曰：针论曰：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传？黄帝曰：各得其人，任
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愿闻官能奈何？黄帝曰：明目者，可使视色；聪耳者，可使听音；
捷疾辞语者，可使传论；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
而兼诸方。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 病；爪苦手毒，为
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痹。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师无名。故
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传，此之谓也。手毒者，可使试按龟，置龟于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
而死矣，手 

甘者，复生如故也。 

论疾诊尺第七十四 
黄帝问岐伯曰：余欲无视色持脉，独调其尺，以言其病，从外知内，为之奈何？岐伯曰：审其

尺之缓急小大滑涩，肉之坚脆，而病形定矣。 

视人之目窠上微痈，如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咳，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风水肤胀也。 

尺肤滑，其淖泽者，风也。尺肉弱者，解并，安卧脱肉者，寒热，不治。尺肤滑而泽脂者，风
也。尺肤涩者，风痹也。尺肤麤如枯鱼之鳞者，水泆饮也。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甚
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肤寒，其脉小者，泄、少气。尺肤炬然，先热后寒者，寒热也；尺肤先寒，
久大之而热者，亦寒热也。 

肘所独热者，腰以上热；手所独热者，腰以下热。肘前独热者，膺前热；肘后独热者，肩背热。
臂中独热者，腰腹热；肘后麤以下三四寸热者，肠中有虫。掌中热者，腹中热；掌中寒者，腹中寒。
鱼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 

尺炬然热，人迎大者，当本血；尺坚大，脉小甚，少气，免有加，立死。 

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黄在脾，黑在肾。黄色不可名者，病在胸中。 

诊目痛，赤脉从上下者，太阳病；从下上者，阳明病；从外走内者，少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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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寒热，赤脉上下至瞳子，见一脉一岁死；见一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
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死。 

诊龋齿痛，按其阳之来，有过者独热，在左左热，在右右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 

诊血脉者，多赤多热，多青多痛，多黑为久痹，多赤、多黑、多青皆见者，寒热。 

身痛而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也。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 

人病，其寸口之脉，与人迎之脉小大等，及其浮沉等者，病难已也。 

女子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 

婴儿病，其头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间青脉起者掣痛。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
飧泄，脉小，手足温，泄易也。 

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阴主寒，阳主热，故寒甚则热，热甚则寒，故
曰寒生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 

故曰：冬伤于寒，春生病热；春伤于风，夏生飧泄肠僻，夏伤于暑，秋生疟；秋伤于湿，冬生
咳嗽。是谓四时之序也。 

刺节真邪第七十五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有五卫，奈何？岐伯曰：固有五卫，一曰振埃，二曰发蒙，三曰去爪，

四曰彻衣，五曰解惑。黄帝曰：夫子言五卫，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经去阳病也；发
蒙者，刺腑俞，去腑病也；去爪者，刺关节肢络也；彻衣者，尽刺诸阳之奇俞也；解惑者，尽知调
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 

黄帝曰：刺卫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经，去阳病，余不知其所谓也。愿卒闻之。岐伯曰：振埃
者，阳气大逆，上满于胸中，愤瞋肩息，大气逆上，喘喝坐伏，病恶埃烟，饲不得息，请言振埃，
尚疾于振埃。黄帝曰：善。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黄帝曰：其咳上气穷拙胸痛者，取之奈
何？岐伯曰：取之廉泉。黄帝曰：取之有数乎？岐伯曰：取天容者，无过一里，取廉泉者，血变而
止。帝曰：善哉。 

黄帝曰：刺卫言发蒙，余不得其意。夫发蒙者，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夫子乃言刺腑俞，去腑
病，何输使然，愿闻其故。岐伯曰：妙乎哉问也。此刺之大约，针之极也，神明之类也，口说书卷，
犹不能及也，请言发蒙耳，尚疾于发蒙也。黄帝曰：善。愿卒闻之。岐伯曰：刺此者，必于日中，
刺其听宫，中其眸子，声闻于耳，此其输也。黄帝曰：善。何谓声闻于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坚按
其两鼻窍，而疾偃其声，必应于针也。黄帝曰：善。此所谓弗见为之，而无目视，见而取之，神明
相得者也。 

黄帝曰：刺卫言去爪，夫子乃言刺关节肢络，愿卒闻之。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关节也；肢
胫者，人之管以趋翔也；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
液内溢，乃下留于睪，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趋翔不能。此病荣然有水，不上不下，铍
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帝曰：善。 

黄帝曰：刺卫言彻衣，夫子乃言尽刺诸阳之奇俞，未有常处也。愿卒闻之。岐伯曰：是阳气有
余，而阴气不足，阴气不足则内热，阳气有余则外热，内热相搏，热于怀炭，外畏绵帛近，不可近
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闭塞，则汗不出，舌焦唇槁，腊干益燥，饮食不让美恶。黄帝曰：善。取之
奈何？岐伯曰：取之于其天府大杼三痕，又刺中膂，以去其热，补足手太阴，以去其汗，热去汗稀，
疾于彻衣。黄帝曰：善。 

黄帝曰：刺卫言解惑，夫子乃言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
大风在身，血脉偏虚，虚者不足，实者有余，轻重不得，倾侧宛伏，不知东西，不知南北，乍上乍
下，乍反乍复，颠倒无常，甚于迷惑。黄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泻其有余，补其不足，阴
阳平复，用针若此，疾于解惑。黄帝曰：善。请藏之灵兰之室，不敢妄出也。 

黄帝曰：余闻刺有五邪，何谓五邪？岐伯曰：病有持痈者，有容大者，有狭小者，有热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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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者，是谓五邪。黄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过五章，瘅热消灭，肿聚散亡，
寒痹益温，小者益阳；大者必去，请道其方。 

凡刺痈邪，无迎陇，易俗移性。不得脓，脆道更行，去其乡，不安处所乃散亡，诸阴阳过痈者，
取之其输泻之。 

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夺其有余，乃益虚。剽其通，针其邪，肌肉亲视之，毋有反其真，刺诸
阳分肉间。 

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远近尽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
乃自费，刺分肉间。 

凡刺热邪，越而苍，出游不归，乃无病。为开通，辟门户，使邪得出，病乃已。 

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门户已闭，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存也。 

黄帝曰：官针奈何？岐伯曰：刺痈者，用铍针；刺大者，用锋针；刺小者，用员利针；刺热者，
用纔针；刺寒者，用毫针也。 

请言解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故可为解。下有渐洳，上生苇蒲，此所以知
形气之多少也。阴阳者，寒暑也，热则滋雨而在上，根茎少汁，人气在外，皮肤缓，腠理开，血气
减，汗大泄，皮淖泽。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血气强，肉坚涩。当
是之时，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击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脉凝结，坚搏
不往来者，亦未可即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脉犹是也。治
厥者，必先熨调和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之，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视其病，脉
淖泽者，刺而平之；坚紧者，破而散之，气下乃止，此所谓以解结者也。 

用针之类，在于调气，气积于胃，以通营卫，各行其道。宗气留于海，其下者，注于气街，其
上者，走于息道。故厥在于足，宗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调，弗能取之。 

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六经调
者，谓之不病，虽病，谓之自已也。一经上实下虚而不通者，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令之不通，
视而泻之，此所谓解结也。 

上寒下热，先刺其项太阳，久留之，已刺则熨项与肩胛，令热下合乃止，此所谓推而上之者也。
上热下寒，视其虚脉而陷之于经络者，取之，气下乃止，此所谓引而下之者也。 

大热遍身，狂而妄见妄闻妄言，视足阳明及大络取之，虚者补之，血而实者泻之。因其偃卧，
居其头前，以两手四指挟按颈动脉，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复止如前，热去乃止，此
所谓推而散之者也。 

黄帝曰：有一脉生数十病者，或痛，或痈，或热，或寒，或痒，或痹，或不仁，变化无穷，其
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气之所生也。黄帝曰：余闻气者，有真气，有正气，有邪气。何谓真气？
岐伯曰：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正气者，正风也，从一方来，非实风，又非虚风
也。邪气者，虚风之贼伤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风者，其中人也浅，合而自去，其气来
柔弱，不能胜真气，故自去。 

虚邪之中人也，洒晰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其入深，内搏于骨，则为骨痹；搏于筋，则为筋
挛；搏于脉中，则为血闭，不通则为痈。搏于肉，与卫气相搏，阳胜者，则为热，阴胜者，则为寒。
寒则真气去，去则虚，虚则寒搏于皮肤之间。其气外发，腠理开，毫毛摇，气往来行，则为痒。留
而不去，则痹。卫气不行，则为不仁。 

虚邪偏容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荣卫，荣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其邪气浅
者，脉偏痛。 

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着，寒胜其热，则骨疼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
肌为脓，内伤骨，内伤骨为骨蚀。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气居其间而不反，发为筋溜。有所
结，气归之，卫气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为肠溜。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
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有所结，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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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骨，气因于骨，骨与气并，日以益大，则为骨疽。有所结，中于肉，宗气归之，邪留而不去，有
热则化而为脓，无热则为肉疽。凡此数气者，其发无常处，而有常名也。 

卫气行第七十六 
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卫气之行，出入之合，何如？岐伯曰：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

为经，卯酉为纬。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
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
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藏。 

是故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循项下足太阳，循背下至小趾之端。其散者，
别于目锐眦，下手太阳，下至手小指之间外侧。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足少阳，注小趾次趾之间。
以上循手少阳之分侧，下至小指之间。别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颔脉，注足阳明以下行，至跗上，入
五趾之间。其散者，从耳下下手阳明，入大指之间，入掌中。其至于足也，入足心，出内踝，下行
阴分，复合于目，故为一周。 

是故日行一舍，人气行一周与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气行三周于身与十分身之六；日行三
舍，人气行于身五周与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气行于身七周与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气行
于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气行于身十周与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气行于身十二周在身与十分身
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气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与十分身之二，阳尽于阴，阴受气矣。其始入于阴，
常从足少阴注于肾，肾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复注于肾为周。是故夜行一舍，
人气行于阴藏一周与十分藏之八，亦如阳行之二十五周，而复合于目。阴阳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
分身之四，与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卧起之时，有早晏者，奇分不尽故也。 

黄帝曰：卫气之在于身也，上下往来不以期，候气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长
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后常以平旦为纪，以夜尽为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
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毋已，日入而止，随日之长短，各以为纪而刺之。谨候其时，病可与期，
失时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实者，刺其来也，刺虚者，刺其去也。此言气存亡之时，以候虚
实而刺之，是故谨候气之所在而刺之，是谓逢时。在于三阳，必候其气在于阳而刺之，病在于三阴，
必候其气在阴分而刺之。 

水下一刻，人气在太阳；水下二刻，人气在少阳；水下三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四刻，人气在
阴分。水下五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六刻，人气在少阳；水下七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八刻，人气
在阴分。水下九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刻，人气在少阳；水下十一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十二刻，
人气在阴分。水下十三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四刻，人气在少阳；水下十五刻，人气在阳明；水
下十六刻，人气在阴分。水下十七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八刻，人气在少阳；水下十九刻，人气
在阳明；水下二十刻，人气在阴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气在太阳；水下二十二刻，人气在少阳；水
下二十三刻，人气在阳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气在阴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气在太阳，此半日之度
也。从房至毕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回行一舍，水下三刻与七分刻之四。大要曰：常以
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气在太阳，是故日行一舍，人气行三阳行与阴分，常如是无已，天与地同纪，
纷纷纷纷，终而复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尽矣。 

九宫八风第七十七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

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
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 

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数所在日，从一处至九日，复返于一。常如是无已，终
而复始。 

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以其日风雨则吉，岁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则多雨，后之则多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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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占在相；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占在吏；太
一在秋分之日有变，占在将；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占在百姓。所谓有变者，太一居五宫之日，病
风折树木，扬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贵贱。因视风所从来而占之，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
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
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 

是故太一入徙立于中宫，乃朝八风，以占吉凶也。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
于心，外在于脉，气主热。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气主为
弱。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肺，外在于皮肤，其气主为燥。风从西北方来，名
曰折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小肠，外在于手太阳脉，脉绝则溢，脉闭则结不通，善暴死。风从北方
来，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外在于骨与肩背之膂筋，其气主为寒也。风从东北方来，
名曰凶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大肠，外在于两胁腋骨下及肢节。风从东方来，名曰婴兀风，其伤人
也，内舍于肝，外在于筋纽，其气主为身湿。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胃，外
在肌肉，其气主体重。此八风皆从其虚之乡来，乃能病人。三虚相搏，则为暴病卒死。两实一虚，
病则为淋露寒热。犯其两湿之地，则为痿。故圣人避风，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虚而偏中于邪风，则
为仆偏枯矣。 

九针论第七十八 
黄帝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矣，余犹不能寤，敢问九针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

九针者，天地之大数也，始于一而终于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时，五
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风，九以法野。 

 

黄帝曰：以针应九之数，奈何？岐伯曰：夫圣人之起天地之数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
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黄锺数焉，以针应数也。 

一者，天也。天者，阳也。五藏之应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盖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
阳也。故为之治针，必以大其头而锐其末，令无得深入而阳气出。 

二者，地也。人之所以应土者，肉也。故为之治针，必筩其身而员其末，令无得伤肉分，伤则
气得竭。 

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故为之治针，必大其身而员其末，令可以按脉物陷，
以致其气，令邪气独出。 

四者，时也。时者，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病者也。故为之治针，必筩其身而锋其末，
令可以泻热出血，而痼病竭。 

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阴与阳别，寒与热争，两气相搏，合为痈脓者也。
故为之治针，必令其末如剑锋，可以取大脓。 

六者，律也。律者，调阴阳四时而合十二经脉，虚邪客于经络而为暴痹者也。故为之治针，必
令尖如厘，且员其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 

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窍，邪之所客于经，而为痛痹，合于经络者也。故为之治针，令尖
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气因之，真邪俱往，出针而养者也。 

八者，风也。风者，人之股肱八节也。八正之虚风，八风伤人，内舍于骨解腰脊节腠理之间为
深痹也。故为之治针，必长其身，锋其末，可以取深邪远痹。 

九者，野也。野者，人之节解皮肤之间也。淫邪流溢于身，如风水之状，而留不能过于机关大
节者也。故为之治针，令尖如挺，其锋微员，以取大气之不能过于关节者也。 

黄帝曰：针之长短有数乎？岐伯曰：一曰铁针者，取法于巾针，去末寸半，卒锐之，长一寸六
分，主热在头身也。二曰员针，取法于絮针，其身而卵其锋，长一寸六分，主治分间气。三曰提针，
取法于黍粟之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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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寸半，主按脉取气，令邪出。四曰锋针，取法于絮针，其身，锋其末，长一寸六分，主痈热出
血。五曰铍针，取法于剑锋，广二分半，长四寸，主大痈脓，两热争者也。六曰员利针，取法于厘
针，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内也，长一寸六分。主取痈痹者也。七曰毫针，取注于毫毛，长
一寸六分，主寒热痛痹在络者也。八曰长针，取法于綦针，长七寸，主取深邪远痹者也。九曰大针，
取法于锋针，其锋微员，长四寸，主取大气不出关节者也。针形毕矣，此九针大小长短法也。 

黄帝曰：愿闻身形，应九野，奈何？岐伯曰：请言身形之应九野也，左足应立春，其日戊寅己
丑。左胁应春分，其日乙卯。左手应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头应夏至，其日丙午。右手应立
秋，其中戊申己末。右胁应秋分，其日辛酉。右足应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窍应冬至，其日
壬子。六腑下三脏应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处。
所主左右上下身体有痈肿者，欲治之，无以其所直之日溃治之，是谓天忌日也。 

形东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于灸刺。形苦志东，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东志东，病生于肉，
治之以针石。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喝，治之以甘药。形数惊恐，筋脉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
摩谬药。是谓形。 

五脏气，心主噫，肺主咳，肝主语，脾主吞，肾主欠。 

六腑气，胆为怒，胃为气逆秽，大肠小肠为泄，膀胱不约为遗溺，下焦溢为水。 

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淡入胃，是谓五味。 

五并：精气并肝则忧，并心则喜，并肺则悲，并肾则恐，并脾则畏，是谓五精之气，并于脏也。 

五恶：肝恶风，心恶热，肺恶寒，肾恶燥，脾恶湿，此五脏气所恶也。 

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肾主唾，脾主液，此五液所出也。 

五劳：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此五久劳所病也。 

五走：酸走筋，辛走气，苦走血，咸走骨，甘走肉，是谓五走也。 

五裁：病在筋，无食酸；病在气，无食辛；病在骨，无食咸；病在血，无食苦；病在肉，无食
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 

五发：阴病发于骨，阳病发于血，阴病发于肉，阳病发于冬，阴病发于夏。 

五邪：邪入于阳，则为狂；邪入于阴，则为血瘅；邪入于阳，转则为癫疾；邪入于阴，转则为
瘖；阳入于阴，病静；阴出之于阳，病喜怒。 

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也。 

五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肾主骨。 

阳明多血多气，太阳多血少气，少阳多气少血，太阴多血少气，厥阴多血少气，少阴多气少血。
故曰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血恶气，刺厥阴出血恶气，刺少
阴出气恶血也。 

足阳明太阴为里表，少阳厥阴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是谓足之阴阳也。手阳明太阴为表里，
少阳心主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是谓手之阴阳也。 

岁露论第七十九 
黄帝问于岐伯曰：经言夏日伤暑，秋病疟，疟之发以时，其故何也？岐伯对曰：邪客于风府，

病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常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于脊背也。
故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气入，邪气入则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卫气之行风府，日
下一节，二十一日下至尾底，二十二日入脊内，注于伏冲之脉，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气上
行，故其病稍益至。其内搏于五脏，横连募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日作，故次日乃蓄
积而作焉。 

黄帝曰：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乃发，发则邪入焉。其卫气日下一节，则不当风府，奈何？岐
伯曰：风府无常，卫气之所应，必开其腠理，气之所舍节，则其府也。 

黄帝曰：善。夫风之与疟也，相与同类，而风常在，而疟特以时休，何也？岐伯曰：风气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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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疟气随经络，沉以内搏，故卫气应，乃作也。帝曰：善。 

黄帝问于少师曰：余闻四时八风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则皮肤急而腠理闭；暑则皮肤缓而腠
理开。贼风邪气，因得以入乎？将必须八正虚邪，乃能伤人乎？少师答曰：不然。贼风邪气之中人
也，不得以时，然必因其开也，其入深，其内极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闭也，其入浅以留，其
病也，徐以迟。 

黄帝曰：有寒温和适，腠理不开，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师答曰：帝弗知邪入乎。虽平居
其腠理开闭缓急，其故常有时也。黄帝曰：可得闻乎？少师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郗，烟垢着，当是之时，虽遇贼风，
其入浅不深。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
毛发残，胶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黄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师答曰：三虚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实者邪不能伤人
也。黄帝曰：愿闻三虚。少师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因为贼风所伤，是谓三虚。故
论不知三虚，工反为麤。帝曰：愿闻三实。少师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满，得时之和，虽有贼风邪
气，不能危之也。黄帝曰：善乎哉论！明乎哉道！请藏之金匮，命曰三实。然，此一夫之论也。 

黄帝曰：愿闻岁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师曰：此八正之候也。黄帝曰：候之奈何？少
师曰：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于叶蛰之宫，其至也，天必应之以风雨者矣。风雨从南方来
者，为虚风，贼伤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万民皆卧而弗犯也，故其岁民少病。其以昼至者，万民
懈惰而皆中于虚风，故万民多病。虚邪入客于骨而不发于外，至其立春，阳气大发，腠理开，因立
春之日，风从西方来，万民又皆中于虚风，此两邪相搏，经气结代者矣。故诸逢其风而遇其雨者，
命曰遇岁露焉，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
矣。 

黄帝曰：虚邪之风，其所伤贵贱何如，候之奈何？少师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宫，其
日西北风，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风，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风行，民病多
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风，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时北风，秋，民多死。终日北风，
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风从南方来，命曰旱乡；从西方来，命曰白骨，将国有殃，人多死亡。
正月朔日，风从东方来，发屋，扬沙石，国有大灾也。正月朔日，风从东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
朔日，天和温不风粜贱，民不病；天寒而风，粜贵，民多病。此所谓候岁之风，残伤人者也。二月
丑不风，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温，民多寒热；四月已不暑，民多瘅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
诸所谓风者，皆发屋，折树木，扬沙石起毫毛，发腠理者也。 

大惑论第八十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尝上于清冷之台，中阶而顾，匍匐而前，则惑。余私异之，窃内怪之，独

瞑独视，安心定气，久而不解。独博独眩，披发长跪，俛而视之，后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气
使然？岐伯对曰：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
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
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故邪中于项，因逢其身之虚，其入深，则随眼系以入于脑。入于脑则脑转，
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则精散。精散则视歧，视歧
见两物。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故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
是故瞳子黑眼法于阴，白眼赤脉法于阳也。故阴阳合传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
故神精乱而不转。卒然见非常处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黄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东苑，未曾不惑，去之则复，余唯独为东苑劳神乎？何其异也？岐
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恶，卒然相惑，则精气乱，视误，故惑，神移乃复。是故间者为
迷，甚者为惑。 

黄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气使然？岐伯曰：上气不足，下气有余，肠胃实而心肺虚。虚则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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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于下，久之不以时上，故善忘也。 

黄帝曰：人之善饥而不嗜食者，何气使然？岐伯曰：精气并于脾，热气留于胃，胃热则消谷，
谷消故善饥。胃气逆上，则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黄帝曰：病而不得卧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
阳气满则阳蹻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 

黄帝曰：病目而不得视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卫气留于阴，不得行于阳，留于阴则阴气盛，
阴气盛则阴蹻满，不得入于阳则阳气虚，故目闭也。 

黄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此人肠胃大而皮肤湿，而分肉不解焉。肠胃大则卫
气留久；皮肤湿则分肉不解，其行迟。夫卫气者，昼日常行于阳，夜行于阴，故阳气尽则卧，阴气
尽则寤。故肠胃大，则卫气行留久；皮肤湿，分肉不解，则行迟。留于阴也久，其气不清，则欲瞑，
故多卧矣。其肠胃小，皮肤滑以缓，分肉解利，卫气之留于阳也久，故少瞑焉。 

黄帝曰：其非常经也，卒然多卧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邪气留于上焦，上焦闭而不通，已食若饮汤，卫气留久于阴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 

黄帝曰：善。治此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脏腑，诛其小过，后调其气，盛者泻之，虚者补
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乐，定乃取之。 

痈疽第八十一 
黄帝曰：余闻肠胃受谷，上焦出气，以温分肉，而养骨节，通腠理。中焦出气如露，上注溪谷，

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血和则孙脉先满溢，乃注于络脉，皆盈，乃注于经脉，阴阳
已张，因息乃行。行有经纪，周有道理，与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调之，从虚去实，泻则不足，
疾则气减，留则先后。从实去虚，补则有余，血气已调，形气乃持。余已知血气之平与不平，未知
痈疽之所从生，成败之时，死生之期，有远近，何以度之，可得闻乎？ 

岐伯曰：经脉留行不止，与天同度，与地合纪。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蚀；地经失纪，水道流溢，
草萓不成，五谷不殖；径路不通，民不往来，巷聚邑居，则别离异处。血气犹然，请言其故。夫血
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
归之，不得复反，故痈肿。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腐肉，肉腐则为脓。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骨，
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泻，血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熏于五脏，藏伤故
死矣。 

黄帝曰：愿尽闻痈疽之形，与忌曰名。岐伯曰：痈发于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
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其化为脓者，泻则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 

发于颈，名曰夭疽。其痈大以赤黑，不急治，则热气下入渊腋，前伤任脉，内熏肝肺。熏肝肺，
十余日而死矣。 

阳留大发，消脑留项，名曰脑烁。其色不乐，项痛而如刺以针。烦心者，死不可治。 

发于肩及臑，名曰疵痈。其状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脏。痈发四五日，逞?
之。 

发于腋下赤坚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细而长，疏砭之，涂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
其痈坚而不溃者，为马刀挟瘿，急治之。 

发于胸，名曰井疽。其状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 

发于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状如谷实〓〓，常苦寒热，急治之，去其寒热，十岁死，死后出
脓。 

发于胁，名曰败疵。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痈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
小豆，坐陵翘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
已。 

发于股胫，名曰股胫疽。其状不甚变，而痈脓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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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于尻，名曰锐疽。其状赤坚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 

发于股阴，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两股之内，不治，十日而当死。 

发于膝，名曰疵痈。其状大，痈色不变，寒热，如坚石，勿石，石之者死，须其柔，乃石之者，
生。 

诸痈疽之发于节而相应者，不可治也。发于阳者，百日死；发于阴者，三十日死。 

发于胫，名曰兔啮，其状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 

发于内踝，名曰走缓。其状痈也，色不变，数石其输，而止其寒热，不死。 

发于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状大痈，急治之，百日死。 

发于足傍，名曰厉痈。其状不大，初如小指，发，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辄益，不治，百日
死。 

发于足趾，名脱痈。其状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斩之，不则死矣。 

黄帝曰：夫子言痈疽，何以别之？岐伯曰：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则卫气
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然不能陷，骨髓不为
焦枯，五脏不为伤，故命曰痈。 

黄帝曰：何谓疽？岐伯曰：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气竭，当其痈下，筋
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坚，上如牛领之皮。痈者，其皮上薄以泽。此其候也。 

黄帝内经素问译解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
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 

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
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
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 

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 

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帝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尽邪？将天数然也？ 

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 

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 

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 

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 

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 

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 

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 

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 

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 

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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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 

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 

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 

八八则齿发去。 

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 

今五脏皆衰，筋骨解堕，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寿过度，气脉常通，而肾气有余也。此
虽有子，男子不过尽八八，女子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岁，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角，身年虽寿，能生子也。 

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
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
视听八远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
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
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
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 
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

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实寒变，奉长者少。 

夏三月，此为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勿怒，使华英成秀，使
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
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
者少。 

冬三月，此为闭藏。水冰地坼，勿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
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极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
奉生者少。 

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 

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 

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恶气不发，风雨不节，白露不下，则菀?不荣。贼
风数至，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 

唯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万物不失，生气不竭。 

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 

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 

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 

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
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
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
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 

是故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己成而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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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黄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岛、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 

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 

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 

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解散，此谓自伤，气之削
也。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 

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 

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 

体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 短，小筋驰长。? 短为拘，驰长为痿。 

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 

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
都，汨汨乎不可止。 

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 

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 

汗出偏沮，使人偏枯。 

汗出见湿，乃生痤疿。 

高梁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 

劳汗当风，寒薄为〓，郁乃痤。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 

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 

陷脉为? ，留连肉腠。 

俞气化薄，传为善畏，及为惊骇。 

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 

魄汗未尽，形弱而气烁，穴俞以闭，发为风疟。 

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 

故病久则传化，上下不并，良医弗为。 

故阳畜积病死，而阳气当隔。隔者当泻，不亟正治，粗乃败之。 

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
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岐伯曰：阴者藏精而起极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
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 

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
气立如故。 

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 

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 

因而大饮，则气逆。 

因而强力，肾气乃伤，高骨乃坏。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 

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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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因于露风，乃生寒热。 

是以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 

夏伤于暑，秋为痎疟。 

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 

冬伤于寒，春必温病。 

四时之气，更伤五脏。 

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 

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 

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 

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 

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 

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 

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金匮真言论篇第四 
黄帝问曰：天有八风，经有五风，何谓？ 

岐伯对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 

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 

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肋；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
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 

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肢。 

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痹厥。 

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肋；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
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 

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此平人脉法也。 

故曰：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
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 

故人亦应之，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
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
阳。 

所以欲知阴中之阴，阳中之阳者，何也？为冬病在阴，夏病在阳，春病在阴，秋病在阳，皆视
其所在，为施针石也。 

故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阴中之阳肝也；
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 

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 

帝曰：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 

岐伯曰：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
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
其臭臊。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于心，故病在五脏。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
应四时，上为荧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征，其数七，其臭焦。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
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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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
应四时，上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溪。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
其应四时，上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 

故善为脉者，谨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
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也，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治病必求于本。 

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燥，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 

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胀。此
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 

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 

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 

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 

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 

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 

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 

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 

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 

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 

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 

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 

寒伤形，热伤气。气伤痛，形伤肿。故先痛而后肿者气伤形也，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 

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泻。 

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 

暴怒伤阴，暴喜伤阳。 

厥气上行，满脉去形。 

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 

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 

故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
嗽。 

帝曰：余闻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
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
其信然乎。 

岐伯对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
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
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
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
体为脉，在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征，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
喜。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 



黄帝内经 

 

 61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
为肉，在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
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在肾，肺主鼻。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
在体为皮毛，在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味为辛，在
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
在体为骨，在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
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寒伤血，燥胜寒，咸伤血，甘胜咸。 

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
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故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 

帝曰：法阴阳奈何？ 

岐伯曰：阳盛则身热，腠理闭，喘麤为之俛抑，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
夏。 

阴胜则身寒，汗出身长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此阴阳更胜之变，
病之形能也。 

帝曰：调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 

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
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 

故曰：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故同出而名异耳。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
有余而耳目聪明，身体强健，老者复壮，壮者益治。 

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
治身也。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
足不如右强也。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
手足不便。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故俱
感于邪，其在上则右甚，在下则左甚，此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理，故能为万物之父母。 

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 

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 

天地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 

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 

以天地为之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右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暴气象雷，逆气象阳。 

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
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 

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腑；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 

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
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
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沈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 

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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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补之以味。 

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 

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栗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 

审其阴阳，以别柔刚。 

阳病治阴，阴病治阳。 

定其血气，各守其乡。 

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阴阳离合篇第六 
黄帝问曰：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

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 

岐伯对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 

天覆地载，万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阴处，名曰阴中之阴；则出地者，命曰阴中之阳。 

阳予之正，阴为之主。故生因春，长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夫常则天地四塞。阴阳之变，其
在人者，亦数之可数。 

帝曰：愿闻三阴三阳之离合也。岐伯曰：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
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名曰阴中之阳。 

中身而上名曰广明。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阳明根起于厉兑，名曰阴中之
阳。 

厥阴之表，名曰少阳。少阳根起于窍阴，名曰阴中之少阳。 

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
阳。 

帝曰：愿闻三阴？岐伯曰：外者为阳。内者为阴。然则中为阴，其冲在下，名曰太阴，太阴根
起于隐白，名曰阴中之阴。 

太阴之后，名曰少阴，少阴根起于涌泉，名曰阴中之少阴。 

少阴之前，名曰厥阴，厥阴根起于大敦，阴之绝阳，名曰阴之绝阴。 

是故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沉，名曰一
阴。 

阴阳倈倈，积传为一周，气里形表，而为相成也。 

阴阳别论篇第七 
黄帝问曰：人有四经，十二从，何谓？岐伯对曰：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

应十二脉。 

脉有阴阳，知阳者知阴，知阴者知阳。 

凡阳有五，五五二十五阳。 

所谓阴者，真脏也。见则为败，败必死也。 

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 

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生死之期。 

三阳在头，三阴在手，所谓一也。 

别于阳者，知病忌时，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 

谨熟阴阳，无与众谋。 

所谓阴阳者，去者为阴，至者为阳，静者为阴，动者为阳，迟者为阴，数者为阳。 

凡持真脉之藏脉者，肝主悬绝急，十八日死；心至悬绝，九日死；肺至悬绝，十二日死；肾至
悬绝，七日死；脾至悬绝，四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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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 

曰：三阳为病，发寒热，下为痈肿，及为痿厥，[月专][疒肙]；其传为索泽，其传为? 疝。 

曰：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其传为心掣，其传为隔。 

二阳一阴发病，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风厥。 

二阴一阳发病，善胀、心满善气。 

三阴三阳发病，为偏枯萎易，四肢不举。 

鼓一阳曰钩，鼓一阴曰毛，鼓阳胜急曰弦，鼓阳至而绝曰石，阴阳相过曰溜。 

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呜。 

阴之所生，和本曰和。 

是故刚与刚，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 

淖则刚柔不和，经气乃绝。 

死阴之属，不过三日而死，生阳之属，不过四日而死。 

所谓生阳死阴者，肝之心谓之生阳，心之肺谓之死阴，肺之肾谓之重阴，肾之脾谓之辟阴，死
不治。 

结阳者，肿四支。 

结阴者，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 

阴阳结斜，多阴少阳曰石水，少腹肿。 

二阳结，谓之消。 

三阳结，谓之隔。 

三阴结，谓之水。 

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 

阴搏阳别，谓之有子。 

阴阳虚，肠澼死。 

阳加于阴，谓之汗。 

阴虚阳搏，谓之崩。 

三阴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阴俱搏，十三日夕时死；一阴俱搏，十日死；三阳搏且鼓，三日
死；三阴三阳俱搏，心腹满，发尽不得隐曲，五日死；二阳俱搏，其病温，死不治，不过十日死。 

灵兰秘典论篇第八 
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脏之相使，贵贱何如？ 

岐伯对曰：悉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 

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 

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 

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 

脾胃者，食廪之官，五味出焉。 

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 

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没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
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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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闵闵之当，孰者为良。 

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黄帝曰：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齐戒择吉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
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 

六节藏象论篇第九 
黄帝问焉：余闻以六六之节，以成一岁，人以九九制会，计人亦有三百六十五节，以为天地，

久矣。不知其所谓也？ 

岐伯对曰：昭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夫六六之节，九九制会者，所以正天之度，气之数也。天
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气数者，所以纪化生之用也。 

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
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 

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天度毕矣。 

帝曰：余已闻天度矣。愿闻气数，何以合之？岐伯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天有十
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覆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岛九窍，皆通乎天气。 

故其生五，其气三。 

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形脏四，
神脏五，合为九脏以应之也。 

帝曰：余已闻六六九九之会也，夫子言积气盈阔，愿闻何谓气？请夫子发蒙解惑焉。岐伯曰：
此上帝所秘，先师传之也。帝曰：请遂闻之。岐伯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
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时立气布，如环无端，候
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 

帝曰：五运之始，如环无端，其太过不及如何？岐伯曰：五气更立，各有所胜，盛虚之变，此
其常也。 

帝曰：平气何如？岐伯曰，无过者也。 

帝曰：太过不及奈何？岐伯曰：在经有也。 

帝曰：何谓所胜？岐伯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
胜，各以气命其脏。 

帝曰：何以知其胜？岐伯曰：求其至也，皆归始春，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
所胜也。命曰气淫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
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所谓求其至者，气至之时也。谨候其时，气可与期，失时反候，五治不
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也。 

帝曰：有不袭乎？岐伯曰：苍天之气，不得无常也。气之不袭是谓非常，非常则变矣。 

帝曰：非常而变奈何？岐伯曰：变至则病，所胜则微，所不胜则甚。因而重感于邪则死矣，故
非其时则微，当其时则甚也。 

 

帝曰：善。余闻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少孰多，可得闻
乎？ 

岐伯曰：悉哉问也，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灵问，请陈其方。草生五色，五
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
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
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帝曰：脏象何如？ 



黄帝内经 

 

 65

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 

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 

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 

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
少阳。通于春气。 

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食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
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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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盛以上为格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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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以上为关格。关格之脉，赢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 

五藏生成篇第十 
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 

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 

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 

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 

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 

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稿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
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
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 

五脏之气，故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
此五色之见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
此五色之见生也。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生于肝，如以缟裹绀。生于脾，如
以缟裹括蒌实。生于肾，如以缟裹紫。此五脏所生之外荣也。 

色味当五脏，白当肺辛，赤当辛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碱。故白当皮，赤当脉，青
当筋，黄当肉，黑当骨。 

诸脉者，皆属于目；诸髓者，皆属于脑；诸筋者，皆属于节；诸血者，皆属于心；诸气者，皆
属于肺，此四肢八溪之朝夕也。故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
指受血而能摄。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痹，凝于脉者为泣、凝于足者为厥。此三者，血行而
不得反其空，故为痹厥也。人有大谷十二分，小溪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俞，此皆卫气所留止，邪
气之所客也，针石缘而去之。 

诊病之始，五决为纪。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所谓五决者，五脉也。 

是以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徇蒙招尤，目冥耳聋，下实上虚，过
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腹满〓胀，支膈胠胁、下厥上冒，过在足太阴阳明。咳嗽上气，厥在胸
中，过在手阳明太阴。心烦头痛，病在膈中，过在手巨阳少阴。 

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沈，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
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万全。 

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
从之。 

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实，惊，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热，得之醉而使
内也。 

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肢胠。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
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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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肢，汗出当
风。 

黑脉之至也，上坚而大。有积气在小腹与阴，名曰肾痹。得之沐浴，清水而卧。 

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
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五藏别论篇第十一 
黄帝问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不

知其道，愿闻其说。 

岐伯对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
不泻，名曰奇恒之府。 

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藏浊气，
名曰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 

魄门亦为五脏使，水谷不得久藏。 

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 

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所以然者，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
胃虚。 

故曰实而不满，满而不实也。 

帝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之主？岐伯说：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
养五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故五气入鼻，藏于心肺，
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 

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 

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
矣。 

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 
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 

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
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
来。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
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
宜灸炳。故灸炳者，亦从北方来。 

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
其民皆致 

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
引按蹻，故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 

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 
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己。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

或愈或不愈，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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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暮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
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己。 

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
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己也。 

帝曰：善。余欲临病人，观死生，决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闻乎？岐伯曰：色脉者，
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 

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
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 

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
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生道以长，命曰圣王。 

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汤液十日，以去八风五痹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苏草荄之枝，本末
为助，标本已得，邪气乃服。 

暮世之病也，则不然，治不本四时，不知日月，不审逆从，病形已成，乃欲微针其外，汤液治
其内，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 

帝曰：愿闻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极，无夫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逆从到行，标本不得，
亡神失国。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帝曰：余闻其要于夫子矣，夫子言不离色脉，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极于一。帝曰：何
谓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帝曰：奈何？岐伯曰：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
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 

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 
黄帝问曰：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对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时，故能至坚也。 

帝曰：上古圣人作汤液醪醴，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
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 

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 

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 

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应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谓神不使？岐伯曰：针石道也。
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营卫不可复收。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
精气弛坏，营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极微极精，必先入结于皮肤。今良工皆称曰病成，名曰逆，则针石不能
治，良药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数，亲戚兄弟远近音声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而病
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 

岐伯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
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 

岐伯曰：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剌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
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帝曰：善。 

玉版论要篇第十五 
黄帝问曰：余闻揆度奇恒，所指不同，用之奈何？岐伯对曰：揆度者，度病之浅深也；奇恒者，

言奇病也。请言道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 

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近以微，着之玉版，命曰合玉机。 

容色见上下左右，各在其要。其色见浅者，汤液主治，十日已。其见深者，必齐主治，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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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已。其见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色夭面脱不治，百日尽已。 

脉短气绝死，病温虚甚死。 

色见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为逆，下为从；女子右为逆，左为从；男子左为逆，右为从。易，
重阳死，重阴死。 

阴阳反他，治在权衡相夺，奇恒事也，揆度事也。 

搏脉痹躄，寒热之交。脉孤为消气，虚泄为夺血。孤为逆，虚为从。 

行奇恒之法，以太阴始。行所不胜曰逆胜，逆则死。行所胜曰从，从则活。八风四时之胜，终
而复始，逆行一过，不可复数，论要毕矣。 

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 
黄帝问曰：诊要何如？岐伯对曰：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 

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 

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 

七月八月阴气始杀，人气在肺。 

九月十月阴气始冰，地气始闭，人气在心。 

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人气在肾。 

故春刺散俞，及与分理，血出而止。甚者传气，间者环也。 

夏刺络俞，见血而止。尽气死循环，痛病必下。 

秋刺皮肤循理，上下同法，神变而止。 

冬刺俞窍于分理，甚者直下，间者散下。 

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
又且少气。 

春刺秋分，筋挛逆气环为咳嗽，病不愈，令人时惊，又且哭。 

春刺冬分，邪气着藏，令人胀，病不愈，又且欲言语。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堕。 

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中欲无言，惕惕如人将捕之。 

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气，时欲怒。 

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为，起而忘之。 

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且又善〓。 

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洒洒时寒。 

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卧不能眠，眠而有见。 

冬刺夏分，病不愈，气上发为诸痹。 

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 

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脏。中心者环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肾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膈者，
皆为伤中，其病虽愈，不过一岁必死。 

刺避五脏者，知逆从也。所谓从者，膈与脾肾之处，不知者反之。刺胸腹者，必以布憿着之，
乃从单布上刺，刺之不愈复刺。 

刺针必肃，刺肿摇针，经刺勿摇，此刺之道也。 

帝曰：愿闻十二经脉之终奈何？岐伯曰：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绝汗乃
出，出则死矣。 

少阳终者，耳聋、百节皆纵，目寰绝系。绝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 

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善惊、妄言、色黄。其上下经盛，不仁则终矣。 

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上下不通而终矣。 

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不通则面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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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毛焦而终矣。 

厥阴终者，中热溢干，善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此十二经之所败也。 

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 
黄帝问曰：诊法何如？岐伯对曰：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

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 

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 

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 

上盛则气急、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涩则心痛。 

浑浑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绵绵其去如弦绝死。 

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
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五色精微象见矣，其
寿不久也。 

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 

五脏者中之守也。中盛脏满气盛伤恐者，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言而微，终日乃复言
者，此夺气也。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
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 

夫五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
矣。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附，筋将惫矣。骨者髓之
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得强则生，失强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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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名曰关格。 

帝曰：脉其四时动奈何？知病之所在奈何？知病之所变奈何？知病乍在内奈何？知病乍在外奈
何？请问此五者，可得闻乎。 

岐伯曰：请言其与天运转大也。万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
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 

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阴阳有时，与脉为
期，期而相失，知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时。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
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 

是故声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阴阳。 

是知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 

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 

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 

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 

是故持脉有道，虚静为保。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
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内者按而纪之，知外者终而始之，此六者持
脉之大法。 

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其软而散者，当消环自己。 

肺脉搏坚而长，当病唾血；其软而散者，当病灌汗，至今不复散发也。 

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其软而散色泽者，当病溢饮，
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 

胃脉搏坚而长，其色赤，当病折髀，其软而散者，当病食痹。 

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当病少气；其软而散色不泽者，当病足[骨行]肿，若水状也。 

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而赤者，当病折腰；其软而散者，当病少血至今不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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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曰：诊得心脉而急，此为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当有形也。帝曰：何以
言之？岐伯曰：心为牡脏，小肠为之使，故曰少腹当有形也。 

帝曰：诊得胃脉，病形何如？岐伯曰：胃脉实则胀，虚则泄。 

帝曰：病成而变何谓？岐伯曰：风成为寒热，瘅成为消中，厥成为巅疾，久风为飧泄，脉风成
为疠。病之变化，不可胜数。 

帝曰：诸痈肿筋挛骨痛，此皆安生？岐伯曰：此寒气之肿，八风之变也。帝曰：治之奈何？岐
伯曰：比四时之病，以其胜治之愈也。 

帝曰：有故病五脏发动，因伤脉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征其脉
小色不夺者，新病也；征其脉不夺其色夺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夺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
五色俱不夺者新病也。肝与肾脉并至，其色苍赤，当病毁伤不见血，已见血 

湿若中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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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以候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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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
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 

粗大者，阴不足阳有余，为热中也。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巅疾。来徐去疾，上虚下实，
为恶风也。故中恶风者，阳气受也。 

有脉俱沉细数者，少阴厥也；沉细数散者，寒热也；浮而散者为朐仆。诸浮不躁者，皆在阳，
则为热；其有躁者在手，诸细而沉者，皆在阴，则为骨痛；其有静者在足。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
脉也。泄及便脓血。 

诸过者切之，涩者阳气有余也，滑者阴气有余也；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
阴阳有余则无汗而寒。 

推而外之，内而不外，有心腹积也。推而内之，外而不内，身有热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
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头项痛也。按之至骨，脉气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痹也。 

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 
黄帝问曰：平人何如？ 

岐伯对曰：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日平人。平人者
不病也。 

 

常以不病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 

人一呼脉一动，一吸脉一动，日少气。 

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痹。 

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脉绝不至曰死，乍疏乍数曰死。 

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 

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脏真散于肝，
肝脏筋膜之气也。 

长夏胃微软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软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脏真濡
于脾，脾藏肌肉之气也。 

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脏真通于心，
心藏血脉之气也。 

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脏真高于肺，
以行营卫阴阳也。 

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脏真下于肾，
肾藏骨髓之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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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鬲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 

盛喘数绝者，则在病中，结而横有积矣。绝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 

欲知寸口太过与不及，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头痛；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寸口脉中手
促上击者，曰肩脊痛；寸口脉沉而坚者，曰病在中；寸口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寸口脉沉而弱，
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寸口脉沉而横，曰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寸口脉沉而涩，曰寒热。 

脉盛滑坚者，曰病在外；脉小实而坚者，病在内。 

脉小弱以涩，谓之久病；脉滑浮而疾者，谓之新病。 

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脉滑曰风，脉涩曰痹，缓而滑曰热中，盛而坚曰胀。 

脉从阴阳，病易已；脉逆阴阳，病难已；脉得四时之顺，曰病无他；脉反四时及不间脏曰难已。 

 

臂多青脉曰脱血，尺脉缓涩，谓之解[亻亦]，安卧脉盛谓之脱血，尺涩脉滑谓之多汗，尺寒脉细
谓之后泄，脉尺粗常热者谓之热中。 

肝见庚辛死，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为真脏见，皆死。 

颈脉动喘疾咳曰水，目裹微肿如卧蚕起之状曰水。 

溺黄赤安卧者，黄疸。已食如饥者，胃疸。 

面肿曰风。足胫肿曰水。目黄者曰黄疸。 

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 

脉有逆从四时，未有脏形。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时也。 

风热而脉静，泄而脱血脉实，病在中脉虚，病在外脉坚涩者，皆难治，命曰反四时也。 

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脏脉不得胃气也。所
谓脉不得胃气者，肝不弦，肾不石也。 

太阳脉至，洪大以长；少阳脉至，乍数乍疏，乍短乍长；阳明脉至，浮大而短。 

夫平心脉来，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复以胃气为本。病心脉来，喘喘连属，其中微曲
曰心病。死心脉来，前曲后居，如操带钩曰心死。 

平肺脉来，厌厌聂聂，如落榆荚，曰肺平。秋以胃气为本。病肺脉来，不上不下，如循鸡羽，
曰肺病。死肺脉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 

平肝脉来，软弱招招，如揭长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气为本。病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
曰肝病。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 

平脾脉来，和柔相离，如鸡践地，曰脾平。长夏以胃气为本。病脾病来，实而盈数，如鸡举足，
曰脾病。死脾脉来，锐坚如鸟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 

平肾脉来，喘喘累累如钩，按之而坚曰肾平。冬以胃气为本。病肾脉来如引葛，按之益坚，曰
肾病。死肾脉来发如夺索，辟辟石弹石，曰肾死。 

玉机真藏论篇第十九 
黄帝问曰：春脉如弦，何如而弦？ 

岐伯对曰：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气来软弱，轻虚而滑，端直以
长，故曰弦，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气来实而强，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
病在中。帝曰：春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巅疾；其不
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下则两胁胠满。 

帝曰：善。夏脉如钩，何如而钩？岐伯曰：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故其
气来盛去衰，故曰钩，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气来盛去亦盛，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盛去反盛，此谓不
及，病在中。帝曰：夏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身热而肤痛，为浸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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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则令人烦心，上见咳唾，下为气泄。 

帝曰：善。秋脉如浮，何如而浮？岐伯曰：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以收成也。故
其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气来毛而中央坚，两傍虚，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毛而微，
此谓不及，病在中。帝曰：秋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逆气而背痛。愠愠
然，其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 

帝曰：善。冬脉如营，何如而营？岐伯曰：冬脉者，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含藏也。故
其气来沈以搏，故曰营，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气来如弹石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其去如数者，此谓不及，病
在中。帝曰：冬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解[亻亦]，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
其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眇中清，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 

帝曰：善。帝曰：四时之序，逆从之变异也，然脾脉独何主。岐伯曰：脾脉者土也，孤脏，以
灌四傍者也。 

帝曰：然而脾善恶可得见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帝曰：恶者何如可见？岐
伯曰：其来如水之流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如鸟之喙者，此谓不及，病在中。帝曰：夫子言脾为
孤脏，中央以灌四傍，其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四支不举，其不及则令人
九窍不通，名曰重强。 

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
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近以微，着之玉版，藏之脏腑，每旦读之，名曰玉
机。 

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
其所不胜，病乃死。此言气之逆行也，故死。 

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
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
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
暮也。 

黄帝曰：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
若六日。传五脏而当死，是顺传其所胜之次。 

故曰：别于阳者，知病从来；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言知至其所困而死。 

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 

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盛痹不仁肿病，当是
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痹，发咳上气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
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胁痛出食。当是之时，可按若刺耳。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痹，
腹中热，烦心，出黄。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 热而
痛，出白，一名曰蛊。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弗治，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瘈。当
此之时，可灸、可药。弗治，满十日，法当死。肾因传之心，心即复反传而行之肺，发寒热，法当
三岁死，此病之次也。 

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
令人有大病矣。 

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
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变及其传化。传，乘之名也。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期六月死，真脏脉见，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颈，期一月死。真脏见，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胭。真脏见，十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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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死。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髓内消，动作益衰。真脏来见，期一岁死，见其真脏，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腹内痛，心中不便，肩项身热，破胭脱肉，目眶陷。真脏见，
目不见人，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则死。 

急虚身中卒至，五脏绝闭，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如堕溺，不可为期。其脉绝不来，若人一
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脱，真脏虽不见，犹死也。 

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真心脉至，坚
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色
白赤不泽，毛折，乃死。真肾脉至，搏而绝，如指弹石，辟辟然，色黑黄不泽，毛折，乃死，真脾
脉至，弱而乍数乍疏，色黄青不泽，毛折，乃死。诸真脏脉者，皆死不治也。 

黄帝曰：见真脏曰死，何也？岐伯曰：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脏气者，不能
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故五脏各以其时，自为而至于手太阴也。故邪气胜
者，精气衰也。故病甚者，胃气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故真脏之气独见，独见者，病胜脏也，故
曰死。帝曰：善。 

黄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无后其时。 

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脉从四时，谓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
曰易治，取之以时；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
为不可治，必察四难，而明告之。 

所谓逆四时者，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悬绝沈涩者，命曰逆四时。 

未有脏形，于春夏而脉沈涩，秋冬而脉浮大，名曰逆四时也。 

病热脉静；泄而脉大；脱血而脉实；病在中，脉实坚，病在外，脉不实坚者；皆难治。 

黄帝曰：余闻虚实以决死生，愿闻其情？岐伯曰：五实死，五虚死。帝曰：愿闻五实五虚？岐
伯曰：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谓五实。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
此谓五虚。帝曰：其时有生者何也？岐伯曰：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
活。此其候也。 

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 
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着之

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
贵贱更互，冬阳夏阴，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岐伯对曰：妙乎哉问也！此天地之至数。 

帝曰：愿闻天地之至数，合于人形血气，通决死生，为之奈何？岐伯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
终于九焉。 

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 

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 

帝曰：何谓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
人也。必指而导之，乃以为真。 

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 

中部天，手太阴也；中部地，手阳明也；中部人，手少阴也。 

下部天，足厥阴也；下部地，足少阴也；下部人，足太阴也。 

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肾，人以候脾胃之气。 

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气，人以
候心。 

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
人以候耳目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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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
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神脏五，形脏四，合为九脏。五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
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帝曰：决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形气
相得者生。参伍不调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应如参舂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
不可数者死。中部之候虽独调，与众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减者死，目内陷者死。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
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 

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当踝而弹之，其应过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应疾
中手浑浑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应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者死。 

是以脱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乍疏乍数者死。其脉代而钩者，病在络脉。 

九候之相应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后则病，二候后则病甚，三候后则病危。所谓后者，
应不俱也。察其腑脏，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经脉，然后知病脉。真藏脉见者胜死。足太阳气绝者，
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 

帝曰：冬阴夏阳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脉皆沈细旋绝者为阴，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数者
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 

是故寒热病者以平旦死。热中及热病者以日中死。病风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脉乍
疏乍数，乍迟乍疾者，日乘四季死。 

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七诊虽见，九候皆从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风气之病，及经月之病，
似七诊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必发哕噫。 

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而后各切循其脉，视其经络浮沈，以上下逆从循之。其脉疾
者不病，其脉迟者病；脉不往来者死，皮肤著者死。 

帝曰：其可治奈何？岐伯曰：经病者治其经，孙络病者治其孙络血。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经络。
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脉则缪刺之，留瘦不移节而刺之。上实下虚切而从之，索其结络脉，刺出其
血以见通之。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此决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手指及手外踝上，
五指留针。 

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 
黄帝问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岐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 

是以夜行则喘出于肾，淫气病肺。 

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 

有所惊恐，喘出于肺，淫气伤心。 

渡水跌仆，喘出于肾与骨。 

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为病也。 

故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 

故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
摇体劳苦，汗出于脾。 

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 

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 

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 

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 

毛脉合精，行气于腑，腑精神明，留于四藏。 

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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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
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 

太阳脏独至，厥喘虚气逆，是阴不足阳有余也。表里当俱泻，取之下俞。 

阳明脏独至，是阳气重并也。当泻阳补阴，取之下俞。 

少阳脏独至，是厥气也。蹻前卒大，取之下俞。 

少阳独至者，一阳之过也。 

太阴脏搏者，用心省真，五脉气少，胃气不平，三阴也。宜治其下俞，补阳泻阴。 

一阳独啸，少阳厥也。阳并于上，四脉争张，气归于肾。宜治其经络；泻阳补阴。 

一阴至，厥阴之治也。真虚[疒肙]心，厥气留薄，发为白汗，调食和药，治在下俞。 

帝曰：太阳脏何象？岐伯曰：象三阳而浮也。帝曰：少阳脏何象？岐伯曰：象一阳也，一阳脏
者，滑而不实也。帝曰：阳明脏何象？岐伯曰：象大浮也。太阴脏搏，言伏鼓也。二阴搏至，肾沈
不浮也。 

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 
黄帝问曰：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何如而从，何如而逆？得失之意，愿闻其事。 

岐伯对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间甚之
时，死生之期也。 

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心主夏，手少阴太阳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肺主秋，手太阴阳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日壬癸。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禁当风。 

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 

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 

病在心，愈在长夏，长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禁温食热衣。 

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于壬癸，壬癸不死，持于甲乙，起于丙丁。 

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 

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长夏。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 

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于甲乙，甲乙不死，持于丙丁，起于戊己。 

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静。 

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 

病在肺，愈于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禁寒饮食，寒衣。 

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丁不死，持于戊己，起于庚辛。 

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静。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 

病在肾，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长夏，长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焠〓热食，温炙衣。 

肾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于戊己，戊己不死，持于庚辛，起于壬癸。 

肾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静。 

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 

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
起；必先定五脏之脉，乃可言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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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目巟][目巟]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补
之。 

取其经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 

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
痛。 

取其经，少阴太阳舌下血者，其变病刺郗中血者。 

脾病者，身重，善饥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脚下痛。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 

取其经太阴、阳明、少阴血者。 

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膝髀[月专][骨行]足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
聋嗌干。 

取其经，太阴足太阳之外，厥阴内血者。 

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 

取其经少阴太阳血者。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皆甘。 

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 

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 

脾色黄，宜食咸。大豆、猪肉、栗、藿皆咸。 

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 

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毒药攻邪。 

五谷为食。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
脏，病随五味所宜也。 

宣明五气篇第二十三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为五入。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嚏，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
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弱，胆为怒，是为五病。 

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善，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
虚而相并者也。 

五脏所恶：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是谓五恶。 

五脏化液：心为汗、肺为涕、肝为泪、脾为涎、肾为唾。是为五液。 

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
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是谓五禁，无令多食。 

五病所发：阴病发于骨，阳病发于血，阴病发于肉，阳病发于冬；阴病发于夏。是谓五发。 

五邪所乱：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痹；搏阳则为巅疾，搏阴则为瘖；阳入之阴则静，阴出
之阳则怒。是为五乱。 

五邪所见：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名曰阴出之阳，病善
怒不治。是谓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 

五脏所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是为五脏所主。 

五劳所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 

五脉应象：肝脉弦、心脉钩、脾脉代、肺脉毛、肾脉石。是谓五脏之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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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形志篇第二十四 
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少血多气，阳明常多气多血，少阴常少血多气，厥阴常

多血少气，太阴常多气少血。此天之常数。 

足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足阴阳也。手太阳与少阴
为表里，少阳与心主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手之阴阳也。 

今知手足阴阳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后泻有余，补不足。 

欲知背俞，先度其两乳间，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两隅相拄也，乃举以度其背，令
其一隅居上，齐脊大柱，两隅在下，当其下隅者，肺之俞也。 

复下一度，心之俞也。复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复下一度，肾之俞也，是为
五脏之俞，灸刺之度也。 

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 

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 

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 

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药。 

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 

是谓五形志也。 

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气恶血，刺少阴出气恶血，刺厥
阴出血恶气也。 

宝命全角论篇第二十五 
黄帝问曰：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

全角。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着于骨髓，心私虑之。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 

岐伯对曰：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弦绝者，其音嘶败；木敷者，其叶发，病深者，其
声哕。人有此三者，是谓坏府，毒药无治，短针无取，此皆绝皮伤内，血气争黑。 

帝曰：余念其痛，心为之乱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闻之，以为残贼，为之奈何。 

岐伯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
物者，谓之天子。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
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能存八动之变，五胜更立，能达虚实之数者独出独入，呿吟至微，
秋毫在目。 

帝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天地合气，别为九野，分为四时，月有大小，日有短长。万物并
至，不可胜量。虚实呿吟，敢问其方？ 

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
胜竭。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黔首共余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
四曰制砭石大小，五曰知腑脏血气之诊。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
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
往。 

帝曰：愿闻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脏已定，九候已备，后乃存针，众脉不见，
众凶弗闻，外内相得，无以形先，可玩往来，乃施于人。人有虚实，五虚勿近，五实勿远，至其当
发，间不容瞚。手动若务，针耀而匀。静意视义，观适之变，是谓冥冥，莫知其形。见其乌乌，见
其稷稷，从见其飞，不知其谁。伏如横弩，起如发机。 

帝曰：何如而虚？何如而实？岐伯曰：刺虚者须其实，刺实者须其虚。经气已至，慎守勿失，
深浅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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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正神明论篇第二十六 
黄帝问曰：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焉，今何法何则？岐伯对曰：法天则地，合以天光。 

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 

是故天温日月，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
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
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 

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因天之序，
盛虚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 

故日月生而泻，是谓脏虚；月满而补，血气扬溢；络有留血，命曰重实；月郭空而治，是谓乱
经。阴阳相错，真邪不别，沈以留止，外虚内乱，淫邪乃起。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以八风之虚邪以时至
者也。四时者所以春秋冬夏之气所在，以时调之也。八正之虚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虚而逢天之
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脏，工候救之，弗能伤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闻之矣，愿闻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针经也，验于来
今者，先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以候气之浮沈，而调之于身，观其立有验也。 

观其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而工独知之。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四时气之浮沈，
参伍相合而调之，工常先见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观于冥冥焉！通于无穷者，可以传于后世也。
是故工之所以异也。然而不形见于外，故俱不能见也。视之无形，尝之无味，故谓冥冥，若神髣佛。 

虚邪者，八正之虚邪气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开，逢虚风，其中人也微。故莫知
其情，莫见其形。 

上工救其萌牙，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
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败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诊三部九候之病脉处而治之，
故曰守其门户焉。莫知其情，而见邪形也。 

帝曰：余闻补泻，未得其意。岐伯曰：泻必用方，方者以气方盛也。以月方满也，以日方温也，
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内针，乃复候其方吸而转针，乃复候其方呼而徐引针，故曰泻必用方，其
气而行焉。 

补必用员，员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荣，复以吸排针也。故员与方，非针也。 

故养神者，必知形之肥瘦，荣卫血气之盛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 

帝曰：妙乎哉论也，合人形于阴阳四时，虚实之应，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数
言形与神，何谓形？何谓神？愿卒闻之。 

岐伯曰：请言形，形乎形，目冥冥，问其所病，索之于经，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
故曰形。 

帝曰：何谓神？岐伯曰：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
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也。 

离合真邪论篇第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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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言气之盛衰，左

右倾移。以上调下，以左调右。有余不足，补泻于荣输，余知之矣。此皆荣卫之倾移，虚实之所生，
非邪气从外入于经也。余愿闻邪气之在经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 

岐伯对曰：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 

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
波涌而陇起。 

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
其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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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至寸口中手也，时大时小，大则邪至，小则平。其行无常处，在阴与阳，不可为度。从而察
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 

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
大气皆出，故命曰泻。 

帝曰：不足者补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
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门，以闭其神。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
其气以至，适而自护，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故命曰
补。 

帝曰：候气奈何？岐伯曰：夫邪去络，入于经也，舍于血脉之中，其寒温未相得，如涌波之起
也，时来时去，故不常在。 

故曰：方其来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无逢其冲而泻之。 

真气者，经气也，经气太虚，故曰其来不可逢，此之谓也。 

故曰：候邪不审，大气已过，泻之则真气脱，脱则不复，邪气复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
追，此之谓也。 

不可挂以发者，待邪之至时而发针泻矣。若先若后者，血气已尽，其病不可下。故曰：知其可
取如发机，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机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者扣之不发，此之谓也。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复其真气。 

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处也。推之则前，引之则止，逆而刺之，温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陇不起，候之奈何？岐伯曰：审扪循三部九候之盛虚而调之。察其
左右，上下相失，及相减者，审其病脏以期之。 

不知三部者，阴阳不别，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调之中府，以定三部，
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脉之处，虽有大过且至，工不能禁也。 

诛罚无过，命曰大惑，反乱大经，真不可复，用实为虚，以邪为真，用针无义，反为气贼。夺
人正气，以从为为逆，荣卫散乱，真气已失。邪独内着，绝人长命，予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
不能久长。 

因不知合之四时五行，因加相胜，释邪攻正，绝人长命。 

邪之新客来也未有定处，推之则前，引之则止，逢而泻之，其病立已。 

通评虚实论篇第二十八 
黄帝问曰：何谓虚实？岐伯对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 

帝曰：虚实何如？岐伯曰：气虚者，肺虚也。气逆者，足寒也。非其时则生，当其时则死。余
脏皆如此。 

帝曰：何谓重实？岐伯曰：所谓重实者，言大热病，气热脉满，是谓重实。 

帝曰：经络俱实何如？何以治人？岐伯曰：经络皆实，是寸脉急而尺缓也，皆当治之。故曰滑
则从，涩则逆也。夫虚实者，皆从其物类始，故五脏骨肉滑利，可以长久也。 

帝曰：经气不足，经气有余，如何？岐伯曰：络气不足，经气有余者，脉口热而尺寒也。秋冬
为逆，春夏为从，治主病者。 

帝曰：经虚络满何如？岐伯曰：经虚络满者，尺热满，脉口寒涩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帝
曰：治此者奈何？岐伯曰：络满经虚，灸阴刺阳，经满络虚，刺阴灸阳。 

帝曰：何谓重虚？岐伯曰：脉气上虚尺虚，是谓重虚。 

 

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尺虚者，行步恇然。脉虚者，不像阴也。
如此者。滑则生，涩则死也。 

帝曰：寒气暴上，脉满而实何如？岐伯曰：实而滑则生，实而逆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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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曰：脉实满，手足寒，头热，何如？岐伯曰：春秋则生，冬夏则死。脉浮而涩，涩而身有热
者死。 

帝曰：其形尽满何如？岐伯曰：其形尽满者，脉急大坚，尺涩而不应也。如是者，故从则生，
逆则死。 

帝曰：何谓从则生，逆则死？岐伯曰：所谓从者，手足温也。所谓逆者，手足寒也。 

帝曰：乳子而病热，脉悬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温则生，寒则死。 

帝曰：乳子中风热喘呜肩息者，脉何如？岐伯曰：喘呜肩息者，脉实大地。缓则生，急则死。 

帝曰：肠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热则死，寒则生。 

帝曰：肠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脉沈则生，脉浮则死。 

帝曰：肠澼下脓血何如？岐伯曰：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 

帝曰：肠澼之属，身不热，脉不悬绝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悬涩者曰死，以脏期之。 

帝曰：癫疾何如？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己，脉小坚急，死不治。 

帝曰：癫疾之脉，虚实何如？岐伯曰：虚则可治，实则死。 

帝曰：消瘅虚实何如？岐伯曰：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帝曰：形度、骨度、脉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 

帝曰：春极治经络，夏极治经俞，秋极治六腑。冬则闭塞者，闭塞者，用药而少针石也。所谓
少针石者，非痈疽之谓也。痈疽不待顷时回。 

痈不知所，按之不应手，乍来乍己，刺手大阴傍三痏与缨脉各二。 

掖痈大热，刺足少阳五。刺而热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大阴经络者，大骨之会各三。 

暴痈筋繻，随分而痛，魄汗不尽，胞气不足，治在经俞。 

腹暴满，按之不下，取手太阳经络者，胃也募也。少阴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圆利针。 

霍乱，刺俞傍五，足阳明及上傍三。 

刺? 惊脉五：针手太阴各五，刺经太阳五，刺手少阴经络傍者一，足阳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针。 

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
暴忧之病也。暴厥而聋偏塞闭不通，内气暴薄也。不从内外中风之病，故瘦留着也。跖跛，寒风湿
之病也。 

黄帝曰：黄疸、暴痛、癫狂、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脏不平，六腑闭塞之所生也。头痛耳呜，
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 

太阴阳明论篇第二十九 
黄帝问曰：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 

岐伯对曰：阴阳异位，更虚更实，更逆更从，或从内或从外，所从不同，故病异名也。 

帝曰：愿闻其异状也。岐伯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
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入
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脏则瞋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故喉主天气，咽主地气。
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 

故阴气从足上行至头，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阳气从手上行至头，而下行至足。故曰阳病者上行
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 

帝曰：脾病而四肢不用何也？岐伯曰：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
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内，皆无气以生，故不用
焉。 

帝曰：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
主于时也。脾脏者常着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 

帝曰：脾与肾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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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络溢，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脏六腑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脏腑各因
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
以生，故不用焉。 

阳明脉解篇第三十 
黄帝问曰：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钟鼓不为动，闻木音而惊何也？愿

闻其故。岐伯对曰：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者，土恶木也。 

帝曰：善。其恶火何也？岐伯曰：阳明主肉，其脉血气盛，邪客之则热，热甚则恶火。 

帝曰：其恶人何也？岐伯曰：阳明厥则喘而惋，惋则恶人。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连脏则死，连经则生。 

帝曰：善。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
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帝曰：其弃衣而
走者何也？岐伯曰：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歌者何也？岐伯曰：
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热论篇第三十一 
黄帝问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

者，何也？不知其解，愿闻其故。 

岐伯对曰：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主气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
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必不免于死。 

帝曰：愿闻其状。岐伯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 

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而鼻干，不得卧也。 

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
于脏者，故可汗而已。 

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溢干。 

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 

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 

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 

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
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一古干已而嚏，十二日
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
日者，可泄而已。 

帝曰：热病可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
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帝曰：善。治遗奈何？岐伯曰：视
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矣。 

帝曰：病热当何治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帝曰：其病两感于寒者，其脉应与其病形何如？岐伯曰：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
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言，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
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帝曰：五脏已伤，六腑不通，荣卫不行，如是之后，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阳明者，十二
经脉之长也，其血气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气乃尽，故死矣。 

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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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热论篇第三十二 
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

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
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 

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
颔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大息，头
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肾热病者，先腰痛胻酸，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胻寒且酸，足下热，不欲言。其逆
则项痛，员员淡淡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诸汗者，至其所胜日汗
出也。 

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
颐先赤。 

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热病从部所起者，至期而已，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则死。诸当汗者，至其所胜日，汗
大出也。 

诸治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应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也。 

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足太阴。病甚者为五十九刺。 

热病始手臂病者，刺手阳明太阴而汗出止。 

热病始于头首者，刺项太阳而汗出止。 

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聋、好瞑、刺足少阴，病甚为五十九刺。 

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胁满，刺足少阴少阳。 

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
日。 

其热病内连肾，少阳之脉色也。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
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 

热病气穴，三椎下间主胸中热，四椎下间主膈中热，五椎下间主肝热，六椎下间主脾热，七椎
下间主肾热。荣在骶也，项上三椎陷者中也。 

颊下逆颧为大瘕；下牙车为腹满；颧后为胁痛；颊上者膈上也。 

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 
黄帝问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对曰：

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 

帝曰：愿闻其说，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
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
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
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
必死也。 

帝曰：有病身热汗出烦满，烦满不为汗解，此为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
满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风厥。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巨阳主气，故先受邪，少阴与其为表里也，
得热则上从之，从之则厥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里刺之，饮之服汤。 

帝曰：劳风为病何如？岐伯曰：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瞑视，唾出若涕，恶风
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俯仰。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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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者七日，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也。 

帝曰：有病肾风者，面胕庞然，壅害于言，可刺不？岐伯曰：虚不当刺，不当刺而刺，后五日
其气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气时热，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苦
渴、小便黄、目下肿、腹中呜、身重难以行，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则咳，病名
曰风水，论在刺法中。 

帝曰：愿闻其说。岐伯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时热而汗出也。
小便黄者，少腹中有热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则咳甚，上迫肺也。诸有水气者，微肿
先见于目下也。 

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阴也，目下亦阴也，腹者至阴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肿
也。真气上逆，故口苦舌干，卧不得正偃，正偃则咳出清水也。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惊
则咳甚也，腹中呜者，病本于胃也。薄脾则烦，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难以行者，胃
脉在足也。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
事不来也。 

逆调论篇第三十四 
黄帝问曰：人身非常温也，非常热也，为之热而烦满者何也？岐伯对曰：阴气少而阳气胜也，

故热而烦满也。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气也，寒从中生者何？岐伯曰：是人多痹气也，阳气少阴气多，
故身寒如从水中出。 

帝曰：人有四肢热，逢风寒如炙如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阴气虚，阳气盛，四肢者阳也，
两阳相得而阴气虚少，少水不能灭盛火，而阳独治。独治者不能生长也，独胜而止耳。逢风而如炙
如火者，是人当肉烁也。 

帝曰：人有身寒，阳火不能热，厚衣不能温，然不冻栗，是为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肾气
胜，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木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
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冻栗者，肝一阳也，心二阳也，肾孤脏也，一水不能胜二火，故
不能冻栗，病名曰骨痹，是人当挛节也。 

帝曰：人之肉苛者，虽近亦絮，犹尚苛也，是谓何疾？岐伯曰：荣气虚，卫气实也，荣气虚则
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与志不相有，曰死。 

帝曰：人有逆气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有不得卧而息无音者，有起居如故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
喘者，有不得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卧卧而喘者，皆何脏使然？愿闻其故。 

岐伯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阳明
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经曰：胃不和，
则卧不安，此之谓也。 

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络脉逆也，络脉不得随经上下，故留经而不行，络脉之病人也
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 

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
帝曰：善。 

疟论篇第三十五 
黄帝问曰：夫痎疟皆生于风，其盖作有时者何也？岐伯对曰：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

乃作，寒栗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疼如破，渴欲冷饮。 

帝曰：何气使然？愿闻其道。岐伯曰：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 

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明虚则寒栗鼓颔也；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疼；三阳俱虚则阴气胜，
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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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皆荣气之所食也。 

此令人汗空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
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薄，内外相薄，是以曰作。 

帝曰：其间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着，阴与阳争
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 

帝曰：善。其作日晏与其日早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邪气客于风府，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
大会于风 

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作也晏。此先客于脊背也，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气入，
邪气入，则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其出于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五日下至〓骨，二十六日入于脊
内，注于伏膂之脉，其气上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气日高，故作日益早也。 

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于五脏，横连募原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与卫气俱行，
不得皆出。故间日乃作也。 

帝曰：夫子言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乃发，发则邪气入，入则病作，今卫气日下一节，其气之
发也，不当风府，其日作者奈何？ 

岐伯曰：此邪气客于头项，循膂而下者也。故虚实不同，邪中异所，则不得当其风府也。故邪
中于头项者，气至头项而病；中于背者，气至背而病；中于腰脊者，气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
气至手足而病。卫气之所在与邪气相合，则病作。故风无常府，卫气之所发必开其腠理，邪气之所
合，则其府也。 

 

帝曰：善。夫风之与疟也，相似同类，而风独常在，疟得有时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风气留其
处，故常在，疟气随经络，沈以内薄，故卫气应乃作。 

帝曰：疟先寒而后热者何也？岐伯曰：夏伤于大暑，其汗大出，腠理开发，因遇夏气凄沧之水
寒，藏于腠理皮肤之中，秋伤于风，则病成矣。夫寒者，阴气也，风者，阳气也，先伤于寒而后伤
于风，故先寒而后热也。病以时作，名曰寒疟。 

帝曰：先热而后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也。亦以时作，
名曰温疟。 

其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 

帝曰：夫经言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今热为有余，寒为不足。夫疟者之寒，汤火不能温也，
及其热，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余不足之类。当此之时，良工不能止，必须其自衰，乃刺之，其故
何也？愿闻其说。岐伯曰：经言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浑浑之脉，无刺漉漉之汗，故为其病逆未可治
也。 

夫疟之始发也，阳气并于阴，当是之时，阳虚而阴盛，外无气故先寒栗也。阴气逆极则复出之
阳，阳与阴复并于外，则阴虚而阳实，故先热而渴。 

夫疟气者，并于阳则阳胜，并于阴则阴胜？阴胜则寒，阳胜则热。疟者，风寒之气不常也。病
极则复。 

至病之发也，如火之热，如风雨不可当也。故经言曰：方其盛时，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
此之谓也。 

夫疟之未发也，阴未并阳，阳未并阴，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发为
其气逆也。 

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何如？岐伯曰：疟之且发也，阴阳之且移也，必从四末始也。阳已
伤，阴从之，故先其时紧束其处，令邪气不得入，阴气不得出，审候见之在孙络盛坚而血者，皆取
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 

帝曰：疟不发其应何如？岐伯曰：疟气者，必更盛更虚，当气之所在也。病在阳则热而脉躁，
在阴则寒而脉静，极则阴阳俱衰，卫气相离，故病得休，卫气集则复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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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间日者邪气与卫气客于六
腑，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疟者阴阳更胜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 

帝曰：论言夏伤于暑，秋必病疟，今疟不必应者何也？岐伯曰：此应四时者也。其病异形者，
反四时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恶风，以夏病者多汗。 

帝曰：夫病温疟与寒疟，而皆安舍，舍于何脏？ 

岐伯曰：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
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
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
名曰温疟。 

帝曰：瘅疟何如？岐伯曰：瘅疟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
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及
于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故命曰瘅疟。帝曰：善。 

刺疟篇第三十六 
足太阳之疟，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熇熇暍暍然，热止汗出难已，刺? 中出血。 

足少阳之疟，令人身体解肌，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热多汗出甚，刺足少
阳。 

足阳明之疟，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热，热去汗出，喜见日月光火气，乃快然。刺足
阳明趾上〓。 

足太阴之疟，令人不乐，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热汗出，病至则善呕，呕已乃衰，即取之。 

足太阴之疟，令人呕吐甚，多寒热，热多寒少，欲闭户牖而处，其病难已。 

足厥阴之疟，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非癃也。数便，意恐惧，气不足，腹中
悒悒，刺足厥阴。 

肺疟者，令人心寒，寒甚热，热间善惊，如有所见者，刺手太阴阳明。 

心疟者，令人烦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热，刺手少阴。 

肝疟者，令人色苍苍然太息，其状若死者，刺足厥阴见血。 

脾疟者，令人寒，腹中痛。热则肠中鸣，鸣已汗出，刺足太阴。 

肾疟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婉转大便难，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阳少阴。 

胃疟者，令人且病也，善饥而不能食，食而支满腹大。刺足阳明太阴横脉出血。 

疟发身方热，刺趾上动脉，开其空，出其血，立寒。 

疟方欲寒，刺手阳明太阴，足阳明太阴。 

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中针傍五胠俞各一，适肥瘦出其血也。 

疟脉小实急，灸胫少阴，刺指井。 

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五胠俞、背俞各一，适行至于血也。 

疟脉缓大虚，便宜用药，不宜用针。 

凡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也。 

诸疟而脉不见，刺十指间出血，血去必已。先视身之赤如小豆者，尽取之。 

十二疟者，其发各不同时，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脉之病也。先其发时，如食顷而刺之，一刺则
衰，二刺则知，三刺则已，不已刺舌下两脉出血，不已刺? 中盛经出血，又刺项已下挟脊者必已。
舌下两脉者，廉泉也。 

刺疟者，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先头痛及重者，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之间；先腰脊
痛者，先刺? 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阴阳明十指间；先足胫酸痛者，先刺足阳明十指间出
血。 

风疟、疟发则汗出恶风。刺三阳经背俞之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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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痛甚，按之不可，名曰胕髓病。以镵针，针绝骨出血，立已。 

身体小痛，刺至阴。 

诸阴之井无出血，间日一刺。 

疟不渴，间日而作，刺足太阳。渴而间日作，刺足少阳。 

湿疟汗不出，为五十九刺。 

气厥论篇第三十七 
黄帝问曰：五脏六腑寒热相移者何？ 

岐伯曰：肾移寒于肝，痈肿少气。 

脾移寒于肝，痈肿筋挛。 

肝移寒于心，狂隔中。 

心移寒于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 

肺移寒于肾，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坚，水气客于大肠，疾行则呜濯濯，如囊里浆水之病也。 

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 

肝移热于心，则死。 

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 

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痊。 

肾移热于脾，传为虚，肠澼，死不可治。 

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 

膀胱移热于小肠，膈肠不便，上为口糜。 

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虙瘕，为沉。 

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入，谓之食亦。 

胃移热于胆，亦曰食亦。 

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不下止也，传为衄蔑、瞑目。故得之气厥也。 

欬论篇第三十八 
黄帝问曰：肺之令人咳何也？岐伯对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帝曰：愿闻其状？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人胃，
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 

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 

人与天地相参，故五脏各以治时，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者为泄为痛。 

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 

帝曰：何以异之？ 

岐伯曰：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 

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 

肝咳之状，咳则两胁下痛，甚则不可以转，转则两胠下满。 

脾咳之状，咳则右胁下痛，阴阴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 

肾咳之状，咳则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 

帝曰：六腑之咳奈何？安所受病？岐伯曰：五脏之久咳，乃移于六腑。 

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 

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 

肺咳不已则大肠变之，大肠咳状，咳而遗失。 

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失。 

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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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 

此皆紧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脏者治其俞，治腑者治其合，浮肿者治其经。帝曰：善。 

举痛论篇第三十九 
黄帝问曰：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已。如

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 

今余问于夫子，令言而可知，视而可见，扪而可得，令验于己而发蒙解惑，可得而闻乎？ 

岐伯再拜稽首曰：何道之问也？帝曰：愿闻人之五脏卒痛，何气使然？岐伯对曰：经脉流行不
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 

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无益者；
或喘动应手者；或心与背相引而痛者；或胁肋与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阴股者；或痛宿昔而成
积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少间复生者；或痛而呕者；或腹痛而后泄者；或痛而闭不通者。凡此
诸痛，各不同形，别之奈何？ 

岐伯曰：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蜷，缩蜷则脉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
炅则痛立止，因重中于寒，则痛久矣。 

寒气客于经脉之中，与炅气相薄，则脉满，满则痛而不可按也。寒气稽留，炅气从上，则脉充
大而血气乱，故痛甚不可按也。 

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按之则血气散，故按之痛止。 

寒气客于挟脊之脉则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无益也。 

寒气客于冲脉，冲脉起于关元，随腹直上，寒气客则脉不通，脉不通则气因之，故喘气应手矣。 

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
至，热气至则痛上矣。 

寒气客于厥阴之脉，厥阴之脉者，络阴器，系于肝。寒气客于脉中，则血泣脉急，故胁肋与少
腹相引痛矣。 

厥气客于阴股，寒气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阴股。 

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入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 

寒气客于五脏，厥逆上泄，阴气竭，阳气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气复反则生矣。 

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 

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瘅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 

帝曰：所谓言而可知者也，视而可见奈何？ 

岐伯曰：五脏六腑固尽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此所谓视而可见者也。 

帝曰：扪而可得奈何？岐伯曰：视其主病之脉坚，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扪而得也。 

帝曰：善。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
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 

岐伯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 

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故气缓矣。 

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 

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 

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 

炅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故气泄。 

惊则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 

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 

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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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中论篇第四十 
黄帝问曰：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此为何病？岐伯对曰：名为鼓胀。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 

帝曰：其时有复发者，何也？岐伯曰：此饮食不节，故时有病也。虽然其病也已时，故当病气
聚于腹也。 

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
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 

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 

。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帝曰：治之奈何？复以何术？岐伯曰：以四乌? 骨，一芦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小如
豆，以五丸为后饭，饮以鲍鱼汁，利肠中，及伤肝也。 

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为何病？可治不？ 

岐伯曰：病名曰伏梁。 

帝曰：伏梁何因而得之？岐伯曰：裹大脓血，居肠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则因阴，必下脓血，上则迫胃脘，生膈侠胃脘内痈，此久病也，
难治。居脐上为逆，居脐下为从，勿动亟夺，论在刺法中。 

帝曰：人有身体髀股〓皆肿，环脐而痛，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风根也。其气溢于
大肠而着于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涩之病。 

帝曰：夫子数言热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药。石药发瘨，芳草发狂。夫热中消中者，皆
富贵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药，是病不愈，愿闻其说。 

岐伯曰：夫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故非缓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 

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热气慓悍，药气亦然，二者相遇，恐内伤脾，脾
者土也，而恶木，服此药者，至甲乙日更论。 

帝曰：善。有病膺肿，头痛胸满腹胀，此为何病？何以得之？岐伯曰：名厥逆。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则瘖，石之则狂，须其气并，乃可治也。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阴气重上，有余于上，灸之则阳气入阴，入则瘖，石之则阳气虚，虚
则狂，须其气并而治之，可使全也。 

帝曰：善。何以知怀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无邪脉也。 

帝曰：病热而有所痛者何也？岐伯曰：病热者阳脉也，以三阳之动也。人迎一盛少阳，二盛太
阳，三盛阳明，入阴也。夫阳入于阴，故病在头与腹，乃〓胀而头痛也。帝曰：善。 

刺腰论痛篇第四十一 
足太阳脉，令人腰痛引项脊尻背如重状，刺其? 中，太阳正经出血，春无见血。 

少阳令人腰痛，如以针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俛仰，不可以顾。刺少阳成骨之端出血，成骨
在膝外廉之骨独起者，夏无出血。 

 

阳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顾，顾如有见者，善悲。刺阳明于〓前三痏，上下和之出血，秋无见血。 

足少阴令人腰痛，痛引脊内廉。刺少阴于内踝上二痏。春无见血，出血太多，不可复也。 

厥阴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张弓弩弦。刺厥阴之脉，在〓踵鱼腹之外，循之累累然，乃刺之。
其病令人善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痏。 

解脉令人腰痛，痛引肩，目疏疏然，时遗溲。刺解脉在膝筋肉分间? 外廉之横脉出血，血变而
止。 

解脉令人腰痛如引带，常如折腰状，善恐。刺解脉在? 中结络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见赤血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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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阴之脉令人腰痛，痛如小锤居其中，怫然肿。刺同阴之脉在外踝上绝骨之端，为三痏。 

阳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肿。刺阳维之脉，脉与太阳合端下间，去地一尺所。 

衡络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仰则恐仆，得之举重伤腰，衡络绝，恶血归之。刺之在?
阳筋之间，上? 数寸，衡居为二痏出血。 

会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干令人欲饮，饮已欲走。刺直肠之脉上三痏，在蹻
上? 下五寸横居，视其盛者出血。 

飞阳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怫怫然，甚则悲以恐，刺飞阳之脉，在内踝上五寸，少阳之前与阴维
之会。 

昌阳之脉令人腰痛，痛引膺，目〓〓然，甚则反折，舌卷不能言。刺内筋为二痏。在内踝上大
筋前太阴后，上踝二寸所。 

散脉令人腰痛而热，热甚生烦，腰下如有横木居其中，甚则遗溲。刺散脉在膝前骨肉分间，络
外廉，束脉为三痏。 

肉里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咳，咳则筋缩急。刺肉里之脉，为二痏，在太阳之外，少阳绝骨之
后。 

腰痛挟脊而痛至头，几几然，目〓〓然僵仆，刺足太阳? 中出血。 

腰痛上寒，刺足太阳阳明；上热刺足厥阴；不可以俛仰，刺足少阳；中热而喘，刺足少阴，刺
? 中出血。 

腰痛上寒不可顾，刺足阳明；上热刺足太阴；中热而喘，刺足少阴。 

大便难，刺足少阴；少腹满，刺足厥阴。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举，刺足太阳；引脊内廉，刺
足少阴。 

腰痛引少腹控〓，不可以仰；刺腰尻交者，两髁胛上，以月生死为痏数，发针立已，左取右，
右取左。 

风论篇第四十二 
黄帝问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

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脏六腑，不知其解，愿闻其说。 

岐伯对曰：风气藏在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 

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食饮；其热也，则消肌肉。
故使人怢栗而不能食，名曰寒热。 

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
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 

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愤〓而有疡，
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 

疠者，有荣气热腑，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
风，或名曰寒热。 

以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己伤于邪者为脾风，以秋庚辛
中于邪者为肺风，以冬壬癸中于邪者为肾风。 

风中五脏六腑之俞，亦为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 

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胸风，风入系头，则为目风，眼寒。 

饮酒中风，则为漏风。 

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 

新沐中风，则为首风。 

 

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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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腠理，则为泄风。 

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致有风气也。 

帝曰：五脏风之形状不同者何？愿闻其诊，及其病能。 

岐伯曰：肺风之状，多汗恶风，色皏然白，时咳短气，昼日则差，暮则甚，诊在眉上，其色白。 

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 

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噎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 

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堕，四支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诊在鼻上，其色黄。 

肾风之状，多汗恶风，面庞然浮肿，脊痛不能正立，其色〓，隐曲不利，诊在肌上，其色黑。 

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食饮不下，膈塞不通，腹善胀，失衣则〓胀，食寒则泄，诊形瘦而
腹大。 

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 

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
劳事。 

泄风之状，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干，上渍其风，不能劳事，身体尽痛，则寒。帝曰：善。 

痹论篇第四十三 
黄帝问曰：痹之安生？岐伯对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 

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也。 

帝曰：其有五者何也？岐伯曰：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春遇此者为筋痹；以夏遇此者为脉痹；
以至阴遇此着为筋痹；以秋遇此者为皮痹。 

帝曰：内舍五脏六腑，何气使然？岐伯曰：五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故骨
痹不已，复感于邪，内会于肾；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会于肝；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会于心；
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
寒湿之气也。 

凡痹之客五脏者，肺痹者，烦满喘而呕。 

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噎干善噫，厥气上则恐。 

肝痹者，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上为引如怀。 

肾痹者，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 

脾痹者，四支解堕，发咳呕汁，上为大塞。 

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 

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 

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 

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淫气喘息，痹聚在肺；淫气忧思，痹聚在心；淫气遗溺，痹聚在肾；淫气乏竭，痹聚在肝；淫
气肌绝，痹聚在脾。诸痹不已，亦益内也。其风气胜者，其人易已也。 

帝曰：痹，其时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何故也？岐伯曰：其入脏者死，其留连筋骨
问者疼久，其留皮肤间者易已。 

帝曰：其客于六腑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食饮居处，为其病本也。六腑亦各有俞，风寒湿气
中其俞，而食饮应之，循俞而入，各舍其腑也。 

帝曰：以针治之奈何？岐伯曰：五脏有俞，六腑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发，各随其过，则病
瘳也。 

帝曰：荣卫之气，亦令人痹乎？岐伯曰：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
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脏，络六腑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
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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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痹。 

帝曰：善。痹或痛、或不仁、或寒、或热、或燥、或湿，其故何也？ 

岐伯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 

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皮肤不营，故为不仁。 

其寒者，阳气少，阴气多，与病相益，故寒也。 

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痹热。 

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湿甚也。阳气少，阴气盛，两气相盛，故汗出而濡也。 

帝曰：夫痹之为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痹在于骨则重；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则屈不
伸；在于肉则不仁；在于皮则寒。故具此五者，则不痛也。 

凡痹之类，逢寒则虫，逢热则纵。帝曰：善。 

 

痿论篇第四十四 
黄帝问曰：五脏使人痿何也？ 

岐伯对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 

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着则生痿躄也。 

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析挈，胫纵而不任地也。 

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 

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 

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 

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呜，呜
则肺热叶焦，故曰：五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此之谓也。 

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故本病曰：大经空虚，发
为肌痹，传为脉痿。 

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故下经曰：筋
痿者生于肝使内也。 

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居处相湿，肌肉濡渍，痹而不仁，发为肉痿。故下经曰：肉
痿者，得之湿地也。 

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合于肾，肾者水脏也；今水不胜火，则
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故下经曰：骨痿者，生于大热也。 

帝曰：何以别之？岐伯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
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 

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 

岐伯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
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 宗筋之会，合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
脉。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各补其荥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
月，则病已矣。帝曰：善。 

厥论篇第四十五 
黄帝问曰：厥之寒热者，何也？岐伯对曰：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 

帝曰：热厥之为热也，必数于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阳气起于足五指之表。阴脉者，集于足下
而聚于足心，故阳气胜则足下热也。 

帝曰：寒厥之为寒也，必从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岐伯曰：阴气起于足五指之里，集于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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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聚于膝上故阴气胜，则从五趾至膝上寒，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故阴气胜，则从五趾至膝上寒，
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 

帝曰：寒厥何失而然也？岐伯曰：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阴阳明之所合也。春夏则阳气多而
阴气少，然冬则阴气盛而阳气衰；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下，
邪气因从之而上也。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 

帝曰：热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
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肢也。此人必数醉若饱，
以入房，气聚于脾中不得散，酒气与谷气相薄，热盛于中，故热遍于身，内热而溺赤也。夫酒气盛
而慓悍，肾气有衰，阳气独胜，故手足为之热也。 

帝曰：厥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和人，或至半日远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岐伯曰：阴气盛
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腹胀满，阳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阳气乱，则不知
人也。 

帝曰：善。愿闻六经脉之厥状病能也。岐伯曰：巨阳之厥，则肿有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眴仆。 

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 

少阳之厥，则暴聋颊肿而热，胁痛，〓不可以运。 

太阴之厥，则腹满〓胀，后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 

少阴之厥，则口干溺赤，腹满心痛。 

厥阴之厥，则少腹肿痛，腹痛，泾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内热。 

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 

太阴厥逆，〓急挛，心痛引腹，治主病者。 

少阴厥逆，虚满呕变，下泄清，治主病者。 

厥阴厥逆，挛腰痛虚满，前闭谵言，治主病者。 

三阴俱逆，不得前后，使人手足寒，三日死。 

太阳厥逆，僵仆、呕血、善衄、治主病者。 

少阳厥逆，机关不利，机关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项不可以顾，发肠痈不可治，惊者死。 

 

阳明厥逆，喘咳身热，善惊、衄、呕血。 

手太阴厥逆，虚满而咳，善呕沫，治主病者。 

手心主少阴厥逆，心痛引喉，身热死，不可治。 

手太阳厥逆，耳聋泣出，项不可以顾，腰不可以俛仰。治主病者。 

手阳明少阳厥逆，发喉痹、噎肿、痉、治主病者。 

病能论篇第四十六 
黄帝问曰：人病胃脘痈者，诊当何如？岐伯对曰：诊此者，当候胃脉，其脉当沉细，沉细者气

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则热；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盛，则热聚于胃口而不行，故胃胱为痈也。 

帝曰：善。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故人不能悬
其病也。 

帝曰：人之不得偃卧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脏之盖也，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论
在奇恒阴阳中。 

帝曰：有病厥者，诊右脉沉而紧，左脉浮而迟，不然病主安在？岐伯曰：冬诊之，右脉固为沉
紧，此应四时，左脉浮而迟，此逆四时，在左当主病在肾，颇关在肺，当腰痛也。 

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少阴脉贯肾络肺，今得肺脉，肾为之病，故肾为腰痛之病也。 

帝曰：善。有病颈痈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岐伯曰：此同名异等者
也。夫痈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泻之，此所谓同病异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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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于阳也。帝曰：阳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阳气者，
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帝曰：何以知之？岐伯曰：阳明者常动，巨阳少阳不动，
不动而动，大疾，此其候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夺其食即已。夫食入于阴，长气于阳，故
夺其食即已。使之服以生铁络为饮，夫生铁络者，下气疾也。 

帝曰：善。有病身热解堕，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风。帝曰：治
之奈何？岐伯曰：以泽泻，朮各十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饭。 

所谓深之细者，其中手如针也。摩之切之，聚者，坚也，博者，大也。 

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也。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金匮者，决死生也。拨度者，切度之也。奇
恒者，言奇病也。所谓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时死也。恒者，得以四时死也。 

所谓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脉理也。度者，得其病处，以四时度之也。 

奇病论篇第四十七 
黄帝问曰：人有重身，九月而喑，此为何也？岐伯对曰：胞之络脉绝也。 

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络者，系于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无治也，当十月复。 

刺法曰：无损不足，益有余，以成其疹。 

然后调之。 

所谓无损不足者，身赢瘦，无用镵石也；无益其有余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则精出而病独
擅中，故曰疹成也。 

帝曰：病胁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息积，此不妨于食，不可灸刺，
积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 

帝曰：人有身体髀股〓皆肿，环脐而痛，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此风根也。其气溢
于大肠而着于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涩之病也。 

帝曰：人有尺脉数甚，筋急而见，此为何病？岐伯曰：此所谓疹筋，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见，
则病甚。 

帝曰：人有病头痛，以数岁不已，此安得之，名为何病？岐伯曰：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
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病名厥逆。帝曰：善。 

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痹。夫五味入口，
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
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 

帝曰：有病口苦，取阳陵泉。口苦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胆瘅。夫肝者，
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此人者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逆而口为之苦。治之以胆募俞，
治在阴阳十二官相使中。 

帝曰：有癃者，一日数十溲，此不足也。身热如炭，颈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气逆，此有余
也。太阴脉微细如发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为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阴，其盛在胃，颇在肺，
病名曰厥，死不治。此所谓得五有余，二不足也。 

帝曰：何谓五有余？二不足？岐伯曰：所谓五有余者，五病之气有余也，二不足者，亦病气之
不足也。今外得五有余，内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里，亦正死明矣！ 

帝曰：人生而有病癫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
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疾也。 

帝曰：有病庞然有水状，切其脉大紧，身无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为何病？岐伯曰：
病生在肾，名为肾风，肾风而不能食，善惊，惊已，心气痿者死。帝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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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奇论篇第四十八 
肝满、肾满、肺满皆实，即为肿。 

肺之雍，喘而两胠满；肝雍两胠满，卧则惊，不得小便；肾雍脚下至少腹满，胫有大小，髀〓
大，跛易偏枯。 

心脉满大，? 瘈筋挛；肝脉小急，? 瘈筋挛；肝脉惊暴，有所惊骇，脉不至若暗，不治自己。 

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 

肝肾并沉为石水，并浮为风水，并虚为死，并小弦欲惊。 

肾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为疝。 

心脉搏滑急为心疝。肺脉沉搏为肺疝。 

三阳急为瘕，三阴急为疝。二阴急为? 厥，二阳急为惊。 

脾脉外鼓沉为肠澼，久自已。肝脉小缓为肠澼，易治。肾脉小搏沉，为肠澼下血，血温身热者
死。心肝澼亦下血，二脏同病者可治。其脉小沉涩为肠澼，其身热者死，热见七日死。 

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膈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暗舌转可治，三十
日起。其从者暗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 

脉至而搏，血衄身热者死。脉来悬钩浮为常脉。 

脉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与人言。脉至如数，使人暴惊，三四日自已。 

脉至浮合，浮合如数，一息十至以上，是经气予不足也，微见九十日死。 

脉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之予夺也，草干而死。 

脉至如散叶，是肝气予虚也，木叶落而死。 

脉至如省客，省客者，脉寒而鼓，是肾气予不足也，悬去枣华而死。 

脉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荚落而死。 

脉至如横格，是胆气予不足也，禾熟而死。 

脉至如弦缕，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 

脉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微见三十日死。 

脉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阳气予不足也。少气味，韭英而死。 

脉至如颓土之状，按之不得，是肌气予不足也。五色先见黑，白垒发死。 

脉至如悬雍，悬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 

脉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坚大急，五脏菀热，寒热独并于肾也，如此其人不得坐，
立春而死。 

脉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肠气予不足也。枣叶生而死。 

脉至如华者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听，是小肠气予不足也。季秋而死。 

脉解篇第四十九 
太阳所谓肿，腰脽痛者，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正月阳气出，在上而阴气盛，阳未得自次也，

故肿，腰脽痛也。 

病偏虚为跛者，正月阳气冻解，地气而出也。所谓偏虚者，冬寒颇有不足者，故偏虚为跛也。 

所谓强上引背者，阳气大上而争，故强上也。 

所谓耳呜者，阳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呜也。 

所谓甚则狂巅疾者，阳尽在上而阴气从下，下虚上实，故狂巅疾也。 

所谓浮为聋者，皆在气也。 

所谓入中为喑者，阳盛已衰故为喑也。 

内夺而厥，则为喑俳，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 

少阳所谓心胁痛者，言少阳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阳气尽而阴气盛，故心胁痛也。 

所谓不可反侧者，阴气藏物也，物藏则不动，故不可反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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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甚则跃者，九月万物尽衰，草木华落而堕，则气去阳而之阴，气盛而阳之下长，故谓跃。 

阳明所谓洒洒振寒者，阳明者午也，五月盛阳之阴也，阳盛而阴气加之，故洒洒振寒也。 

所谓胫肿而股不收者，是五月盛阳之阴也。阳者衰于五月，而一阴气上，与阳始争，故胫肿而
股不收也。 

所谓上喘而为水者，阴气下而复上，上则邪客于脏腑间，故为水也。 

所谓胸痛少气者，水气在脏腑也；水者阴气也，阴气在中，故胸痛少气也。 

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
所谓欲独闭户牖而处者，阴阳相薄也，阳尽而阴盛，故欲独闭户牖而居。 

所谓病至则欲乘高而歌，弃衣而走者，阴阳复争而外并于阳，故使之弃衣而走也。 

所谓客孙脉，则头痛鼻鼽腹肿者，阳明并于上，上者则其孙络太阴也，故头痛鼻鼽腹肿也。 

太阴所谓病胀者，太阴子也，十一月万物气皆藏于中，故曰病胀。 

所谓上走心为噫者，阴盛而上走于阳明，阳明络属心，故曰上走心为噫也。 

所谓食则呕者，物盛满而上溢，故呕也。 

所谓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者，十二月阴气下衰而阳气且出，故曰：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也。 

刺要论篇第五十 
黄帝问曰：愿闻刺要？ 

岐伯对曰：病有浮沉，刺有浅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过之则内伤，不及则生外壅，壅则邪
从之。浅深不得，反为大贼，内动五脏，后生大病。 

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肤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脉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
髓者。 

是故刺毫毛腠理无伤皮，皮伤则内动肺，肺动则秋病温疟，泝泝然寒栗。 

刺皮无伤肉，肉伤则内动脾，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胀烦不嗜食。 

刺肉无伤脉，脉伤则内动心，心动则夏病心痛。 

刺脉无伤筋，筋伤则内动肝，肝动则春病热而筋弛。 

刺筋无伤骨，骨伤则内动肾，肾动则冬病胀，腰痛。 

刺骨无伤髓，髓伤则销铄〓酸，体解〓然不去矣。 

刺齐论篇第五十一 
黄帝问曰：愿闻刺浅深之分。岐伯对曰：刺骨者无伤筋，刺筋者勿伤肉，刺肉者无伤脉，刺脉

者无伤皮，刺皮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骨。 

帝曰：余未知其所谓，愿闻其解。岐伯曰：刺骨无伤筋者，针至筋而去，不及骨也。刺筋无伤
肉者，至肉而去，不及筋也。刺肉无伤脉者，至脉而去，不及肉也。刺脉无伤皮者，至皮而去，不
及脉也。所谓刺皮无伤肉者，病在皮中，针入皮中无伤肉也。刺肉无伤筋者，过肉中筋也，刺筋无
伤骨者，过筋中骨也。此之谓反也。 

 

刺禁论篇第五十二 
黄帝问曰：愿闻禁数？ 

岐伯对曰：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 ，脾为之使，胃
为之市。 

膈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从之有福，逆之有咎。 

刺中心，一日死。其动为噫。 

刺中肝，五日死。其动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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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中肾，六日死。其动为嚏。 

刺中肺，三日死。其动为咳。 

刺中脾，十日死。其动为吞。 

刺中胆，一日半死。其动为呕。 

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 

刺面中溜脉，不幸为盲。 

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 

刺舌下中脉太过，血出不止为喑。 

刺足下布络中脉，血不出为肿。 

刺郗中大脉，令人仆脱色。 

刺气街中脉，血不出，为肿鼠仆。 

刺脊间中髓为伛。 

刺乳上，中乳房，为肿根蚀。 

刺缺盆中内陷气泄，令人喘咳逆。 

刺手鱼腹内陷为肿。 

无刺大醉，令人气乱；无刺大怒，令人气逆：无刺大劳人；无刺新饱人；无刺大饥人；无刺大
渴人；无刺大惊人。 

刺阴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 

刺客主人内陷中脉，为内漏为聋。 

刺膝膑出液为跛。 

刺臂太阴脉，出血多，立死。 

刺足少阴脉，重虚出血，为舌难以言。 

刺膺中陷中，肺为喘逆仰息。 

刺肘中内陷气归之，为之不屈伸。 

刺阴股下三寸内陷，令人遗溺。 

刺腋下胁间内陷，令人咳。 

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满。 

刺〓肠内陷为肿。 

刺眶上陷骨中脉，为漏为盲。 

刺关节中液出，不得屈伸。 

刺志论篇第五十三 
黄帝问曰：愿闻虚实之要？岐伯对曰：气实形实，气虚形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谷盛气盛，

谷虚气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脉实血实，脉虚血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 

帝曰：如何而反？岐伯曰：气虚身热，此谓反也。谷入多而气少，此谓反也。谷不入而气多，
此谓反也。脉盛血少，此谓反也。脉少血多，此谓反也。 

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 

谷入多而气少者，得之有所脱血，湿居下也。 

谷入少而气多者，邪在胃及与肺也。 

脉小血多者，饮中热也；脉大血少者，脉有风气，水浆不入，此之谓也。 

夫实者，气入也；虚者，气出也。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 

入实者，左手开针空也；入虚者，左手闭针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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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解篇第五十四 
黄帝问曰：愿闻九针之解，虚实之道。岐伯对曰：刺虚则实之者，针下热也。气实乃热也。满

而泄之者，针下寒也，气虚乃寒也。菀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 

邪胜则虚之者，出针勿按。 

徐而疾则实者，徐出针而疾按之；疾而徐则虚者，疾出针而徐按之。 

言实与虚者，寒温气多少也。 

若无若有者，疾不可知也。 

察后与先者，知病先后也。 

为虚与实者，工勿失其法。若得若失者，离其法也。 

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者，为其各有所宜也。 

补泻之时者，与气开阖相合也。 

九针之名，各不同形者，针穷其所当补泻也。 

刺实须其虚者留针，阴气隆至，乃去针也；刺虚须其实者，阳气隆至，针下热，乃去针也。 

经气已至，慎守勿失者，勿变更也。 

深浅在志者，知病之内外也。 

远近如一者，深浅其候等也。 

如临深渊者，不敢堕也。 

手如握虎者，欲其壮也。 

 

神无营于众物者，静志观病人，无左右视也。 

义无邪下者，欲端以正也。 

必正其神者，欲胆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也。 

所谓三里者，下膝三寸也。所谓跗之者，举膝分易见也。巨虚者，矫足〓独陷者。下廉者陷下
者也。 

帝曰：余闻九针上应天地四时阴阳，愿闻其方，令可传于后世以为常也。岐伯曰：夫一天、二
地、三人、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身形亦应之，针各有所宜，故曰九针。 

人皮应天，人肉应地，人脉应人，人筋应时，人声应音，人阴阳合气应律，人齿面目应星，人
出入气应风，人九窍三百六十五络应野。 

故一针皮、二针肉、三针脉、四针筋、五针骨、六针调阴阳、七针益精、八针除风、九针通九
窍、除三百六十五节气。此之谓各有所主也。 

人心意应八风；人气应天；人发齿耳目五声，应五音六律；人阴阳脉血气应地。 

人肝目应之九窍三百六十五人一以观动静天二以候五色七星应之以候发母泽五音一以候宫商角
征羽六律有余不足应之二地一以候高下有余九野一节俞应之以候闭节三人变一分人候齿泄多血少十
分角之变五分以候缓急六分不足三分寒关节第九分四时人寒温燥湿四时一应之以候相反一四方各作
解。 

长刺节论篇第五十五 
듌볒늻헯ꎬ쳽늡헟퇔ꎬ퓚춷춷벲춴ꎬ캪님헫횮ꆣ듌훁맇늡틑ꎬ짏컞짋맇죢벰욤ꎬ욤헟뗀튲ꆣ 

틵듌죫튻ꎬ냸쯄뒦ꎬ훎몮죈ꆣ 

짮헟듌듳퓠ꎬ웈퓠듌놳ꎬ놳폡튲ꆣ듌횮웈퓠ꎬ퓠믡ꎬ뢹훐몮죈좥뛸횹ꆣ폫듌횮튪ꎬ랢헫뛸잳
돶톪ꆣ 

훎뢯훗헟ꎬ듌뢯짏ꎬ쫓편킡듳짮잳듌ꆣ듌듳헟뛠톪ꎬ킡헟짮횮ꎬ뇘뛋쓚헫캪맊횹ꆣ 

늡퓚짙뢹폐믽ꎬ듌욤ꇾ틔쿂ꎬ훁짙뢹뛸횹ꆣ듌쿀벹솽엔쯄ힵ볤ꎬ듌솽벾킲샟볤ꎬ떼뢹훐웸
죈쿂틑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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늡퓚짙뢹ꎬ뢹춴늻뗃듳킡뇣ꎬ늡쏻풻ꎬ뗃횮몮ꆣ듌짙뢹솽막볤ꎬ듌퇼맇볤ꎬ듌뛸뛠횮ꎬ뺡
쇩늡틑ꆣ 

늡퓚뷮ꎬ뷮싎뷚춴ꎬ늻뿉틔탐ꎬ쏻풻뷮뇔ꆣ듌뷮짏캪맊ꎬ듌럖죢볤ꎬ늻뿉훐맇튲ꆣ늡웰뷮쇩늡
틑횹ꆣ 

늡퓚벡럴ꎬ벡럴뺡춴ꎬ쏻풻벡뇔ꎬ짋폚몮쪪ꆣ듌듳럖킡럖ꎬ뛠랢헫뛸짮횮ꎬ틔죈캪맊ꎬ컞짋뷮
맇ꎬ짋뷮맇ꎬ편랢죴뇤ꆣ훮럖뺡죈늡틑횹ꆣ 

늡퓚맇ꎬ맇훘늻뿉뻙ꎬ맇쯨쯡춴ꎬ몮웸훁ꎬ쏻풻맇뇔ꆣ짮헟듌컞짋싶죢캪맊ꆣ웤뗀듳럖킡럖ꎬ
맇죈늡틑횹ꆣ 

늡퓚훮퇴싶쟒몮쟒죈ꎬ훮럖쟒몮쟒죈ꎬ쏻풻뿱ꆣ듌횮탩싶ꎬ쫓럖뺡죈늡틑횹ꆣ 

늡돵랢쯪튻랢ꎬ늻훎퓂튻랢ꎬ늻훎퓂쯄컥랢ꎬ쏻풻늡ꆣ듌훮럖훮싶ꆣ웤컞몮헟ꎬ틔헫뗷횮늡
횹ꆣ 

늡럧쟒몮쟒죈ꎬ쇩몹돶ꎬ튻죕쫽맽ꎬ쿈듌훮럖샭싧싶ꎬ몹돶쟒몮쟒죈ꎬ죽죕튻듌ꎬ냙죕뛸틑ꆣ 

늡듳럧맇뷚훘ꎬ탫쎼뛩ꎬ쏻풻듳럧ꎬ듌벡죢캪맊ꆣ몹돶냙죕ꎬ듌맇쯨몹돶냙죕ꎬ랲뛾냙죕탫쎼
짺뛸횹헫ꆣ 

皮部论篇第五十六 
黄帝问曰：余闻皮有分部，脉有经纪，筋有结络，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异。别其分部，左右

上下，阴阳所在，病之始终，愿闻其道。 

岐伯对曰：欲知皮部以经脉为纪者，诸经皆然。 

阳明之阳，名曰害蜚，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阳明之络也。其色多青则痛，多里则
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寒热也。络盛则入客于经。阳主外，阴主内。 

少阳之阳，名曰枢持。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少阳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故
在阳者主内，在阴者主出，以渗于内，诸经皆然。 

太阳之阳，名曰关枢。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太阳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 

少阴之阴，名曰枢儒。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少阴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其
入经也，从阳部注于经，其出者，从阴内注于骨。 

心主之阴，名曰害肩，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心主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 

太阴之阴，名曰关蛰。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太阴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 

凡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 

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
留而不去，传入于腑，廪于肠胃。 

邪之始入于皮也，泝然起毫毛，开腠理，其入于络也，则络脉盛色变；其入客于经也，则感虚，
乃陷下，其留于筋骨之间。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破毛直而败。 

帝曰：夫子言皮之十二部，其生病皆何如。 

岐伯曰：皮者，脉之部也。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入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
经脉满，则入舍于腑脏也。故皮者有分部不与而生大病也。帝曰：善。 

经络论篇第五十七 
黄帝问曰：夫络脉之见也，其五色各异，青黄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 

岐伯对曰：经有常色，而络无常变也。 

帝曰：经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黄、肾黑，皆亦应其经脉之色也。 

帝曰：络之阴阳，亦应其经乎？ 

岐伯曰：阴络之色应其经，阳络之色变无常，随四时而行也。 

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皆常色，谓之无病。五色具见者，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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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寒热。帝曰：善。 

气穴论篇第五十八 
黄帝问曰：余闻气穴三百六十五以应一岁，未知其所，愿卒闻之。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窘乎哉问也？其非精帝，孰能穷其道焉，因请溢意尽言其处。 

帝捧手逡巡而却曰：夫子之开余道也，目未见其处，耳未闻其数，而目已明，耳以聪矣。 

岐伯曰：此所谓精人易语，良马易御也。 

帝曰：余非精人之易语也，世言真数开人意，今余所访问者真数，发蒙解惑，未足以论也。然
余愿闻夫子溢志尽言其处，令解其意，请藏之金匮，不敢复出。 

 

岐伯再拜而起曰：臣请言之，背与心相控而痛，所治天突与十椎及上纪。上纪者胃脘也，下纪
者关元也。 

背胸邪系阴阳左右如此，其病前后痛涩，胸胁痛而不得息，不得卧、上气、短气、偏痛、脉满
起，斜出尻脉，络胸胁，支心贯膈，上肩加天突，斜下肩，交十椎下。 

脏俞五十穴。 

腑俞七十二穴 

热俞五十九穴 

水俞五十七穴 

头上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穴。 

中〓两傍各五，凡十穴。 

大椎上两傍各一，凡二穴。 

目瞳子浮白二穴。 

两髀厌分中二穴。 

犊鼻二穴。 

耳中多所闻二穴。 

眉本二穴。 

完骨二穴。 

顶中央一穴。 

枕骨二穴。 

上关二穴。 

大迎二穴。 

下关二穴。 

天柱二穴。 

巨虚上下廉四穴。 

曲牙二穴。 

天突一穴。 

天府二穴。 

天牖二穴。 

扶突二穴。 

天窗二穴。 

肩解二穴。 

关元一穴。 

委阳二穴。 

肩贞二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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喑门一穴。 

齐一穴。 

胸俞十二穴。 

背俞二穴。 

膺俞十二穴。 

分肉二穴。 

踝上横二穴。 

阴阳蹻四穴。 

水俞在诸分，热俞在气穴，寒热俞在两骸厌中二穴。 

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 

凡三百六十五穴，针之所由行也。 

帝曰：余已知气穴之处，游针之居，愿闻孙络溪谷，亦有所应乎？ 

岐伯曰：孙络三百六十五穴会，亦以应一岁，以溢奇邪，以通荣卫。荣卫稽留，卫散荣溢，气
竭血着。外为发热，内为少气。疾泻无怠，以通荣卫，见而泻之，无问所会。 

帝曰：善。愿闻溪谷之会也。 

岐伯曰：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溪，肉分之间，溪谷之会。以行荣卫，以会大气。邪盛气
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内销骨髓，外破大腘。留于节凑，必将为败。积寒留舍，荣
卫不居，卷肉缩筋，肋肘不得伸。内为骨痹，外为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于溪谷也。溪谷三百六
十五穴会。亦应一岁。其小痹淫溢，循脉往来，微针所及，与法相同。 

帝乃避左右而起，再拜曰：今日发蒙解惑，藏之金匮，不敢复出。乃藏之金兰之室，署曰气穴
所在。岐伯曰：孙络之脉别经者，其血盛而当泻者，亦三百六十五脉，并注于络，传注十二络脉，
非独十四络脉也，内解泻于中者十脉。 

气府论篇第五十九 
足太阳脉气所发者，七十八穴。 

两眉头各一。 

入发至项三寸半傍五，相去三寸。 

其浮气在皮中者，凡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 

项中大筋两旁，各一。 

风府两旁，各一。 

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节，十五间各一，五脏之俞各五，六腑之俞各六。 

委中以下至足小趾旁，各六俞。 

足少阳脉气所发者，六十二穴，两角上各二。 

直目上发际内各五。 

耳前角上各一。 

耳前角下各一。 

锐发下，各一。 

客主人，各一。 

耳后陷中，各一。 

下关各一。 

耳下牙车之后，各一。 

缺盆各一。 

掖下三寸，胁下至胠，八间各一。 

髀枢中傍，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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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以下至足小趾次趾各六俞。 

足阳明脉气血所发者，六十八穴，额颅发际旁各三。 

面鼽骨空各一。 

大迎之骨空各一。 

人迎各一。 

缺盆外骨空各一。 

膺中骨间各一。 

侠鸠尾之外，当乳下三寸，侠胃脘各五。 

侠脐广三寸，各三。 

 

下齐二寸，侠之各三。 

气街动脉各一。 

伏兔上各一。 

三里以下至足中趾各八俞，分之所在穴空。 

手太阳脉气所发者，三十六穴，目内眦各一。 

目外各一。 

鼽骨下各一。 

耳郭上各一。 

耳中各一。 

巨骨穴各一。 

曲掖上骨穴各一。 

柱骨上陷者各一。 

上天窗四寸，各一。 

肩解各一。 

肩解下三寸，各一。 

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 

手阳明脉气所发者，二十二穴。鼻空外廉项上，各二。 

大迎骨空各一。 

柱骨之会各一。 

? 骨之会各一。 

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俞。 

手少阳脉气所发者三十二穴，鼽骨下各一。 

眉后各一。 

角上各一。 

下完骨后各一。 

项中足太阳之前各一。 

侠扶突各一。 

肩贞各一。 

肩贞下三寸分间各一。 

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 

督脉气所发者，二十八穴。 

项中央二。 

发际后中八。 

面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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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椎以下至尻尾及旁十五穴。 

至〓下凡二十一节脊椎法也。 

任脉之气所发者，二十八穴，喉中央二。 

膺中骨陷中各一。 

鸠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横骨六寸半一，腹脉法也。 

下阴别一。 

目下各一。 

下唇一。 

断交一。 

冲脉气所发者，二十二穴。侠鸠尾外各半寸，至齐寸一。 

侠齐下旁各五分，至横骨寸一，腹脉法也。 

足少阴舌下。 

厥阴毛中急脉各一。 

手少阴各一。 

阴阳蹻各一。 

手足诸鱼际脉气所发者。 

凡三百六十五穴也。 

骨空论篇第六十 
믆뗛컊풻ꎺ폠컅럧헟ꎬ냙늡횮쪼튲ꆣ틔헫훎횮쓎뫎ꎿ 

늮뛔풻ꎺ럧듓췢죫ꎬ쇮죋헱몮몹돶ꎬ춷춴ꆢ짭훘ꆢ뛱몮ꆣ훎퓚럧뢮ꎬ뗷웤틵퇴ꎬ늻ퟣ퓲늹ꎬ
폐폠퓲킺ꆣ 

듳럧뺱쿮춴ꎬ듌럧뢮ꎬ럧뢮퓚짏ힵꆣ 

듳럧몹돶ꎬ뻄ꇾ컻ꎬꇾ컻퓚놳쿂쿀벹냸죽듧쯹ꎬ톹횮쇮늡죋뫴ꇾ컻ꎬꇾ컻펦쫖ꆣ 

듓럧퓷럧ꎬ듌쎼춷ꆣ 

쪧헭퓚볧ꎬ짏뫡맇볤ꆣ 

헛쪹폜뇛웫훢헽뻄벹훐ꆣ 

ꇾ싧벾킲틽짙뢹뛸춴헍ꎬ듌ꇾ컻ꆣ 

퇼춴늻뿉틔튡ꎬ벱틽틵싑ꎬ듌냋폫춴짏ꎬ냋퓚퇼럖볤ꆣ 

쫳? 몮죈ꎬ뮹듌몮뢮ꆣ몮뢮퓚뢽쾥췢뷢펪ꆣ좡쾥짏췢헟ꎬ쪹횮냝ꎻ좡ퟣ탄헟ꎬ쪹횮맲ꆣ 

죎싶헟ꎬ웰폚훐벫횮쿂ꎬ틔짏쎫볊ꎬ톭뢹샯ꎬ짏맘풪ꎬ훁퇊뫭ꎬ짏틃톭쏦죫쒿ꆣ 

돥싶헟ꎬ웰폚웸뷖ꎬ늢짙틵횮뺭ꎬ쿀웪짏탐ꎬ훁탘훐뛸즢ꆣ 

죎싶캪늡ꎬ쓐ퟓ쓚뷡웟ꎬ얮ퟓ듸쿂뻛ꆣ 

돥싶캪늡ꎬ쓦웸샯벱ꆣ 

뚽싶캪늡ꎬ벹잿랴헛ꆣ 

뚽싶헟ꎬ웰폚짙뢹틔쿂맇훐퇫ꆣ얮ퟓ죫쾵춢뿗ꎬ웤뿗쓧뿗횮뛋튲ꆣ웤싧톭틵웷ꎬ뫏듛볤ꎬ죆듛
뫳ꎬ뇰죆췎ꎬ훁짙틵폫뻞퇴훐싧헟뫏ꎬ짙틵짏막쓚뫳솮맡벹쫴짶ꆣ 

폫첫퇴웰폚쒿쓚ꎬ짏뛮붻ꎬ짏죫싧쓔ꎬ뮹돶뇰쿂쿮ꎬ톭볧쓚ꆣ쿀벹뗖퇼훐ꎬ죫톭싧짶ꆣ 

웤쓐ퟓ톭뺥쿂훁듛ꎬ폫얮ퟓ뗈ꎬ웤짙뢹횱짏헟ꎬ맡웪훐퇫ꎬ짏맡탄ꎬ죫뫭짏틃ꎬ뮷뒽짏쾵솽쒿
횮쿂훐퇫ꆣ 

듋짺늡ꎬ듓짙뢹짏돥탄뛸춴ꎬ늻뗃잰뫳ꎬ캪돥ꎬ웤얮ퟓ늻퓐ꎬ훌ꆢ틅쓧ꆢ틧룉ꎻ뚽싶짺늡
훎뚽싶ꎬ훎퓚맇짏ꎬ짵헟퓚웪쿂펪ꆣ 

웤짏웸폐틴헟ꎬ훎웤뫭훐퇫ꎬ퓚좱엨훐헟ꆣ 

웤늡짏돥뫭헟ꎬ훎웤붥ꎬ붥헟ꎬ짏쿀틃튲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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쾥짬늻쟼ꎬ훎웤ꎻퟸ뛸쾥춴ꎬ훎웤믺ꎻ솢뛸쫮뷢훎웤몡맘ꎻ쾥춴ꎬ춴벰쒷횸ꎬ훎웤쑎ꎻퟸ
뛸쾥춴죧컯틾헟ꎬ훎웤맘ꎻ쾥춴늻뿉쟼짬ꎬ훎웤놳쓚ꎻ솬ꇾ죴헛ꎬ믮퇴쏷훐폡ꆣ죴뇰훎뻞퇴짙틵
�ꎬ틹쯡늻쓜뻃솢ꎬ훎짙퇴횮캬ꎬ퓚췢짏컥듧ꆣ 

뢨맇짏뫡맇쿂캪캪ꎬ쿀캪믺ꎬ쾥뷢캪몡맘ꎬ쿀쾥횮맇캪솬몡ꎬ몡쿂캪뢨ꎬ뢨짏캪쑎ꎬ쑎짏
캪맘ꎬ춷뫡맇캪헭ꆣ 

쮮폡컥쪮웟톨ꎬ짏컥탐ꎬ탐컥ꎬ럼�짏솽탐ꎬ탐컥ꎬퟳ폒룷튻탐ꎬ탐컥ꎬ짏룷튻탐ꎬ탐쇹
톨ꆣ 

쯨뿕ꎺ퓚쓔뫳죽럖ꎬ퓚슭볊죱맇횮쿂ꎬ튻퓚믹쿂ꎻ튻퓚쿮뫳훐뢴맇쿂ꎻ튻퓚벹맇짏뿕ꎬ퓚럧
뢮짏ꆣ벹맇쿂뿕ꎬ퓚맇쿂뿕ꎻ쫽쯨뿕ꎬ퓚쏦쿀뇇ꎻ믲맇뿕퓚뿚쿂ꎬ떱솽볧ꆣ솽볧뿕ꎬ퓚훐횮
퇴ꆣ뇛맇뿕ꎬ퓚뇛퇴좥쯄듧솽맇뿕쏅볤ꆣ막맇짏뿕ꎬ퓚막퇴돶짏쾥쯄듧ꆣꇾ맇뿕ꎬ퓚뢨맇횮짏뛋ꆣ
막볊맇뿕ꎬ퓚쎫훐뚯쿂ꆣ맇뿕ꎬ퓚맇횮뫳ꎬ쿠좥쯄듧ꆣ뇢맇폐째샭듕컞쯨뿗ꎬ틗쯨컞뿕ꆣ 

뻄몮죈횮램ꎬ쿈뻄쿮듳ힵꎬ틔쓪캪ힳ쫽ꎻ듎뻄맇ꆣ틔쓪캪ힳ쫽ꆣ 

쫓놳폡쿝헟뻄횮ꎬ뻙뇛볧짏쿝헟뻄횮ꎬ솽벾킲횮볤뻄횮ꎬ췢짏뻸맇횮뛋뻄횮ꎬퟣ킡횸듎횸볤
뻄횮ꎬꇾ쿂쿝싶뻄횮ꎬ췢뫳뻄횮ꆣ 

좱엨맇짏쟐횮볡춴죧뷮헟뻄횮ꎬ훐쿝맇볤뻄횮ꎬ헆쫸맇쿂뻄횮ꎬ웪쿂맘풪죽듧뻄횮ꎬ쎫볊뚯
싶뻄횮ꎬ쾥쿂죽듧럖볤뻄횮ꎬퟣ퇴쏷짏뚯싶뻄횮ꎬ짏튻뻄횮ꆣ 

좮쯹쓶횮뒦뻄횮ꎬ죽ힳꎬ벴틔좮짋늡램뻄횮ꆣ 

랲떱뻄뛾쪮뻅뒦ꆣ 

짋쪳뻄횮ꎬ늻틑헟ꎬ뇘쫓웤뺭횮맽폚퇴헟ꎬ쫽듌웤폡뛸튩횮ꆣ 

水热穴论篇第六十一 
黄帝问曰：少阴何以主肾，肾何以主水？岐伯对曰：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肺者太阴

也，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 

帝曰：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
于皮肤，故为胕肿。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 

帝曰：诸水皆生于肾乎？岐伯曰：肾者牝藏也，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阴
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
传为胕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所谓玄府者，汗空也。 

帝曰：水俞五十七处者，是何主也？岐伯曰：肾俞五十七穴，积阴之所聚也，水所从出入也。
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肾俞。故水病下为胕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故肺为喘呼，
肾为水肿，肺为逆不得卧，分为相输俱受者，水气之所留也。 

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肾之街也。三阴之所交结于脚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肾脉之
下行也，名曰太冲。凡五十七穴者，皆脏之阴络，水之所客也。 

帝曰：春取络脉分肉何也？岐伯曰：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肝气急，其风疾。经脉常深，其
气少，不能深入，故取络脉分肉间。 

帝曰：夏取盛经分腠何也？岐伯曰：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脉瘦气弱，阳气留溢，热熏分腠，
内至于经。故取盛经分腠，绝肤而病去者，邪居浅也。所谓盛经者，阳脉也。 

帝曰：秋取经俞何也？岐伯曰：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金将胜火，阳气在合，阴气初胜，湿
气及体阴气未盛，未能深入，故取俞以泻阴邪，取合以虚阳邪，阳气始衰，故取于合。 

帝曰：冬取井荥何也？岐伯曰：冬者水始治，肾方闭，阳气衰少，阴气坚盛，巨阳伏沉，阳脉
乃去，故取井以下阴逆，取荥以实阳气。故曰：冬取井荥，春不鼽衄。 

帝曰：夫子言治热病五十九俞，余论其意，未能领别其处，愿闻其处，因闻其意。岐伯曰：头
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诸阳之热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泻胸中之热也。气街、
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泻胃中之热也。云门、? 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泻四肢之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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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五脏俞傍五，此十者，以泻五脏之热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热之左右也。 

帝曰：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则生热也。 

调经论篇第六十二 
黄帝问曰：余闻刺法言，有余泻之，不足补之，何谓有余，何谓不足？岐伯对曰：有余有五，

不足亦有五，常欲何问？帝曰：愿尽闻之。岐伯曰：神有余，有不足；气有余，有不足；血有余，
有不足；形有余，有不足；志有余，有不足。凡此十者，其气不等也。 

帝曰：人有精气、津液、四肢、九窍、五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
有虚实。今夫子乃言有余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 

岐伯曰：皆生于五脏也。夫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
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脏。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
经隧焉。 

帝曰：神有余不足何如？岐伯曰：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血气未并，五脏安定，邪客
于形，洒淅起于毫毛，未入于经络也。故命曰神之微。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神有余则泻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无中其大经，神气乃平。
神不足者，视其虚络，按而致之，刺而利之，无出其血，无泄其气，以通其经，神气乃平。 

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释，着针勿斥，移气于不足，神气乃得复。 

帝曰：善。（气）有余不足奈何？岐伯曰：气有余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息利少气。血气未并，五
脏安定，皮肤微病，命曰白气微泄。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气有余则泻其经隧，无伤其经，无出其血，无泄其气。不足则补其
经隧，无出其气。 

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释，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邪气散
乱，无所休息，气泄腠理，真气乃相得。 

帝曰：善。血有余不足奈何？岐伯曰：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血气未并，五脏安定，孙络水
溢，则经有留血。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血有余则泻其盛经，出其血；不足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
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 

帝曰：刺留血奈何？岐伯曰：视其血络，刺出其血，无令恶血得入于经，以成其疾。 

帝曰：善。形有余不足奈何？岐伯曰：形有余则腹胀，径溲不利。不足则四肢不用，血气未并，
五脏安定。肌肉蠕动，命曰微风。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形有余则泻其阳经，不足则补其阳络。 

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取分肉间，无中其经，无伤其络，卫气得复，邪气乃索。 

帝曰：善。志有余不足奈何？岐伯曰：志有余则腹胀飧泄，不足则厥。血气未并，五脏安定，
骨节有动。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志有余则泻然筋血者，不足则补其复溜。 

帝曰：刺未并奈何？岐伯曰：即取之无中其经，邪所乃能立虚。 

帝曰：善。余已闻虚实之形，不知其何以生？岐伯曰：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
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血并于阳，气并于阴，乃为炅中。
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 

帝曰：血并于阴，气并于阳，如是血气离居，何者为实？何者为虚？岐伯曰：血气者喜温而恶
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是故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 

帝曰：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今夫子乃言血并为虚，气并为虚，是无实乎？岐伯曰：有者为实，
无者为虚，故气并则无血，血并则无气。今血与气相失，故为虚焉。络之与孙络俱输于经，血与气
并则为实焉。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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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曰：实者何道从来？虚者何道从去？虚实之要。愿闻其故。岐伯曰：夫阴与阳皆有俞会。阳
注于阴，阴满之外，阴阳均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
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 

帝曰：风雨之伤人奈何？岐伯曰：风雨之伤人也，先客于皮肤，传入于孙脉，孙脉满则传入于
络脉，络脉满则输于大经脉，血气与邪并，客于分腠之间，其脉坚大，故曰实。实者，外坚充满不
可按之，按之则痛。 

帝曰：寒湿之伤人，奈何？岐伯曰：寒湿之中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紧，荣血泣，卫气去，
故曰虚。虚者，聂辟气不足，按之则气足以温之，故快然而不痛。 

帝曰：善。阴之生实奈何？岐伯曰：喜怒不节，则阴气上逆，上逆则下虚，下虚则阳气走之。
故曰实矣。 

帝曰：阴之生虚奈何？岐伯曰：喜则气下，悲则气消，消则脉虚空。因寒饮食，寒气熏满，则
血泣气去，故曰虚矣。 

帝曰：经言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余已闻之矣，不知其所由然
也。岐伯曰：阳受气于上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间，令寒气在外，则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则寒气独
留于外，故寒栗。 

帝曰：阴虚生内热奈何？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
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 

帝曰：阳盛生外热奈何？岐伯曰：上焦不通利，则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
泄越，故外热。 

帝曰：阴盛生内寒奈何？岐伯曰：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
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 

帝曰：阴与阳并，血气以并，病形以成，刺之奈何？岐伯曰：刺此者取之经隧。取血于营，取
气于卫。用形哉，因四时多少高下。 

帝曰：血气以并，病形以成，阴阳相倾，补泻奈何？岐伯曰：泻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
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
如利其路，是谓大泻，必切而出，大气乃屈。 

帝曰：补虚奈何？岐伯曰：持针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内针，气出针入，针空四塞，精无从去，
方实而疾针，气入针出，热不能还，闭塞其门，邪气布散，精气乃得存，动气候时，近气不失，远
气乃来，是谓追之。 

帝曰：夫子言虚实者有十，生于五脏，五脏五脉耳。夫十二经脉皆生其病，今夫子独言五脏。
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节有病必被经脉，经脉之病，皆有虚实，何以合之？岐伯曰：
五脏者故得六腑与为表里，经络支节，各生虚实，其病所居，随而谓之。 

病在脉，调之血；病在血，调之络；病在气，调之卫；病在肉，调之分肉；病在筋，调之筋；
病在骨，调之骨。燔针动刺其下及与急者。病在骨焠针药熨。病不知所痛，两蹻为上。身形有痛，
九候莫病，则缪刺之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巨刺之。必谨察其九候，针道备矣。 

缪刺论篇第六十三 
黄帝问曰：余闻缪刺，未得其意，何谓缪刺？ 

岐伯对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
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
脏之次也。如此则治其经焉。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孙络，留而不去，闭塞不通，不得入于经，流
溢于大络，而生奇病也。夫邪客大络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与经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气
无常处，不入于经俞，命曰缪刺。 

帝曰：愿闻缪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与巨刺何以别之？岐伯曰：邪客于经，左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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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经，非络
脉也。故络病者，其痛与经脉缪处，故命曰缪刺。 

帝曰：愿闻缪刺奈何？取之何如？岐伯曰：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卒心痛、暴胀、胸胁肢满、
无积者，刺然骨之前出血，如食顷而已，不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发者，取五日已。 

邪客于手少阳之络，令人喉痹，舌倦口干，心烦，臂外廉痛，手不及头，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
去端如韭叶，各一痏，壮者立已，老者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数日已。 

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顷
已，左取右，右取左。 

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头项肩痛。刺足小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立已。不已，刺外踝
下三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已。 

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气满胸中，喘息而肢胠，胸中热。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
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已。 

邪客于臂掌之间，不可得屈。刺其踝后，先以指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为数，月生一日一
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 

邪客于足阳蹻之脉，令人目痛，从内眦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痏，左刺右，右刺左，如行
十里顷而已。 

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
刺足内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刺足跗上动脉。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痏，见血立已，左刺右，
右刺左，善悲惊不乐，刺如右方。 

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耳聋，时不闻音。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痏，立闻。不
已，刺中指爪甲上与肉交者，立闻。其不时闻者，不可刺也。耳中生风者，亦刺之如此数，左刺右，
右刺左。 

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在分肉间痛而刺之，以月死生为数，用针者，随气盛衰，以为痏数，
针过其日数则脱气，不及日数则气不泻，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复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
痏，二日二痏，渐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渐少之。 

邪客于足阳明之经，令人鼽衄，上齿寒。刺足中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左刺右，右
刺左。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胁痛，不得息，咳而汗出。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
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咳者温衣饮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覆刺如法。 

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刺足下中央之脉，各三痏，
凡六刺，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嗌中肿，不能内唾，时不能出唾者，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
刺右，右刺左。 

邪客于足太阴之络，令人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抑息，刺腰尻之解，两胛之上，是腰俞，
以月死生为痏数，发针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拘挛、背急、引胁而痛，刺之从项始，数脊椎侠脊，按疾之应手如痛，
刺之傍三痏，立已。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留于枢中痛，髀不可举，刺枢中，以毫针，寒则久留。针以月死生为
数，立已。 

治诸经刺之，所过者不病，则缪刺之。 

耳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通脉，出耳前者。 

齿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脉，入齿中，立已。 

邪客于五脏之间，其病也，脉引而痛，时来时止，视其病缪刺之于手足爪甲上，视其脉，出其
血，间日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 

缪传引上齿，齿唇寒痛，视其手背脉血者，去之，足阳明中指爪甲上一痏，手大指次指爪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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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痏，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
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 

刺其足大指内侧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后刺足心，后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痏，后刺手大指内侧，
去端如韭叶，后刺手心主，少阴锐骨之端，各一痏，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两耳，鬄其左角之发，
方一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灌之，立已。 

凡刺之数，无视其经脉，切而从之，审其虚实而调之。不调者，经刺之；有痛而经不病者，缪
刺之。因视其皮部有血络者，尽取之，此缪刺之数也。 

四时刺逆从论篇第六十四 
厥阴有余病阴痹；不足病生热痹；滑则病狐疝风；涩则病少腹积气。 

少阴有余皮痹隐轸；不足病肺痹；滑则病肺风疝；涩则病积溲血。 

太阴有余，病肉痹，寒中；不足病脾痹；滑则病脾风疝；涩则病积，心腹时满。 

阳明有余，病脉痹身时热；不足病心痹；滑则病心风疝；涩则病积，时善惊。 

太阳有余病骨痹，身重；不足病肾痹；滑则病肾风疝；涩则病积，善时巅疾。 

少阳有余病筋痹、胁满；不足病肝痹，滑则病肝风疝；涩则病积，时筋急目痛。 

是故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 

帝曰：余愿闻其故。岐伯曰：春者天气始开，地气始泄，冻解冰释，水行经通，故人气在脉。
夏者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者，经络皆盛，内溢肌中。秋者天气始收，腠理闭塞，
皮肤引急。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着骨髓，通于五脏。是故邪气者，常随四时之气血而入客也。
至其变化，不可为度，然必从其经气，辟除其邪，除其邪则乱气不生。 

帝曰：逆四时而生乱气奈何？岐伯曰：春刺络脉，血气外溢，令人少气；春刺肌肉，血气环逆，
令人上气；春刺筋骨，血气内着，令人腹胀。 

夏刺经脉，血气乃竭，令人解〓；夏刺肌肉，血气内却，令人善恐；夏刺筋骨，血气上逆，令
人善怒。 

秋刺经脉，血气上逆，令人善忘，秋刺络脉，气不外行，令人卧，不欲动；秋刺筋骨，血气内
散，令人寒栗。 

冬刺经脉，气血皆脱，令人目不明；冬刺络脉，内气外泄，留为大痹，冬刺肌肉，阳气竭绝，
令人善忘。 

凡此四时刺者，大逆之病，不可不从也，反之则生乱气相淫病焉。故刺不知四时之经，病之所
生，以从为逆，正气内乱，与精相薄，必审九候，正气不乱，精气不转。 

帝曰：善。刺五脏中心一曰死，其动为噫。中肝五日死，其动为语。中肺三日死，其动为咳。
中肾六日死，其动为嚏欠。中脾十日死，其动为吞。刺伤人五脏必死，其动则依其藏之所变候，知
其死也。 

标本病传论篇第六十五 
黄帝问曰：病有标本，刺有逆从奈何？ 

岐伯对曰：凡刺之方，必别阴阳，前后相应，逆从得施，标本相移，故曰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标，
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本，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本。故治有取标而得者，有取本而
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故知逆与从，正行无问，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
是谓妄行。 

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浅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
也。以浅而知深，察近而知远，言标与本，易而勿及。 

治反为逆，治得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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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 

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 

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 

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先调之，乃治其它病。 

先病而后先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 

人有客气有同气。 

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 

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 

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先以小大不利而后生病者，治其本。 

夫病传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咳，三日胁肢痛，五日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三日不已死。冬
夜半，夏日中。 

肺病喘咳，三日而胁肢满痛，一日身重体痛，五日而胀，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肝病头目眩胁肢满，三日体重身痛，五日而胀，三日腰脊少腹痛胫酸，三日不已死。冬日入，
夏早食。 

脾病身痛体重，一日而胀，二日少腹腰脊痛，胫酸，三日背〓筋痛，小便闭，十日不已死。冬
入定，夏晏食。 

肾病少腹腰脊痛、浊酸，三日背〓筋痛，小便闭，三日腹胀，三日两胁肢痛，三日不已死。冬
大晨，夏晏晡。 

胃病胀满，五日少腹腰脊痛、〓酸，三日背〓筋痛，小便闭，五日身体重，六日不已死。冬夜
半后，夏日眣。 

膀胱病，小便闭，五日少腹胀，腰脊痛，〓酸，一日腹胀，一日身体痛，二日不已死。冬鸡鸣，
夏下晡。 

诸病以次是相传，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间一脏止及至三四脏者，乃可刺也。 

天元纪大论篇第六十六 
黄帝问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论言五运

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余已知之矣。愿闻其与三阴三阳之候奈何合之？ 

鬼臾区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 

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 

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 

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
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 

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长之
终始也。气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损益彰矣。 

帝曰：愿闻五运之主时也如何？鬼臾区曰：五气运行，各终期日，非独主时也。 

帝曰：请问其所谓也。鬼臾区曰：臣稽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
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
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谓也。 

帝曰：善。何谓气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区曰：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形
有盛衰，谓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故其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
知迎知随，气可与期。应天为天符，承岁为岁直，三合为治。 

帝曰：上下相召奈何？鬼臾区曰：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
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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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 

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所以欲知天地之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故五岁而右迁；应地之气，静而守位，故六期而环
会。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 

帝曰：上下周纪，其有数乎？鬼臾区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
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
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 

帝曰：夫子之言，上终天气，下毕地纪，可谓悉矣。余愿闻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
百姓昭著，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之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 

鬼臾区曰：至数之机，迫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弘，必
得天殃。谨奉天道，请言真要。 

帝曰：善言始者，必会于终，善言近者，必知其远，是则至数极而道不惑，所谓明矣。愿夫子
推而次之，令有条理，简而不匮，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纲纪。至数之要，愿尽闻之。 

鬼臾区曰：昭乎哉问？明乎哉道！如鼓之应桴，响之应声也。臣闻之，甲乙之岁，土运统之；
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 

帝曰：其于三阴三阳合之奈何？鬼臾区曰：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申
之岁，上见少阳；卯酉之岁，上见阳明；辰戊之岁，上见太阳；已亥之岁，上见厥阴。少阴所谓标
也，厥阴所谓终也。 

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
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所谓本也，是谓六元。 

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论！请着之玉版、藏之金匮，署曰天元纪。 

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 
黄帝坐明堂，始正天纲，临观八极，考建五常。 

请天师而问之曰：论言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升降，寒暑彰其兆。 

余闻五运之数于夫子，夫子之所言，正五气之各主岁尔，首甲定运，余因论之。鬼臾区曰：土
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子午之上，少阴主之；丑未之上，太阴主之，
寅申之上，少阳主之；卯酉之上，阳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阳主之；已亥之上，厥阴主之。不合阴
阳，其故何也？ 

岐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阴阳也。 

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白，数
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帝曰：愿闻其所始也。岐伯曰：昭乎哉！问也。臣览太始天元册文，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
〓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昂毕；玄天之气，经于
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璧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 

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帝曰：善。论言天地者，万物之上下；左右者，阴阳之道路；未知其所谓也？ 

岐伯曰：所谓上下者，岁上下见阴阳之所在也。左右者，诸上见厥阴，左少阴，右太阳；见少
阴，左太阴，右厥阴；见太阴，左少阳，右少阴；见少阳，左阳 

明，右太阴；见阳明，左太阳，右少阳；见太阳，左厥阴，右阳明；所谓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见也。 

帝曰：何谓下？岐伯曰：厥阴在上，则少阳在下，左阳明，右太阴；少阴在上，则阳明在下，
左太阳，右少阳；太阴在上，则太阳在下，左厥阴，右阳明；少阳在上，则厥阴在下，左少阴，右
太阳；阳明在上，则少阴在下，左太阴，右厥阴；太阳在上，则太阴在下，左少阳，右少阴；所谓
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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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相遘，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 

帝曰：气相得而病者，何也？岐伯曰：以下临上，不当位也。 

帝曰：动静何如？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余而覆会也。 

帝曰：余闻鬼臾区曰：应地者静，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谓也？愿闻何以生之乎？ 

岐伯曰：天地动静，五行迁复，虽鬼臾区其上候而已，犹不能遍明。 

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
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 

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 

帝曰：凭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 

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 

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入，故令虚而生化也。 

故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裂，火胜则地固矣。 

帝曰：天地之气，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气，胜复之作，不形于诊也。脉法曰：天地之变，
无以脉诊，此之谓也。 

帝曰：间气何如？岐伯曰：随气所在，期于左右。 

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 

不当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白者死，阴阳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
气，左右应见，然后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顺。 

帝曰：寒暑燥湿风火，在人合之奈何？其于万物何以生化？ 

岐伯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 

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气。 

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气为柔，在脏为肝。 

其性为喧，其德为和，其用为动，其色为苍，其化为荣，其虫毛，其政为散，其令宣发，其变
摧拉，其眚为陨，其味为酸，其志为怒。 

怒伤肝，悲胜怒，风伤肝，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 

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气为息，在脏为心。 

其性为暑，其德为湿，其用为燥，其色为赤，其化为茂，其虫羽，其政为明，其令郁蒸，其变
炎烁，其眚燔? ，其味为苦，其志为喜。 

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 

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气为充，在脏为脾。 

其性静兼，其德为濡，其用为化，其色为黄，其化为盈，其虫? ，其政为谧，其令云雨，其变
动注，其眚淫溃，其味为甘，其志为思。 

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脾，酸胜甘。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 

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气为成，在脏为肺。 

其性为凉，其德为清，其用为固，其色为白，其化为敛，其虫介，其政为劲，其令雾露，其变
肃杀，其眚苍落，其味为辛，其志为忧。 

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 

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气为坚，在脏为肾。 

其性为凛，其德为寒，其用为（阙一字），其色为黑，其化为肃，其虫鳞，其政为静，其令（阙
二字），其变凝冽，其眚冰雹，其味为咸，其志为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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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伤肾，思胜恐；寒伤血，燥胜寒；咸伤血，甘胜咸。 

五气更立，各有所先，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 

帝曰：病生之变何如？岐伯曰：气相得则微，不相得则甚。 

帝曰：主岁何如？岐伯曰：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
己所胜，轻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于畏也。帝曰：善。 

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 
黄帝问曰：呜呼，远哉！天之道也，如迎浮云，若视深渊尚可测，迎浮云莫知其极。夫子数言

谨奉天道，余闻而藏之，心私异之，不知其所谓也？愿夫子溢志尽言其事，令终不灭，久而不绝，
天之道，可得闻乎？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明乎哉问！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时也。 

帝曰：愿闻天道六六之节，盛衰何也？ 

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纪。故少阳之右，阳明治之；阳明之右，太阳治之；太阳之右，厥
阴治之；厥阴之右，少阴治之；少阴之右，太阴治之；太阴之右，少阳治之；此所谓气之标，盖南
面而待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谓也。 

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 

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 

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 

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 

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 

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 

本标不同，气应异象。 

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过，何也？ 

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来气不及也；未至而至，来气有余也。 

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如何？岐伯曰：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则病。 

帝曰：善。请言其应。岐伯曰：物生其应也，气脉其应也。 

帝曰：善。愿闻地理之应六节，气位，何如？岐伯曰：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
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
木气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 

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
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情承之。 

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邪则变甚，正则微。 

帝曰：何谓当位？岐伯曰：木运临卯，火运临午，土运临四季，金运临酉，水运临子，所谓岁
会，气之平也。帝曰：非位何如？岐伯曰：岁不与会也。 

帝曰：土运之岁，上见太阴；火运之岁，上见少阳，少阴；金运之岁，上见阳明；木运之岁，
上见厥阴；水运之岁，上见太阳；奈何？岐伯曰：天之与会也，故天元册曰天符。 

天符岁会何如？岐伯曰：太一天符之会也。 

帝曰：其贵贱何如？岐伯曰：天符为执法，岁位为行令，太一天符为贵人。 

帝曰：邪之中也奈何？岐伯曰：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贵人者，
其病暴而死。 

帝曰：位之易也，何如？岐伯曰：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逆则其病近，其害速；顺则其病
远，其害微；所谓二火也。 

帝曰：善。愿闻其步何如？岐伯曰：所谓步者，六十度而有奇。故二十四步积盈百刻而成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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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曰：六气应五行之变何如？岐伯曰：位有终始，气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异也。 

帝曰：求之奈何？岐伯曰：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日岁立，谨候其时，气可
与期。 

帝曰：愿闻其岁六气，始终早晏何如？岐伯曰：明乎哉问也。甲子之岁，初之气，天数始于水
下一刻，终于八十七刻半。二之气，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于七十五刻。三之气，始于七十六刻，
终于六十二刻半。四之气，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于五十刻。五之气，始于五十一刻，终于三十七
刻半。六之气，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于二十五刻。所谓初六天之数也。 

乙丑岁，初之气，天数始于二十六刻，终于一十二刻半。二之气，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终于水
下百刻。三之气，始于一刻，终于八十七刻半。四之气，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于七十五刻。五之
气，始于七十六刻，终于六十二刻半。六之气，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于五十刻。所谓六二天之数
也。 

丙寅岁，初之气，天数始于五十一刻，终于三十七刻半。二之气，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于二
十五刻。三之气，始于二十六刻，终于一十二刻半。四之气，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终于水下百刻。
五之气，始于一刻，终于八十七刻半。六之气，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于七十五刻。所谓六三天之
数也。 

丁卯岁，初之气，天数始于七十六刻，终于六十二刻半。二之气，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于五
十刻。三之气，始于五十一刻，终于三十七刻半。四之气，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于二十五刻。五
之气，始于二十六刻，终于一十二刻半。六之气，始于一十二刻六分，刻于下水百刻。所谓六四天
之数也。次戊辰岁初之气复，始于一刻，常如是无已，周而复始。 

帝曰：愿闻其岁候何如？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日行一周，天气始于一刻。日行再周，天气始
于二十六刻。日行三周，天气始于五十一刻。日行四周，天气始于七十六刻。日行五周，天气复始
于一刻，所谓一纪也。 

是故寅午戌岁气会同，卯未亥岁气会同，辰申子岁气会同，已酉丑岁气会同，终而复始。 

帝曰：愿闻其用也。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 

帝曰：何谓气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 

故曰：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此之谓
也。 

帝曰：何谓初中？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气同法。 

帝曰：初中何也？岐伯曰：所以分天地也。 

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初者地气也，中者天气也。 

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 

帝曰：愿闻其用何如？岐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 

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 

帝曰：善。寒湿相遘，燥热相临，风火相值，其有闻手？ 

岐伯曰：气有胜复，胜复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变，变则邪气居之。 

帝曰：何谓邪乎？岐伯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 

故气有往复，用有迟速，四者之有，而化而变，风之来也。 

帝曰：迟速往复，风所由生，而化而变，故因盛衰之变耳。成败倚伏游乎中，何也？ 

岐伯曰：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 

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静之期也。 

帝曰：不生化乎？岐伯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 

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 

化有小大，期有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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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 

故曰：无形无患，此之谓也。 

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岐伯曰：悉乎哉问也？与道合同，惟真人也。帝曰：善。 

气交变大论篇第六十九 
黄帝问曰：五运更治，上应天期，阴阳往复，寒暑迎随，真邪相薄，内外分离，六经波荡，五

气倾移，太过不及，专胜兼并，愿言其始，而有常名，可得闻乎？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是明道也。此上帝所贵，先师传之，臣虽不敏，往闻其旨。 

帝曰：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
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 

岐伯曰：请遂言之也。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
也。 

帝曰：何谓也？岐伯曰：本气位也。位天者，天文也。地位者，地理也。通于人气之变化者，
人事也。故太过者先天，不及者后天，所谓治化而人应之也。 

帝曰：五运之化，太过何如？ 

岐伯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呜、腹支满，上应
岁星。甚则忽忽善怒，眩冒巅疾，化气不政，生气独治，云物飞动，草木不宁，甚而摇落，反胁痛
而吐甚，冲阳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 

岁火太过，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疟，少气、咳喘、血嗌、血泄、注下、溢燥、耳聋、中
热、肩背热，上应荧惑星。甚则胸中痛，胁支满，胁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身热骨痛而为
浸淫。收气不行，长气独明，雨水霜寒，上应辰星。上临少阴少阳，火燔? ，冰（水？）泉涸，物
焦槁，病反谵妄狂越，咳喘息呜，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渊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星。 

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冤、上应镇星。甚则肌肉
痿，足痿不收行，善瘈，脚下痛、饮发中满、食减、四肢不举。变生得位，藏气伏化，气独治之，
泉涌河衍，涸泽生鱼，风雨大至，土崩溃，鳞见于陆，病腹满溏泄，肠呜，反下甚，而太溪绝者，
死不治。上应岁星。 

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目赤痛、眦疡、耳无所闻。肃杀而甚，
则体重烦冤，胸痛引背，两胁满且痛引少腹，上应太白星。甚则喘咳逆气，肩背痛；尻阴股膝髀〓
〓足皆病，上应荧惑星。收气峻，生气下，草木敛，苍干雕陨，病反暴痛，胠胁不可反侧，咳逆甚
而血溢，太冲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 

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寒、谵妄心痛、寒气早
至，上应辰星。甚则腹大胫肿，喘咳寝汗出，憎风，大雨至，埃雾朦郁，上应镇星。上临太阳，雨
冰雪霜不时降，湿气变物，病反腹满肠呜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门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
辰星。 

帝曰：善。其不及何如？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岁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气失应，草木晚荣，肃杀而甚，则刚木辟者，
悉萎苍干，上应太白星。民病中清，胠胁痛，少腹痛，肠呜、溏泄。凉雨时至，上应太白星，其谷
苍。上临阳明，生气失政，草木再荣，化气乃急，上应太白镇星，其主苍早。复则炎暑流火，湿性
燥，柔脆草木焦槁，下体再生，华实齐化，病寒热疮疡痱胗痈痤，上应荧惑太白，其谷白坚。白露
早降，收杀气行，寒雨害物，虫食甘黄，脾土受邪，赤气后化，心气晚治，上胜肺金，白气乃屈，
其谷不成，咳而鼽，上应荧惑太白星。 

岁火不及，寒乃大行，长政不用，物荣而下。凝惨而甚，则阳气不化，乃折荣美，上应辰星。
民病胸中痛、胁支满，两胁痛，膺背肩胛间及两臂内痛，郁冒蒙眛，心痛暴喑，胸复大，胁下与腰
背相引而痛，甚则屈不能伸，髋髀如别，上应荧惑辰星，其谷丹。复则埃郁，大雨且至，黑气乃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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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骛溏腹满食饮不下寒中，肠呜泄注，腹痛暴挛痿痹，足不任身，上应镇星辰星，玄谷不成。 

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
体重腹痛，筋骨繇复，肌肉? 酸，善怒，脏气举事，蛰虫早附，咸病寒中，上应岁星镇星，其谷〓。
复则收政严峻，名木苍雕，胸胁暴痛，下引少腹，善太息，虫食甘黄，气客于脾，〓谷乃减，民食
少失味，苍谷乃损，上应太白岁星。上临厥阴，流水不冰，蛰虫来见，脏气不用，白乃不复，上应
岁星，民乃康。 

岁金不及，炎火乃行，生气乃用，长气专胜，庶物以茂，燥烁以行，上应荧惑星。民病肩背瞀
重，鼽嚏、血便注下，收气乃后，上应太白星，其谷坚芒。复则寒雨暴至乃零，冰雹霜雪杀物，阴
厥且格，阳反上行，头脑户痛，延及窗顶，发热，上应辰星，丹谷不成，民病口疮，甚则心痛。 

岁水不及，湿乃大行，长气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数至，上应镇星。民病腹满，身重濡泄，寒
疡流水，腰股痛发，腘〓股膝不便，烦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则胕肿，藏气不政，肾气不衡，
上应辰星，其谷秬。上临太阴，则大寒数举，蛰虫早藏，地积坚冰，阳光不治，民病寒疾于下，甚
则腹满浮肿，上应镇星，其主〓谷。复则大风暴发，草偃木零，生长不鲜，面色时变，筋骨并辟，
肉? 瘈，目视〓〓，物疏璺，肌肉胗发，气并膈中，痛于心腹，黄气乃损，其谷不登，上应岁星。 

帝曰：善。愿闻其时也。 

岐伯曰：悉哉问也？木不及，春有鸣条律畅之化，则秋有雾露清凉之政。春有惨凄残贱之胜，
则夏有炎暑燔烁之复。其眚东，其脏肝，其病内舍胠胁，外在关节。 

火不及，夏有炳明光显之化，则冬有严肃霜寒之政。夏有惨凄凝冽之胜，则不时有埃昏大雨之
复。其眚南，其脏心，其病内舍膺胁，外在经络。 

土不及，四维有埃云润泽之化，则春有鸣条鼓拆之政。四维发振拉飘腾之变，则秋有肃杀霖霪
之复。其眚四维，其脏脾，其病内舍心腹，外在肌肉四肢。 

金不及，夏有光显郁蒸之令，则冬有严凝整肃之应，夏有炎烁燔燎之变，则秋有冰雹霜雪之复。
其眚西，其脏肺，其病内舍膺胁肩背，外在皮毛。 

水不及，四维有湍润埃云之化，则不时有和风生发之应。四维发埃昏骤注之变，则不时有飘荡
振拉之复。其眚北，其脏肾，其病内舍腰脊骨髓，外在溪谷踹膝 

。 

夫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此生长化成收藏之理，
气之常也，失常则天地四塞矣。故曰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往复，寒暑彰其兆，此之谓
也。 

帝曰：夫子之言五气之变，四时之应，可谓悉矣，夫气之动乱，触遇而作，发无常会，卒然灾
合，何以期之？ 

岐伯曰：天气之动变，固不常在，而德化政令灾变，不同其候也。 

帝曰：何谓也？岐伯曰：东方生风，风生木，其德敷和，其化生荣，其政舒启，其令风，其变
振发，其灾散落。 

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德彰显，其化蕃茂，其政 

明耀，其令热，其变销烁，其灾燔? 。 

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德溽蒸，其化丰备，其政安静，其令湿，其变骤注，其灾霖溃。 

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清洁，其化紧敛，其政劲切，其令燥，其变肃杀，其灾苍陨。 

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凄沧，其化清谧，其政凝肃，其令寒，其变栗冽，其灾冰雪霜雹。 

是以察其动色，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变、有灾，而物由之，而人应之也。 

帝曰：夫子之言岁候不及，其太过而上应五星，今夫德化政令灾眚变易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动，
其亦为之变乎？ 

岐伯曰：承天而行之，故无妄动，无不应也。卒然而动者，气之交变也，其不应焉。故曰应常
不应卒，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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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曰：其应奈何？岐伯曰：各从其气化也。 

黄帝曰：其行之徐疾逆顺何如？ 

岐伯曰：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谓省下。 

以道而去，去而速来，曲而过之，是谓省遗过也。 

 

久留而环，或离或附，是谓议灾，与其德也。 

应近则小，应远则大。 

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眚即也；小常之一，其化减；小常之二，是谓临视，
省下之过与其德也，德者福之，过者伐之。 

是以象之见也，高而远则小，下而近则大，故大则喜怒迩，小则祸福远。 

岁运太过，则运星北越。运气相得，则各行以道。 

故岁运太过，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则色兼其所不胜。 

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闵闵之当，孰者为良，妄行无征，示畏侯王。 

帝曰：其灾应何如？岐伯曰：亦各从其化也，故时至有盛衰，凌犯有逆顺，留守有多少，形见
有善恶，宿属有胜负，征应有吉凶矣。 

帝曰：其善恶何谓也？岐伯曰：有喜有怒，有忧有丧，有泽有燥，此象之常也，必谨察之。 

帝曰：六者高下异乎？岐伯曰：象见高下，其应一也，故人亦应之。 

帝曰：善。其德化政令之动静损益皆何如？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灾变，不能相加也；胜负盛衰，
不能相多也；往来小大，不能相过也；用之升降，不能相无也；各从其动而复之耳。 

帝曰：其病生何如？岐伯曰：德化者，气之祥；政令者，气之章；变易者，复之纪；灾眚者，
伤之始；气相胜者和，不相胜者病；重感于邪则甚也。 

帝曰：善。所谓精光之论，大圣之业，宣明大道，通于无穷，究于无极也。余闻之善言天者，
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
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欤。乃择良兆而藏之灵室，每旦读之，命曰气交变，非斋戒不敢发，
慎传也。 

五常致大论篇第七十 
믆뗛컊풻ꎺ첫탩쇈삪ꎬ컥퓋믘놡ꎬ쪢쮥늻춬ꎬ쯰틦쿠듓ꎬ풸컅욽웸ꎬ뫎죧뛸쏻ꎬ뫎죧뛸볍튲ꎿ

늮뛔풻ꎺ헑뫵퓕컊튲ꎻ쒾풻럳뫍ꎬ믰풻짽쏷ꎬ췁풻놸뮯ꎬ뷰풻짳욽ꎬ쮮풻뺲쮳ꆣ 

 

뗛풻ꎺ웤늻벰쓎뫎ꎿ늮풻ꎺ쒾풻캯뫍ꎬ믰풻럼쏷ꎬ췁풻놰볠ꎬ뷰풻듓룯ꎬ쮮풻뫔쇷ꆣ 

뗛풻ꎺ첫맽뫎캽ꎿ늮풻ꎺ쒾풻랢짺ꎬ믰풻뫕ꎬ췁풻뛘뢷ꎬ뷰풻볡돉ꎬ쮮풻쇷퇜ꆣ 

뗛풻ꎺ죽웸횮볍ꎬ풸컅웤뫲ꆣ늮풻ꎺ쾤뫵퓕컊튲ꎡ럳뫍횮볍ꎬ쒾뗂훜탐ꎬ퇴쫦틵늼ꎬ컥뮯탻
욽ꆣ웤웸뛋ꎬ웤탔쯦ꎬ웤폃쟺횱ꎬ웤뮯짺죙ꎬ웤샠닝쒾ꎬ웤헾랢즢ꎬ웤뫲컂뫍ꎬ웤쇮럧ꎬ웤퓠룎ꎬ
룎웤캷쟥ꎻ웤훷쒿ꎬ웤마싩ꎬ웤맻샮ꎬ웤쪵뫋ꎬ웤펦뒺ꎬ웤돦쎫ꎬ웤탳좮ꎬ웤즫닔ꎻ웤퇸뷮ꎬ웤늡
샯벱횧싺ꎬ웤캶쯡ꎬ웤틴뷇ꎬ웤컯훐볡ꎬ웤쫽냋ꆣ 

짽쏷횮볍ꎬ헽퇴뛸훎ꎬ뗂쪩훜웕ꎬ컥뮯뻹뫢ꆣ웤웸룟ꎬ웤탔쯙ꎬ웤폃ퟆꎬ웤뮯�쎯ꎬ웤샠믰ꎬ
웤헾쏷ꎬ웤뫲퇗쫮ꎬ웤쇮죈ꎬ웤퓠탄ꎬ탄웤캷몮ꎬ웤훷짠ꎬ웤마싳ꎬ웤맻탓ꎬ웤쪵싧ꎬ웤펦쿄ꎬ
웤돦폰ꎬ웤탳십ꎬ웤즫돠ꎻ웤퇸톪ꎬ웤늡? 꾀ꎬ웤캶뿠ꎬ웤틴헷ꎬ웤컯싶ꎬ웤쫽웟ꆣ 

놸뮯횮볍ꎬ웸킭쳬택ꎬ뗂쇷쯄헾ꎬ컥뮯웫탞ꆣ웤웸욽ꎬ웤탔쮳ꎬ웤폃룟쿂ꎬ웤뮯럡싺ꎬ웤샠췁ꎬ
웤헾낲뺲ꎬ웤뫲헴ꎬ웤쇮쪪ꎬ웤퓠욢ꎬ욢웤캷럧ꎻ웤훷뿚ꎬ웤마ꎬ웤맻퓦ꎬ웤쪵죢ꎬ웤펦뎤쿄ꎬ
웤돦? ꎬ웤탳얣ꎬ웤즫믆ꎬ웤퇸죢ꎬ웤늡럱ꎬ웤캶룊ꎬ웤틴리ꎬ웤컯럴ꎬ웤쫽컥ꆣ 

짳욽횮볍ꎬ쫕뛸늻헹ꎬ즱뛸컞랸ꎬ컥뮯탻쏷ꆣ웤웸뷠ꎬ웤탔룕ꎬ웤폃즢실ꎬ웤뮯볡솲ꎬ웤샠뷰ꎬ
웤헾뺢쯠ꎬ웤뫲쟥쟐ꎬ웤쇮퓯ꎬ웤퓠럎ꎬ럎웤캷죈ꎻ웤훷뇇ꎬ웤마떾ꎬ웤맻쳒ꎬ웤쪵뿇ꎬ웤펦쟯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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웤돦뷩ꎬ웤탳벦ꎬ웤즫냗ꎻ웤퇸욤쎫ꎬ웤늡뿈ꎬ웤캶탁ꎬ웤틴짌ꎬ웤컯췢볡ꎬ웤쫽뻅ꆣ 

뺲쮳횮볍ꎬ님뛸컰몦ꎬ훎뛸짆쿂ꎬ컥뮯쿌헻ꆣ웤웸쏷ꎬ웤탔쿂ꎬ웤폃컖퇜ꎬ웤뮯쓽볡ꎬ웤샠쮮ꎬ
웤헾쇷퇝ꎬ웤뫲쓽쯠ꎬ웤쇮몮ꎬ웤퓠짶ꎬ짶웤캷쪪ꎻ웤훷뛾틵ꎬ웤마뚹ꎬ웤맻샵ꎬ웤쪵ꎬ웤펦뚬ꎬ
웤돦쇛ꎬ웤탳ꎬ웤즫뫚ꎬ웤퇸맇쯨ꎬ웤늡�ꎬ웤캶쿌ꎬ웤틴폰ꎬ웤컯ꎬ웤쫽쇹ꆣ 

맊짺뛸컰즱ꎬ뎤뛸컰랣ꎬ뮯뛸컰훆ꎬ쫕뛸컰몦ꎬ님뛸컰틖ꎬ쫇캽욽웸ꆣ 

캯뫍횮볍ꎬ쫇캽쪤짺ꎬ짺웸늻헾ꎬ뮯웸쓋퇯ꎬ뎤웸ퟔ욽ꎬ쫕쇮쓋퓧ꎬ솹폪쪱붵ꎬ럧퓆늢탋ꎬ닝
쒾췭죙ꎬ닔룉뗱실ꎬ컯탣뛸쪵ꎬ럴죢쓚돤ꆣ웤웸솲ꎬ웤폃뻛ꎬ웤뚯쁝샡뻐뮺ꎬ웤랢뺪몧ꎬ웤퓠룎ꎬ
웤맻퓦샮ꎬ웤쪵뫋뿇ꎬ웤마떾ꎬ웤캶탁쯡ꎬ웤즫냗닔ꎬ웤탳좮벦ꎬ웤돦쎫뷩ꎬ웤훷컭슶웠닗ꎬ웤
짹뷇짌ꎬ웤늡튡뚯힢뿖ꎬ듓뷰뮯튲ꆣ짙뷇폫에짌춬ꎬ짏뷇폫헽뷇춬ꎬ짏짌폫헽짌춬ꆣ웤늡횧럏편훗
뒯퇱ꎬ웤룊돦ꎬ킰짋룎튲ꆣ짏리폫헽리춬ꆣ쿴쯠즱ꎬ퓲퇗뫕럐쳚ꎬ폚죽ꎬ쯹캽뢲튲ꎬ웤훷량
쟹ꆣ쓋캪샗춢ꆣ 

럼쏷횮볍ꎬ쫇캪쪤뎤ꆣ뎤웸늻탻ꎬ님웸랴늼ꎬ쫕웸ퟔ헾ꎬ뮯쇮쓋뫢ꎬ몮쟥쫽뻙ꎬ쫮쇮쓋놡ꎬ돐
뮯컯짺ꎬ짺뛸늻뎤ꎬ돉쪵뛸훉ꎬ폶뮯틑샏ꎬ퇴웸쟼럾ꎬ헝돦퓧님ꆣ웤웸폴ꎬ웤폃놩ꎬ웤뚯헃럼뇤틗ꎬ
웤랢춴ꎬ웤퓠탄ꎬ웤맻샵쳒ꎬ웤쪵싧ꎬ웤마뚹떾ꎬ웤캶뿠쿌ꎬ웤즫탾떤ꎬ웤탳십ꎬ웤돦폰쇛ꎬ
웤훷뇹톩쮪몮ꎬ웤짹헷폰ꎬ웤늡믨믳놯췼ꆣ듓쮮뮯튲ꆣ짙헷폫짙폰춬ꎬ짏짌폫헽짌춬ꆣ킰짋탄튲ꆣ
쓽닒샵�ꎬ퓲놩폪쇘ꎬ폚뻅ꎬ웤훷훨힢ꎬ샗헰뺪ꎬ짲ꇾꎨ틴틵틥춬ꎩ틹폪ꆣ 

놰볠횮볍ꎬ쫇캽복뮯ꆣ뮯웸늻쇮ꎬ짺헾뛀헃ꎬ뎤웸헻ꎬ폪쓋ꎬ쫕웸욽ꎬ럧몮늢탋ꎬ닝쒾죙쏀ꎬ
탣뛸늻쪵돉뛸튲ꆣ웤웸즢ꎬ웤폃뺲뚨ꎬ웤뚯퇱펿ꎬ럖삣편훗ꎬ웤랢훍ꎬ웤퓠욢ꎬ웤맻샮샵ꎬ웤
쪵뫋ꎬ웤마뚹싩ꎬ웤캶쯡룊ꎬ웤즫닔믆ꎬ웤탳얣좮ꎬ웤돦? 쎫ꎬ웤훷욮얭헱랢ꎬ웤짹리뷇ꎬ웤늡
쇷싺럱죻ꎬ듓쒾뮯튲ꆣ짙리폫짙뷇춬ꎬ짏리폫헽리춬ꎬ짏뷇폫헽뷇춬ꎬ웤늡킹ꎬ킰짋욢튲ꆣ헱삭
욮퇯ꎬ퓲닔룉즢실ꎬ웤쯄캬ꎬ웤훷냜헛ꎬ뮢샇쟥웸쓋폃ꎬ짺헾쓋죨ꆣ 

듓룯횮볍ꎬ쫇캪헛쫕ꆣ쫕웸쓋뫳ꎬ짺웸쓋퇯ꎬ뎤뮯뫏뗂ꎬ믰헾쓋탻ꎬ쫼샠틔�ꆣ웤웸퇯ꎬ웤폃
퓪쟐ꎬ웤뚯뷻�ꎬ웤랢뿈뒭ꎬ웤퓠럎ꎬ웤맻샮탓ꎬ웤쪵뿇싧ꎬ웤마싩싳ꎬ웤캶뿠탁ꎬ웤즫냗떤ꎬ
웤탳벦퇲ꎬ웤돦뷩폰ꎬ웤훷쏷퇗쮸ꎬ웤짹짌헷ꎬ웤늡쳧뿈ꎬ듓믰뮯튲ꆣ짙짌폫짙헷춬ꎬ짏짌
폫헽짌춬ꎬ짏뷇폫헽뷇춬ꎬ킰짋럎튲ꆣ퇗맢뫕쇒ꎬ퓲뇹톩쮪놢ꎬ폚웟ꎬ웤훷쇛럼쫳ꎬ쯪웸퓧훁ꎬ
쓋짺듳몮ꆣ 

뫔쇷횮볍ꎬ쫇캪랴퇴ꎬ님쇮늻뻙ꎬ뮯웸쓋닽ꎬ뎤웸탻늼ꎬ헝돦늻님ꎬ췁죳쮮좪복ꎬ닝쒾쳵쎯ꎬ
죙탣싺쪢ꆣ웤웸훍ꎬ웤폃째킹ꎬ웤뚯볡횹웤랢퓯ꎬ웤퓠짶ꎬ웤맻퓦탓ꎬ웤쪵죢ꎬ웤마쫲ꎬ웤
캶룊쿌ꎬ웤즫ꇾ탾ꎬ웤탳얣ꎬ웤돦쇛? ꎬ웤훷낣폴믨ꎬ웤짹폰리ꎬ웤늡�볡쿂ꎬ듓췁뮯튲ꆣ
짙폰폫짙리춬ꎬ짏리폫헽리춬ꎬ웤늡ꎬ킰짋짶튲ꆣ낣믨훨폪ꎬ퓲헱삭득냎ꎬ폚튻ꎬ웤훷쎫쪪
뫼뫑ꎬ뇤뮯늻님ꆣ 

맊돋캣뛸탐ꎬ늻쯙뛸훁ꎬ놩얱컞뗂ꎬ퓖랴벰횮ꎬ캢헟뢴캢ꎬ짵헟뢴짵ꎬ웸횮뎣튲ꆣ 

랢짺횮볍ꎬ쫇캪웴돂ꆣ췁쫨킹ꎬ닔웸듯ꎬ퇴뫍늼뮯ꎬ틵웸쓋쯦ꎬ짺웸뒾뮯ꎬ췲컯틔죙ꆣ웤뮯짺ꎬ
웤웸쏀ꎬ웤헾즢ꎬ웤쇮쳵쫦ꎬ웤뚯뗴톣벲ꎬ웤뗂쏹쏒웴�ꎬ웤뇤헱삭득냎ꎬ웤마싩떾ꎬ웤탳벦좮ꎬ
웤맻샮쳒ꎬ웤즫쟠믆냗ꎬ웤캶쯡룊탁ꎬ웤쿳뒺ꎬ웤뺭ퟣ�틵짙퇴ꎬ웤퓠룎욢ꎬ웤돦쎫뷩ꎬ웤컯훐볡
췢볡ꎬ웤늡얭ꆣ첫뷇폫짏짌춬ꆣ짏헷퓲웤웸쓦ꎬ웤늡췂샻ꆣ늻컱웤뗂ꎬ퓲쫕웸뢴ꎬ쟯웸뺢쟐ꎬ짵퓲
쯠즱ꎬ쟥웸듳훁ꎬ닝쒾뗱쇣ꎬ킰쓋짋룎ꆣ 

뫕횮볍ꎬ쫇캪�쎯ꆣ틵웸쓚뮯ꎬ퇴웸췢죙ꎬ퇗쫮쪩뮯ꎬ컯뗃틔닽ꆣ웤뮯뎤ꎬ웤웸룟ꎬ웤헾뚯ꎬ
웤쇮쏷쿔ꎬ웤뚯퇗ퟆ췽죅ꎬ웤뗂탺쫮폴헴ꎬ웤뇤퇗쇒럐쳚ꎬ웤마싳뚹ꎬ웤탳퇲ꎬ웤맻탓샵ꎬ웤즫
돠냗탾ꎬ웤캶뿠탁쿌ꎬ웤쿳쿄ꎬ웤뺭쫖짙틵첫퇴ꎬ쫖�틵짙퇴ꎬ웤퓠탄럎ꎬ웤돦폰쇛ꎬ웤컯싶ꎬ
웤늡킦얱뒯퇱톪쇷뿱췽쒿돠ꆣ짏폰폫헽헷춬ꆣ웤쫕웫ꎬ웤늡ꅀꎬ짏헷뛸쫕웸뫳튲ꆣ놩쇒웤헾ꎬ님웸
쓋뢴ꎬ쪱볻쓽닒ꎬ짵퓲폪쮮ꎬ쮪놢ꆢ쟐몮ꆢ킰짋탄튲ꆣ 

뛘뢷횮볍ꎬ쫇캪맣뮯ꆣ뫱뗂쟥뺲ꎬ쮳뎤틔펯ꎬ훁틵쓚쪵ꎬ컯뮯돤돉ꆣ퇌낣폴ꎬ볻폚뫱췁ꎬ듳
폪쪱탐ꎬ쪪웸쓋폃ꎬ퓯헾쓋뇙ꆣ웤뮯풲ꎬ웤웸럡ꎬ웤헾뺲ꎬ웤쇮훜놸ꎬ웤뚯믽늢탮ꎬ웤뗂죡죳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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쓗ꎬ웤뇤헰뺪ꎬ욮훨뇀삣ꎬ웤마싩ꎬ웤탳얣좮ꎬ웤맻퓦샮ꎬ웤즫ꇾ탾닔ꎬ웤캶룊쿌쯡ꎬ웤쿳뎤쿄ꎬ
웤뺭ퟣ첫틵퇴쏷ꎬ웤퓠욢짶ꎬ웤돦? 쎫ꎬ웤컯벡뫋ꎬ웤늡뢹싺ꎬ쯄횧늻뻙ꎬ듳럧톸훁ꎬ킰짋욢튲ꆣ 

볡돉횮볍ꎬ쫇캪쫕틽ꆣ쳬웸뷠ꎬ뗘웸쏷ꎬ퇴웸쯦틵훎뮯ꎬ퓯탐웤헾ꎬ컯틔쮾돉ꎬ쫕웸랱늼ꎬ뮯
잢늻훕ꆣ웤뮯돉ꎬ웤웸쿷ꎬ웤헾쯠ꎬ웤쇮죱쟐ꎬ웤뚯놩헛퇱ꎬ웤뗂컭슶쿴ꎬ웤뇤쯠즱뗱쇣ꎬ웤
마떾쫲ꎬ웤탳벦십ꎬ웤맻쳒탓ꎬ웤즫냗쟠떤ꎬ웤캶탁쯡뿠ꎬ웤쿳쟯ꎬ웤뺭쫖첫틵퇴쏷ꎬ웤퓠럎룎ꎬ
웤돦뷩폰ꎬ웤컯뿇싧ꎬ웤늡뒭뫈ꎬ탘? 퇶쾢ꆣ짏헷폫헽짌춬ꆣ웤짺웫ꎬ웤늡뿈ꆣ헾놩뇤ꎬ퓲쏻쒾늻
죙ꎬ죡든붹쫗ꎬ뎤웸쮹뻈ꎬ듳믰쇷퇗ꎬ쮸쟒훁ꎬ싻붫ꎬ킰짋럎튲ꆣ 

쇷퇜횮볍ꎬ쫇캪럢님ꆣ몮쮾컯뮯ꎬ쳬뗘퇏쓽ꎬ님헾틔늼ꎬ뎤쇮늻퇯ꆣ웤뮯쇝ꎬ웤웸볡ꎬ웤헾�ꎬ
웤쇮쇷힢ꎬ웤뚯욯킹컖펿ꎬ웤뗂쓽닒몮ꎬ웤뇤뇹톩쮪놢ꎬ웤마뚹ꎬ웤탳얣ꎬ웤맻샵퓦ꎬ웤즫
뫚떤ꇾꎬ웤캶쿌뿠룊ꎬ웤쿳뚬웤뺭ퟣ짙틵첫퇴ꎬ웤퓠짶탄ꎬ웤돦쇛? ꎬ웤컯싺ꎬ웤늡헍ꆣ짏폰뛸
뎤웸늻뮯튲ꆣ헾맽퓲뮯웸듳뻙ꎬ뛸낣믨웸붻ꎬ듳폪쪱붵ꎬ킰짋짶튲ꆣ 

맊풻ꎺ쳬뫣웤뗂ꎬ퓲쯹쪤살뢴ꎻ헾뫣웤샭ꎬ퓲쯹쪤춬뮯ꎬ듋횮캽튲ꆣ 

뗛풻ꎺ쳬늻ퟣ컷놱ꎬퟳ몮뛸폒솹ꎻ뗘늻싺뚫쓏ꎬ폒죈뛸ퟳ컂ꎬ웤맊뫎튲ꎿ늮풻ꎺ틵퇴횮웸ꎬ
룟쿂횮샭ꎬ첫짙횮틬튲ꆣ뚫쓏랽ꎬ퇴튲ꎬ퇴헟ꎬ웤뺫붵폚쿂ꎬ맊폒죈뛸ퟳ컂ꆣ컷놱랽ꎬ틵튲ꆣ틵헟ꎬ
웤뺫럮폚짏ꎬ맊ퟳ몮뛸폒솹ꆣ쫇틔뗘폐룟쿂ꎬ웸폐컂솹ꆣ룟헟웸몮ꎬ쿂헟웸죈ꎬ맊쫊몮솹헟헍횮ꎬ
컂죈헟뒯ꎬ쿂횮퓲헍틑ꎬ몹횮퓲뒯틑ꎬ듋샭뾪뇕횮뎣ꎬ첫짙횮틬뛺ꆣ 

뗛풻ꎺ웤폚쫙�ꎬ뫎죧ꎿ늮풻ꎺ틵뺫쯹럮웤죋쫙ꎻ퇴뺫쯹붵웤죋�ꆣ 

뗛풻ꎺ짆ꆣ웤늡튲ꎬ훎횮쓎뫎ꎿ늮풻ꎺ컷놱횮웸ꎬ즢뛸몮횮ꎬ뚫쓏횮웸ꎬ쫕뛸컂횮ꎬ쯹캽춬
늡틬훎튲ꆣ맊풻웸몮웸솹ꎬ훎틔몮솹ꎬ탐쮮ퟕ횮ꎻ웸컂웸죈ꎬ훎틔컂죈ꎬ잿웤쓚쫘ꎬ뇘춬웤웸ꎬ뿉
쪹욽튲ꎬ볙헟랴횮ꆣ 

뗛풻ꎺ짆ꆣ튻훝횮웸ꎬ짺뮯쫙�늻춬ꎬ웤맊뫎튲ꎿ늮풻ꎺ룟쿂횮샭ꎬ뗘쫆쪹좻튲ꆣ돧룟퓲틵
웸훎횮ꎬ컛쿂퓲퇴웸훎횮ꎬ퇴쪤헟쿈쳬ꎬ틵쪤헟뫳쳬ꎬ듋뗘샭횮뎣ꎬ짺뮯횮뗀튲ꆣ 

뗛풻ꎺ웤폐쫙�뫵ꎿ늮풻ꎺ룟헟웤웸쫙ꎬ쿂헟웤웸�ꎬ뗘횮듳킡틬튲ꆣ킡헟킡틬ꎬ듳헟듳틬ꎬ
맊훎늡헟ꎬ뇘쏷쳬뗀뗘샭ꎬ틵퇴룼쪤ꎬ웸횮쿈뫳ꎬ죋횮쫙�ꎬ짺뮯횮웚ꎬ쓋뿉틔횪죋횮탎웸틓ꆣ 

뗛풻ꎺ짆ꆣ웤쯪폐늻늡ꎬ뛸님웸늻펦늻폃헟ꎬ뫎튲ꎿ늮풻ꎺ쳬웸훆횮ꎬ웸폐쯹듓튲ꆣ 

뗛풻ꎺ풸ퟤ컅횮ꆣ늮풻ꎺ짙퇴쮾쳬ꎬ믰웸쿂쇙ꎬ럎웸짏듓ꎬ냗ꎬ웰뷰폃ꎬ닝쒾ꎬ믰볻齮ꎬ
룯뷰쟒뫄ꎬ듳쫮틔탐ꎬ뿈쳧ꆢꎬ뇇훏죕퇱ꎬ몮죈썩훗ꆣ 

럧탐폚뗘ꎬ뎾즳량퇯ꎬ탄춴캸춴ꎬ�쓦늻춨ꎬ웤훷놩쯙ꆣ 

퇴쏷쮾쳬ꎬ퓯웸쿂쇙ꎬ룎웸짏듓ꎬ닔웰쒾폃뛸솢ꎬ췁쓋ꎬ웠닗쫽훁ꎬ쒾랥닝캮ꎬ킲춴쒿돠ꎬ
뗴헱맄샵ꎬ뷮늻쓜뻃솢ꆣ 

놩죈훁췁쓋쫮ꎬ퇴웸폴랢ꎬ킡뇣뇤ꎬ몮죈죧얱ꎬ짵퓲탄춴ꎻ믰탐폚ꎬ쇷쮮늻뇹ꎬ헝돦쓋볻ꆣ 

첫퇴쮾쳬ꎬ몮웸쿂쇙ꎬ탄웸짏듓ꎬ뛸믰쟒쏷ꆣ떤웰ꎬ뷰쓋ꎬ몮쟥쪱뻙ꎬ쪤퓲쮮뇹ꎬ믰웸룟쏷ꎬ
탄죈랳ꎬ틧룉ꆢ짆뿊ꆢ쳧ꆢ쾲놯쫽잷ꎬ죈웸췽탐ꎬ몮쓋뢴ꎬ쮪늻쪱붵ꎬ짆췼ꎬ짵퓲탄춴ꆣ 

췁쓋죳ꎬ쮮럡퇜ꎬ몮뿍훁ꎬ짲틵뮯ꎬ쪪웸뇤컯ꎬ쮮틻쓚민ꎬ훐싺늻쪳ꎬ욤ꇾ죢뿁ꎬ뷮싶늻샻ꎬ
짵퓲썩훗ꎬ짭뫳轢ꆣ 

�틵쮾쳬ꎬ럧웸쿂쇙ꎬ욢웸짏듓ꎬ뛸짏쟒슡ꎬ믆웰ꎬ쮮쓋ꎬ췁폃룯ꆣ쳥훘ꎬ벡죢캮ꎬ쪳복뿚
쮬ꎬ럧탐첫탩ꎬ퓆컯튡뚯ꎬ쒿뛺쏹ꆣ 

믰ퟝ웤놩ꎬ뗘쓋쫮ꎬ듳죈쿻쮸ꎬ돠컖쿂ꎬ헝돦쫽볻ꎬ쇷쮮늻뇹ꎬ웤랢믺쯙ꆣ 

짙틵쮾쳬ꎬ죈웸쿂쇙ꎬ럎웸짏듓ꎬ냗웰ꎬ뷰폃ꎬ닝쒾ꆣ뒭얻ꆢ몮죈ꆢ쳧ꆢꆢ뇇훏ꆢ듳쫮
쇷탐ꎬ짵 

퓲뒯퇱ퟆꎬ뷰쮸쪯쇷ꆣ 

뗘쓋퓯쟥ꎬ웠닗쫽훁ꎬ킲춴ꆢ짆첫쾢ꎬ쯠즱탐ꎬ닝쒾뇤ꆣ 

첫틵쮾쳬ꎬ쪪웸쿂쇙ꎬ짶웸짏듓ꎬ뫚웰쮮뇤ꎬ낣쎰퓆폪ꎬ탘훐늻샻ꎬ틵캮웸듳쮥ꎬ뛸늻웰늻폃ꎬ
떱웤쪱ꎬ랴퇼쎟춴ꎬ뚯늻뇣튲ꎬ�쓦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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뗘쓋님틵ꎬ듳몮쟒훁ꎬ헝돦퓧뢽ꎬ탄쿂욦춴ꎬ뗘쇒뇹볡ꎬ짙뢹춴ꎬ쪱몦폚쪳ꎬ돋뷰퓲횹쮮퓶ꎬ
캶쓋쿌ꎬ탐쮮복튲ꆣ 

뗛풻ꎺ쯪폐첥퓐늻폽ꎬ훎횮늻좫ꎬ뫎웸쪹좻ꎿ늮풻ꎺ쇹웸컥샠ꎬ폐쿠쪤훆튲ꎬ춬헟쪢횮ꎬ틬
헟쮥횮ꎬ듋쳬뗘횮뗀ꎬ짺뮯횮뎣튲ꆣ맊�틵쮾쳬ꎬ쎫돦뺲ꎬ폰돦폽ꎬ뷩돦늻돉ꎻퟳ좪ꎬ쎫돦폽ꎬ?
돦뫄ꎬ폰돦늻폽ꆣ 

짙틵쮾쳬ꎬ폰돦뺲ꎬ뷩돦폽ꎬ쎫돦늻돉ꎻ퓚좪ꎬ폰돦폽ꎬ뷩돦뫄늻폽ꆣ 

첫틵쮾쳬ꎬ? 돦뺲ꎬ쇛돦폽ꎬ폰돦늻돉ꎻ퓚좪ꎬ싣돦폽ꎬ쇛돦늻돉ꆣ 

짙퇴쮾쳬ꎬ폰돦뺲ꎬ쎫돦폽ꎬ? 돦늻돉ꎻ퓚좪ꎬ폰돦폽ꎬ뷩돦뫄ꎬ쎫돦늻폽ꆣ 

퇴쏷쮾쳬ꎬ뷩돦뺲ꎬ폰돦폽ꎬ뷩돦늻돉ꎻ퓚좪ꎬ뷩돦폽ꎬ쎫돦뫄ꎬ폰돦늻돉ꆣ 

첫퇴쮾쳬ꎬ쇛돦뺲ꎬ? 돦폽ꎻ퓚좪ꎬ쇛돦뫄ꎬ? 돦늻폽ꆣ 

훮돋쯹늻돉횮퓋ꎬ퓲짵튲ꆣ맊웸훷폐쯹훆ꎬ쯪솢폐쯹짺ꎬ뗘웸훆벺쪤ꎬ쳬웸훆쪤벺ꎬ쳬훆즫ꎬ
뗘훆탎ꎬ컥샠쮥쪢ꎬ룷쯦웤웸횮쯹틋튲ꆣ맊폐첥퓐늻폽ꎬ훎횮늻좫ꎬ듋웸횮뎣튲ꆣ 

쯹캽훐룹튲ꎬ룹폚췢헟틠컥ꎬ럅짺뮯횮뇰ꎬ폐컥웸ꎬ컥캶ꎬ컥즫ꎬ컥샠ꎬ컥틋튲ꆣ 

뗛풻ꎺ뫎캽튲ꎿ늮풻ꎺ룹폚훐헟ꎬ쏼풻짱믺ꎬ짱좥퓲믺쾢ꎻ룹폚췢헟ꎬ쏼풻웸솢ꎬ웸횹퓲뮯
뻸ꆣ맊룷폐훆ꎬ룷폐쪤ꎬ룷폐짺ꎬ룷폐돉ꎬ맊풻늻횪쓪횮쯹볓ꎬ웸횮춬틬ꎬ늻ퟣ틔퇔짺뮯ꎬ듋횮캽
튲ꆣ 

뗛풻ꎺ웸쪼뛸짺뮯ꎬ웸즢뛸폐탎ꎬ웸늼뛸랱폽ꎬ웸훕뛸쿳뇤ꎬ웤훂튻튲ꆣ좻뛸컥캶쯹ꎬ짺뮯
폐놡뫱ꎬ돉쫬폐뛠짙ꎬ훕쪼늻춬ꎬ웤맊뫎튲ꎿ늮풻ꎺ뗘웸훆횮튲ꎬ럇쳬늻짺ꎬ뗘늻뎤튲ꆣ 

뗛풻ꎺ풸컅웤뗀ꆣ늮풻ꎺ몮죈퓯쪪늻춬웤뮯튲ꎬ맊짙퇴퓚좪ꎬ몮뚾늻짺ꎬ웤캶탁ꎬ웤훎뿠쯡ꎬ
웤마닔떤ꆣ 

퇴쏷퓚좪ꎬ쪪뚾늻짺ꎬ웤캶쯡ꎬ웤웸쪪ꎬ웤훎탁뿠룊ꎬ웤마떤쯘ꆣ 

첫퇴퓚좪ꎬ죈뚾늻짺ꎬ웤캶뿠ꎬ웤훎떭쿌ꎬ웤마ꇾ뚀ꆣ 

�틵퓚좪ꎬ쟥뚾늻짺ꎬ웤캶룊ꎬ웤훎쯡뿠ꎬ웤마닔돠ꎬ웤웸ꎬ웤캶헽ꆣ 

짙틵퓚좪ꎬ몮뚾늻짺ꎬ웤캶탁ꎬ웤훎탁뿠룊ꎬ웤마냗떤ꆣ 

첫틵퓚좪ꎬ퓯뚾늻짺ꎬ웤캶쿌ꎬ웤웸죈ꎬ웤훎룊쿌ꎬ웤마ꇾ뚀ꆣ 

뮯뒾퓲쿌쫘ꎬ웸퓲탁뮯뛸뻣횪ꆣ 

맊풻ꎺ늹짏쿂헟듓횮ꎬ훎짏쿂헟쓦횮ꎬ틔쯹퓚몮죈쪢쮥뛸뗷횮ꆣ 

맊풻ꎺ짏좡쿂좡ꎬ쓚좡췢좡ꎬ틔쟳웤맽ꎻ쓜뚾헟틔뫱튩ꎬ늻쪤뚾헟틔놡튩ꎬ듋횮캽튲ꆣ 

웸랴헟ꎬ늡퓚짏ꎬ좡횮쿂ꎻ늡퓚쿂ꎬ좡횮짏ꎻ늡퓚훐ꎬ냸좡횮ꆣ 

훎죈틔몮ꎬ컂뛸탐횮ꎻ훎몮틔죈ꎬ솹뛸탐횮ꎻ훎컂틔쟥ꎬ샤뛸탐횮ꎻ훎쟥틔컂ꎬ죈뛸탐횮ꆣ 

맊쿻횮쿷횮ꎬ췂횮쿂횮ꎬ늹횮킺횮ꎬ뻃탂춬램ꆣ 

뗛풻ꎺ늡퓚훐뛸늻쪵늻볡ꎬ쟒뻛쟒즢ꎬ쓎뫎ꎿ늮풻ꎺ쾤뫵퓕컊튲ꎡ컞믽헟쟳웤퓠ꎬ탩퓲늹횮ꎬ
튩틔횮ꎬ쪳틔쯦횮ꎬ탐쮮ퟕ횮ꎬ뫍웤훐췢ꎬ뿉쪹뇏틑ꆣ 

뗛풻ꎺ폐뚾컞뚾ꎬ럾폐풼뫵ꎿ늮풻ꎺ늡폐뻃탂ꎬ랽폐듳킡ꎬ폐뚾컞뚾ꎬ만틋뎣훆틓ꆣ듳뚾훎
늡ꎬ쪮좥웤쇹ꎬ뎣뚾훎늡ꎬ쪮좥웤웟ꎬ킡뚾훎늡ꎬ쪮좥웤냋ꎬ컞뚾훎늡ꎬ쪮좥웤뻅ꆣ마죢맻닋ꎬ쪳
퇸뺡횮ꎬ컞쪹맽횮ꎬ짋웤헽튲ꆣ 

늻뺡ꎬ탐뢴죧램ꎬ뇘쿈쯪웸ꎬ컞랥쳬뫍ꎬ컞쪢쪢ꎬ컞탩탩ꎬ뛸틅죋쳬퇪ꎬ컞훂킰ꎬ컞쪧헽ꎬ뻸
죋뎤늡ꆣ 

뗛풻ꎺ웤뻃늡헟ꎬ폐웸듓늻뾵ꎬ늡좥뛸쓎뫎ꎿ늮풻ꎺ헑뫵퓕ꎡ쪥죋횮컊튲ꎬ뮯늻뿉듺ꎬ쪱
늻뿉캥ꆣ럲뺭싧틔춨ꎬ톪웸틔듓ꎬ뢴웤늻ퟣꎬ폫훚웫춬ꎬ퇸횮뫍횮ꎬ뺲틔듽쪱ꎬ뷷쫘웤웸ꎬ컞쪹쟣
틆ꎬ웤탎쓋헃ꎬ짺웸틔뎤ꎬ쏼풻쪥췵ꆣ맊듳튪풻컞듺뮯ꎬ컞캥쪱ꎬ뇘퇸뇘뫍ꎬ듽웤살뢴ꎬ듋횮캽튲ꆣ
뗛풻ꎺ짆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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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元正纪大论篇第七十一 
黄帝问曰：六化六变，胜复淫治，甘苦辛咸酸淡先后，余知之矣。夫五运之化，或从五气，或

逆天气，或从天气而逆地气，或从地气而逆天气，或相得，或不相得，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纪，
从地之理，和其运，调其化，使上下合德，无相夺伦，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运宣行，勿乖其政，
调之正味，从逆奈何？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此天地之纲纪，变化之渊源，非圣帝熟能穷其至理欤！臣虽
不敏，请陈其道，令终不灭，久而不易。 

帝曰：愿夫子推而次之，从其类序，分其部主，别其宗司，昭其气数，明其正化，可得闻乎？ 

岐伯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化，则天道可
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数之可数者，请遂言之。 

帝曰：太阳之政奈何？岐伯曰：辰戌之纪也。 

太阳、太角、太阴、壬辰、壬戌、其运风，其化鸣紊启拆；其变振拉摧拔；其病眩掉目瞑。太
角（初正）、少征、太宫、少商、太羽（终）。 

太阳、太征、太阴、戊辰、戊戌同正征，其运热，其化喧暑郁燠；其变炎烈沸腾；其病热郁。
太征、少宫、太商、少羽（终）、少角（初）。 

太阳、太宫、太阴、甲辰岁会（同天符）、甲戌岁会（同天符），其运阴埃，其化柔润重泽；其
变震惊飘骤；其病湿下重。太宫、少商、太羽（终）、太角（初），少征。 

太阳、太商、太阴、庚辰、庚戌，其运凉，其化雾露萧飋；其变肃杀凋零；其病燥，背瞀胸满。
太商、少羽（终）、少角（初）、太征、少宫。 

太阳、太羽、太阴、丙辰天符、丙戌天符，其运寒，其化凝惨栗冽；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大寒
留于溪谷。太羽（终）、太角（初）、少征、太宫、少商。 

凡此太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天气肃、地气静。寒临太虚，阳气不令，水土合德，上应
辰星镇星。其谷玄〓，其政肃，其令徐。寒政大举，泽无阳焰，则火发待时。少阳中治，时雨乃涯。
止极雨散，还于太阴，云朝北极，湿化乃布，泽流万物。寒敷于上，雷动于下，寒湿之气，持于气
交，民病寒湿发，肌肉萎，足萎不收，濡泻血溢。 

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 

二之气，大凉反至，民乃惨，草乃遇寒，火气遂抑，民病气郁中满，寒乃始。 

三之气，天政布，寒气行，雨乃降，民病寒，反热中，痈疽注下，心热瞀闷，不治者死。 

四之气，风湿交争，风化为雨，乃长、乃化、乃成、民病大热少气，肌肉萎、足萎、注下赤白。 

五之气，阳复化，草乃长，乃化、乃成、民乃舒。 

终之气，地气正，湿令行。阴凝太虚，埃昏郊野，民乃惨凄，寒风以至，反者孕乃死。 

故岁宜苦以燥之温之，必折其郁气，先资其化源，抑其运气，扶其不胜，无使暴过而生其疾。
食岁谷以全其真，避虚邪以安其正，适气同异，多少制之。同寒湿者燥热化，异寒湿者燥湿化，故
同者多之，异者少之，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
者病，所谓时也。 

帝曰：善。阳明之政奈何？岐伯说：卯酉之纪也。 

阳明、少角、少阴，清热胜复同，同正商，丁卯（岁会）、丁酉，其运风，清热。少角（初正）、
太征、少宫、太商、少羽（终）。 

阳明、少征、少阴、寒雨胜复同，同正商，癸卯（同岁会）、癸酉（同岁会），其运热，寒雨。
少征、太宫、少商、太羽（终）、太角（初）。 

阳明、少宫、少阴，风凉胜复同，己卯、己酉、其运雨风凉。少宫、太商、少羽（终）、少角（初）、
太征。 

阳明、少商、少阴，风凉胜复同，同正商，乙卯天符、乙酉岁会，太一天符，其运凉，热寒。
少商、太羽（终）、太角（初）、少征、太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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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少羽、少阴、雨风胜复同，辛卯少宫同，辛酉、辛卯、其运寒，雨风。少羽（终）、少角
（初）、太征、太宫、太商。 

凡此阳明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天气急，地气明，阳专其令，炎暑大行，物燥以坚，淳风
乃治。风燥横运，流于气交，多阳少阴，云趋雨府，湿化乃敷，燥极而泽。其谷白丹，问谷命太者。
其耗白甲品羽。金火合德，上应太白荧惑。其政切，其令暴，蛰虫乃见，流水不冰。民病咳、嗌塞，
寒热发暴，振栗癃闷，清先而劲，毛虫乃死，热后而暴，介虫乃殃。其发躁，胜复之作，扰而大乱，
清热之气，持于气交。 

初之气，地气迁，阴始凝，气始肃，水乃冰，寒雨化。其病中热胀、面目浮肿、善眠、鼽衄、
嚏欠、呕、小便黄赤、甚则淋。 

二之气，阳乃布、民乃舒，物乃生荣。厉大至，民善暴死。 

三之气，天政布，凉乃行，燥热交合，燥极而泽，民病寒热。 

四之气，寒雨降，病暴仆、振栗谵妄，少气嗌干，引饮，及为心痛，痈肿疮疡，疟寒之疾，骨
痿血便。 

五之气，春令反行，草乃生荣，民气和。 

终之气，阳气布，候反温，蛰虫来见，流水不冰。民乃康平，其病温。 

故食岁谷以安其气，食间谷以去其邪，岁宜以咸，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运气，
无使受邪，折其郁气，资其化源。以寒热轻重少多其制，同热者多天化，同清者多地化，用凉远凉，
用热远热，用寒远寒，用温远温，食宜同法。有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乱天地之经，扰阴阳
之纪也。 

帝曰：善。少阳之政奈何？岐伯曰：寅申之纪也。 

少阳、太角、厥阴、壬寅（同天符）、壬申（同天符）、其运风鼓，其化呜紊启拆，其变振拉摧
拔，其病掉眩、支胁、惊骇。太角（初正）、少征、太宫、少商、太羽（终）。 

少阳、太征、厥阴、戊寅天符、戊申天符，其运暑，其化喧嚣郁懊，其变炎烈沸腾。其病上、
热郁、血溢、血泄、心痛。太征、少宫、太商、少羽（终）、少角（初）。 

少阳、太宫、厥阴、甲寅、甲申，其运阴雨，其化柔润重泽，其变震惊飘骤。其病体重，腑肿、
痞饮。太宫、少商、太羽（终）、太角（初）、少征。 

少阳、太商、厥阴、庚寅、庚申同正商，其运凉，其化雾露清切、其变肃杀凋零。其病肩背胸
中。太商、少羽（终）、少角（初）、太征、少宫。 

少阳、太羽、厥阴、丙寅、丙申，其运寒肃，其化凝惨栗冽，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寒，浮肿。
太羽（终）、太角（初）、少征、太宫、少商。 

凡此少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天气正，地气扰，风乃暴举，木偃沙飞，炎火乃流，阴行
阳化，雨乃时应，火木同德，上应荧惑岁星。其谷丹苍，其政严，其令扰。故风热参布，云物沸腾。
太阴横流，寒乃时至，凉雨并起。民病寒中，外发疮疡，内为泄满，故经人遇之，和而不争。往复
之作，民病寒热，疟泄、聋瞑、呕吐、上怫、肿色变。 

初之气，地气迁，风胜乃摇，寒乃去，候乃大温，草木早荣。寒来不杀，温病乃起，其病气怫
于上，血溢目赤，咳逆头痛、血崩、胁满、肤腠中疮。 

二之气，火反郁，白埃四起，云趋雨府，风不胜湿，雨乃零，民乃康。其病热郁于上，咳逆呕
吐，疮发于中，胸嗌不利，头痛身热，昏愦脓疮。 

三之气，天政布，炎暑至，少阳临上，雨乃涯。民病热中，聋瞑、血溢、脓疮、咳、呕、鼽、
衄、渴、嚏欠、喉痹、目赤、善暴死。 

四之气，凉乃至，炎暑间化，白露降。民气和平，其病满，身重。 

五之气，阳乃去，寒乃来，雨乃降，气门乃闭，刚木早凋。民避寒邪，君子周密。 

终之气，地气正，风乃至，万物反生，雾雾以行，其病关闭不禁，心痛，阳气不藏而咳。 

抑其运气，赞所不胜。必折其郁气，先取化源，暴过不生，苛疾不起，故岁宜咸辛宜酸，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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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之，渍之发之，观气寒温以调其过。同风热者多寒化，异风热者少寒化，用热远热，用温远温，
用寒远寒，用凉远凉，食宜同法，此其道也。有假者反之，反是者病之阶也。 

帝曰：善。太阴之政奈何？岐伯曰：丑未之纪也。 

太阴、少角、太阳，清热胜复同，同正宫，丁丑、丁未、其运风、清热。少角（初正）、太征、
少宫、太商、少羽（终）。 

太阴、少征、太阳，寒雨胜复同，癸丑、癸未，其运热、寒雨。少征、太宫、少商、太羽（终）、
太角。 

太阴、少宫、太阳，风清胜复同，同正宫，己丑太一天符、己未太一天符，其运雨、风清。少
宫、太商、少羽（终）、少角、（初）、太征。 

太阴、少商、太阳，热寒胜复同，乙丑、乙未、其运凉、热。少商、太羽（终）、太角（初）、
少征、太宫。 

凡此太阴司天之政，气化运化运行后天。阴专其政，阳气退避，大风时起，天气下降，地气上
腾，原野昏霿、白埃四起，云奔南极，寒雨数至，物成于差夏。民病寒湿腹满，身〓愤、腑肿痞逆，
寒厥拘急。湿寒合德，黄黑埃昏，流行气交，上应镇星辰星。其政肃，其令寂，其谷黔玄。故阴凝
于上，寒积于下，寒水胜火则为冰雹；阳光不治，杀气乃行。故有余宜高，不及宜下，有余宜晚，
不及宜早。土之利气之化也。民气亦从之，间谷命其太也。 

初之气，地气迁，寒乃去，春气正，风乃来，生布万物以荣，民气条舒，风湿相薄，雨乃后。
民病血溢，筋络拘强，关节不利，身重筋萎。 

二之气，大火正，物承化，民乃和。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湿蒸相薄，雨乃时降。 

三之气，天政布，湿气降，地气腾，雨乃时降，寒乃随之，感于寒湿，则民病身重、腑肿、胸
腹满。 

四之气，畏火临、溽蒸化，地气腾，天气否隔，寒风晓暮，蒸热相薄，草木凝烟，湿化不流，
则白露阴布，以成秋令。民病腠理热，血暴溢、疟、心腹满热、胪胀、甚则腑肿。 

五之气，惨令已行，寒露下，霜乃早降、草木黄落、寒气及体，君子周密，民病皮腠。 

终之气、寒大举、湿大化、霜乃积、阴乃凝、水坚冰、阳光不治。感于寒，则病人关节禁固，
腰脽痛，寒湿推于气交而为疾也。 

必折其郁气，而取化源，益其岁气，无使邪胜。食岁谷以全其真，食间谷以保其精。故岁宜以
苦燥之温之。甚者发之泄之，不发不泄，则湿气外溢，肉溃皮折，而水血交流。必赞其阳火，令御
甚寒，从气异同，少多其判也。同寒者以热化，同湿者以燥化；异者少之，同者多之。用凉远凉，
用寒远寒，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也。 

帝曰：善。少阴之政奈何？岐伯曰：子午之纪也。 

少阴、大角、阳明、壬子、壬午、其运风鼓，其化呜紊启拆；其变振拉摧拔；其病支满。太角
（初正），少征、太宫、少商、太羽（终）。 

太阴、太征、阳阴、戊子天符，戊午太一天符，其运炎暑，其化喧曜郁燠，其变炎烈沸腾，其
病上热，血溢。太征、少宫、太商、少羽（终）、少角（初）。 

少阴、太宫、阳明、甲子、甲午、其运阴雨，其化柔润时雨。其变震惊飘骤，其病中满身重。
太宫、少商、太羽（终）、太角（初）、少征。 

少阴、太商、阳明、庚子（同天符）、庚午（同天符）、同正商，其运凉劲，其化雾露萧飋；其
变肃凋零。其病下清。太商、少羽（终）、少角（初）、太征、少宫。 

少阴、太羽、阳明、丙子岁会、丙午、其运寒、其化凝惨栗冽；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寒下。太
羽（终）、太角（初）、少征、太宫、少商。 

凡此少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地气肃，天气明，寒交暑，热加燥，云驰雨府，湿化乃行，
时雨乃降。金火合德，上应荧惑，太白。其政明，其令切，其谷丹白。水火寒热持于气交，而为病
始也。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咳喘，血溢血泄，鼽嚏目赤，眦疡，寒



黄帝内经 

 

 122

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嗌干、肿上。 

初之气、地气迁、燥将去、寒乃始、蛰复藏水乃冰，霜复降，风乃至，阳气郁。民反周密，关
节禁固，腰脽痛，炎暑将起，中外疮疡。 

二之气，阳气布，风乃行，春气以正，万物应荣，寒气时至，民乃和。其病淋，目瞑目赤，气
郁于上而热。 

三之气，天政布，大火行，庶类蕃鲜，寒气时至。民病气厥心痛，寒热更作，咳喘目赤。 

四之气，溽暑至，大雨时行，寒热互至。民病寒热，嗌干、黄瘅、鼽衄、饮发。 

五之气，畏火临，暑反至，阳乃化，万物乃生，乃长荣，民乃康。其病温。 

终之气，燥令行，余火内格，肿于上，咳喘，甚则血溢。寒气数举，则霿雾翳。病生皮腠，内
含于胁，下连少腹而作寒中，地将易也。 

必抑其运气，资其岁胜，折其郁发，先取化源，无使暴过而生其病也。食岁谷以全真气，食间
谷以避虚邪，岁宜咸以软之，而调其上，甚则以苦发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则以苦泄之。适
气同异而多少之，同天气者以寒清化；同地气者以温热化。用热远热，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寒
远寒，食宜同法。有假则反，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作矣。 

帝曰：善。厥阴之政奈何？岐伯曰：己亥之纪也。 

厥阴、少角、少阳，清热胜复同，同正角，丁巳天符、丁亥天符，其运风，清热。少角（初正）、
太征、少宫、太商、少羽（终）。 

厥阴、少征、少阳、寒雨胜复同，癸巳（同岁会）、癸亥（同岁会），其运热，寒雨。少征、太
宫、少商、太羽（终）、太角（初）。 

厥阴、少宫、少阳、风清胜复同，同正角，己巳，己亥，其运雨，风清。少宫、太商、少羽（终）、
少角（初）、太征。 

厥阴、少商、少阳、热寒胜复同，同正角，乙巳、乙亥、其运凉，热寒。少商、太羽（终）、太
角（初）、少征、太宫。 

厥阴、少羽、少阳、风雨胜复同，辛巳、辛亥、其运寒，雨风。少羽（终）、少角（初），太征、
少宫、太商。 

凡此厥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诺同正岁，气化运行同天，天气扰，地气正，风生高远，
炎热从之，云趋雨府，湿化乃行，风火同德，上应岁星，荧惑。其政挠，其令速，其谷苍丹，间谷
言太者。其耗文角品羽。风燥火热，胜复更作，蛰虫来见，流水不冰，热病行于下，风病行于上，
风燥胜复，形于中。 

初之气，寒始肃，杀气方至，民病寒于右之下。 

二之气，寒不去，华雪水冰，杀气施化，霜乃降，名草上焦，寒雨数至。阳复化，民病热于中。 

三之气，天政布，风乃时举。民病泣出，耳呜掉眩。 

四之气，溽暑湿热相薄，争于左之上。民病黄瘅而为腑肿。 

五之气，燥湿更胜，沈阴乃布，寒气及体，风雨乃行。 

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蛰虫出现，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 

必折其郁气，资其化源，赞其运气，无使邪胜。岁宜以辛调上，以咸调下，畏火之气，无妄犯
之。用温远温，用热远热，用凉远凉，用寒远寒，食宜同法。有假反常，此之道也。反是者病。 

帝曰：善。夫子言可谓悉矣，然何以明其应乎？岐伯曰：昭乎哉问也。夫六气者，行有次，止
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视之，睹其位而知其所在矣。运有余其致先，运不及其至后，此天之道，
气之常也。运非有余，非不足，是谓正岁，其至当其时也。帝曰：胜复之气，其常在也，灾眚时至，
候也奈何？岐伯曰：非气化者，是谓灾也。 

帝曰：天地之数，终始奈何？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是明道也。数之始起于上，而终于下，岁
半之前，天气主之，岁半之后，地气主之，上下交互，气交主之，岁纪华矣。故曰位明，气月可知
乎，所谓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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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曰：余司其事，则而行之，不合其数何也？岐伯曰：气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衰盛多有，
同其化也。帝曰：愿闻同化何如？岐伯曰：风温春化同，热曛昏火夏化同，胜与复同，燥清烟露秋
化同，云雨昏瞑埃长夏化同，寒气霜雪冰冬化同，此天地五运六气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 

帝曰：五运行同天化者命曰天符，余知之矣。愿闻同地化者何谓也？岐伯曰：太过而同天化者
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过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此凡二十四岁也。 

帝曰：愿闻其所谓也？岐伯曰：甲辰甲戌太宫下加太阴，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阴，庚子庚午太
商下加阳明，如是者三。 

癸巳癸亥少征下加少阳，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阳，癸卯癸酉少征下加少阴，如是者三。 

戊子戊午太征上临少阴，戊寅戊申太征上临少阳，丙辰丙戌太羽上临太阳，如是者三。 

丁巳丁亥少角上临厥阴，乙卯乙酉少商上临阳明。己丑己未，少宫上临太阴。如是者三，除此
二十四岁，则不加不临也。 

帝曰：加者何谓？岐伯曰：太过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岁会也。帝曰：临者何谓？岐伯曰：
太过不及，皆曰天符，而变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耳！ 

帝曰：夫子言用寒远寒，用热远热，余未知其然也。愿闻何谓远？岐伯曰：热无犯热，寒无犯
寒，从者和，逆者病，不可不敬畏而远之，所谓时兴六位也。 

帝曰：温凉何如？岐伯曰：司气以热，用热无犯，司气以寒，用寒无犯，司气以凉，用凉无犯，
司气以温，用温无犯。间气同其主无犯，异其主则小犯之，是谓四畏，必谨察之。 

帝曰：善。其犯者何如？岐伯曰：天气反时，则可依则，及胜其主则可犯，以平为期，而不可
过，是谓邪气反胜者。故曰：无失天信，无逆气宜，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 

帝曰：善。五运气行主岁之纪，其有常数乎？岐伯曰：臣请次之。 

甲子、甲午岁，上少阴火，中太宫土运，下阳明金。热化二，雨化五，燥化四，所谓正化日也。
其化上咸寒，中苦热，下酸热，所谓药食宜也。 

乙丑、乙未岁，上太阴土，中少商金运，下太阳水。热化寒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七
宫。湿化五，清化四，寒化六，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热，中酸和，下甘热，所谓药食宜也。 

丙寅、丙申岁，上少阳相火，中太羽水运，下厥阴木，火化二，寒化六，风化三，所谓正化日
也，其化上咸寒，中咸温，下辛温，所谓药食宜也。 

丁卯、丁酉岁，上阳明金，中少角木运，下少阴火。清化热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三
宫，燥化九，风化三，热化七，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小温，中辛和，下咸寒，所谓药食宜也。 

戊辰、戊戌岁，上太阳水，中太征火运，下太阴土，寒化六，热化七，湿化五，所谓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温，中甘和，下甘温，所谓药食宜也。 

己巳、己亥岁，上厥阴木，中少宫土运，下少阳相火，风化清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
五宫，风化三，湿化五，火化七，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辛凉，中甘和，下咸寒，所谓药食宜也。 

庚午、庚子岁，上少阴火，中太商金运，下阳明金，热化七，清化九，燥化九，所谓正化日也。
其化上咸寒，中辛温，下酸温，所谓药食宜也。 

辛未、辛丑岁，上太阴土，中少羽水运，下太阳水，雨化风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一
宫，雨化五，寒化一，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热，中苦和，下苦热，所谓药食宜也。 

壬申、壬寅岁，上少阳相火，中太角木运，下厥阴木。火化二，风化八，所谓正化日也。其化
上咸寒，中酸和，下辛凉，所谓药食宜也。 

癸酉、癸卯岁，上阳明金，中少征火运，下少阴火。寒化雨化胜负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九
宫，燥化九，热化二，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小温，中咸温，下咸寒，所谓药食宜也。 

甲戌、甲辰岁，上太阳水，中太宫土运，下太阴土，寒化六，湿化五，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热，
中苦温，下苦温，药食宜也。 

乙亥、乙巳岁，上厥阴木，中少商金运，下少阳相火，热化寒化胜负同，邪气化日也。灾七宫，
风化八，清化四，火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酸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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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丑、丁未岁，上太阴土，中少角木运，下太阳水，清化热化胜负同，邪气化度也。灾三宫，
雨化五，风化三，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辛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戊寅、戊申岁，上少阳相火，中太征火运，下厥阴木，火化七，风化三，正化度也。其化上咸
寒，中甘和下辛凉，药食宜也。 

己卯、己酉岁，上阳明金，中少宫土运，下少阴火，风化清化胜负同，邪气化度也。灾五宫，
清化九，雨化五，热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温，中甘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庚辰、庚戌岁，上太阳水，中太商金运，下太阴土，寒化一，清化九，雨化五，正化度也。其
化上苦热，中辛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辛巳、辛亥岁，上厥阴木，中少羽水运，下少阳相火，雨化风化胜负同，邪气化度也。灾一宫，
风化三，寒化一，火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苦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壬午、壬子岁，上少阴火，中太角木运，下阳明金，热化二，风化八，清化四，正化度也。其
化上咸寒，中酸凉，下酸温，药食宜也。 

癸未、癸丑岁，上太阴土，中少征火运，下太阳水，寒化雨化胜负同，邪气化度也。灾九宫，
雨化五，火化二，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咸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甲申、甲寅岁，上少阳相火，中太宫土运，下厥阴木，火化二，雨化五，风化八，正化度也。
其化上咸寒，中咸和，下辛凉，药食宜也。 

乙酉、乙卯岁，上阳明金，中少商金运，下少阴火，热化寒化胜负同，邪气化度也。灾七宫，
燥化四，清化四，热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温，中苦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丙戌、丙辰岁，上太阳水，中太羽水运，下太阴土，寒化六，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热，
中咸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丁亥、丁巳岁，上厥阴木，中少角木运，下少阳相火，清化热化胜负同，邪气化度也。灾三宫，
风化三，火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辛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戊子、戊午岁，上少阴火，中太征火运，下阳明金，热化七，清化九，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
中甘寒，下酸温，药食宜也。 

己丑，己未岁，上太阴土，中少宫土运，下太阳水，风化清化胜负同，邪气化度也。灾五宫，
雨化五，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热，中甘和，下甘热，药食宜也。 

庚寅、庚申岁，上少阳相火，中太商金运，下厥阴木，火化七，清化九，风化三，正化度也。
其化上咸寒，中辛温，下辛凉，药食宜也。 

辛卯、辛酉岁，上阳明金，中少羽水运，下少阴火，雨化风化胜负同，邪气化度也。灾一宫，
清化九，寒化一，热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温，中苦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壬辰、壬戌岁，上太阳水，中太角木运，下太阴土，寒化六，风化八，雨化五，正化度也。其
化上苦温，中酸和，下甘温，药食宜也。 

癸巳、癸亥，上厥阴木，中少征火运，下少阳相火，寒化雨化胜负同，邪气化度也。灾九宫，
风化八，火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咸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凡此定期之纪，胜复正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
穷，此之谓也。帝曰：善。五运之气，亦复岁乎？岐伯曰：郁极乃发，待时而作也。 

帝曰：请问其所谓也。岐伯曰：五常之气，太过不及，其发异也。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
太过者暴，不及者徐，暴者为病甚，徐者为病持。帝曰：太过不及其数何如？岐伯曰：太过者其数
成，不及者其数生，土常以生也。 

帝曰：其发也何如？岐伯曰：土郁之发，岩谷震惊，雷殷气交，埃昏黄黑，化为白气，飘骤高
深，击石飞空，洪水乃从，川流漫衍，田牧土驹。化气乃敷，善为时雨，始生始长，始化始成。故
民病心腹胀，胀呜而为数后，甚则心痛胁〓，呕吐霍乱，饮发注下，胕肿身重。云奔雨府，霞拥朝
阳，山泽埃昏，其乃发也。以其四气，云横天山，浮游生灭，怫之先兆。 

金郁之发，天洁地明，风清气切，大凉乃举，草树浮烟，燥气以行，霿雾数起，杀气来至，草



黄帝内经 

 

 125

木苍干，金乃有声。故民病咳逆，心胁满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侧，嗌干面尘，色恶。山泽焦枯，
土凝霜卤，怫乃发也，其气五。夜零白露，林莽声凄，怫之兆也。 

水郁之发，阳气乃避，阴气暴举，大寒乃至，川泽严凝，寒氛结为霜雪，甚则黄黑昏翳，流行
气交，乃为霜杀，水乃见祥。故民病寒客心痛，腰脽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阴，痞坚，
腹满。阳光不治，空积沈阴，白埃昏瞑，而乃发也。其气二火前后。太虚深玄，气犹麻散，微见而
隐，色黑微黄，怫之先兆也。 

木郁之发，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大风乃至，屋发折木，木有变。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
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甚则耳呜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太虚苍埃，天山一色，或气浊
色黄黑郁若，横云不起雨，而乃发也。其气无常。长川草偃，柔叶呈阴，松吟高山，虎啸岩岫，怫
之先兆也。 

火郁之发，太虚肿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泽燔燎，材木流津，广厦腾烟，土浮霜
卤，止水乃减，蔓草焦黄，风行惑言，湿化乃后。故民病少氣，瘡瘍癰腫，脅腹胸背面首，四支〓
憤，臚脹瘍痱，嘔逆瘈瘲，骨痛，節乃有動，注下溫瘧，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乃少，目赤心
熱，甚則瞀悶懊? ，善暴死。刻终大温，汗濡玄府，其乃发也。其气四。动复则静，阳极反阴，湿
令乃化乃成，华发水凝，山川冰雪，焰阳午泽，怫之先兆也。 

有怫之应而后报也，皆观其极而乃发也。木发无时，水随火也。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
岁，五气不行，生化收藏，政无恒也。 

帝曰：水发而雹雪，土发而飘骤，木发而毁折，金发而清明，火发而曛昧何气使然？岐伯曰：
气有多少，发有微甚。微者当其气，甚者兼其下，征其下气，而见可知也。 

帝曰：善。五气之发不当位者何也？岐伯曰：命其差。帝曰：差有数乎？岐伯曰：后皆三十度
而有奇也。 

帝曰：气至而先后者何？岐伯曰：远太过则其至先，远不及则其至后，此后之常也。帝曰：当
时而至者何也？岐伯曰：非太过非不及，则至当时，非是者害也。 

帝曰：善。气有非时而化者何也？岐伯曰：太过者当其时，不及者归其己胜也。 

帝曰：四时之气，至有早晏高下左右，其候何如？岐伯曰：行有逆顺，至有迟速，故太过者化
先天，不及者化后天。 

帝曰：愿闻其行何谓也？岐伯曰：春气西行，夏气北行，秋气东行，冬气南行。故春气始于下，
秋气始于上，夏气始于中。冬气始于标，春气始于左，秋气始于右，冬气始于后，夏气始于前，此
四时正化之常。故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察之。帝曰：善。 

黄帝问曰：五运六气之应见，六化之正，六变之纪何如？岐伯对曰：夫六气正纪，有化有变，
有胜有负，有用有病，不同其候，帝欲何乎？帝曰：愿尽闻之。 

岐伯曰：请遂言之。夫气之所至也，厥阴所至为和平，少阴所至为暄，太阴所至为埃溽，少阳
所至为炎暑，阳明所至为清劲，太阳所至为寒氛，时化之常也。厥阴所至为风府，为兴启；少阴所
至为火府，为舒荣；太阴所至为雨府，为员盈；少阳所至为热府，为行出；阳明所至为司杀府，为
庚苍；太阳所至为寒府，为归藏；司化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生为风摇；少阴所至，为荣为形见；太阴所至，为化为云雨；少阳所至，为长为
蕃鲜；阳明所至，为收为雾露；太阳所至，为藏为周密；气化之常也。厥阴所至，为风生，终为肃；
少阴所至，为热生，中为寒；太阴所至，为湿生，终为注雨，少阳所至，为火生，终为蒸溽；阳明
所至，为燥生，终为凉；太阳所至，为寒生，中为温，德化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毛化，少阴所至为羽化，太阴所至为? 化，少阳所至为羽化，阳明所至为介化，太
阳所至为鳞化，德化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生化，少阴所至为荣化，太阴所至为濡化，少阳所至为茂化，阳明所至为坚化，太
阳所至为藏化，布政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飘怒太凉，少阴所至为太暄寒，太阴所至为雷霆骤注烈风，少阳所至为飘风燔燎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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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阳明所至为散落温，太阳所至为寒雪冰雹白埃，气变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挠动，为迎随；少阴所至为高明焰，为曛；太阴所至为沈阴，为白埃，为晦瞑；少
阳所至为光显，为彤云，为曛；阳明所至为烟埃，为霜，为劲切，为凄呜；太阳所至为刚固，为坚
芒，为立，令行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里急，少阴所至为疡眕身热，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少阳所至为嚏呕为疮疡，阳明
所至为浮虚，太阳所至为屈伸不利，病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支痛，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栗，谵妄，太阴所至为积满，少阳所至惊躁，瞀昧
暴病，阳明所至为鼽尻阴股膝髀〓〓足病，太阳所至为腰痛，病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緛戾，少阴所至为悲妄衄蔑，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少阳所至为喉痹耳呜呕涌，
阳明所至皴揭，太阳所至为寝汗痉，病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少阴所至为语笑，太阴所至为重胕肿，少阳所至为暴注，? 瘈，暴死，
阳明所至为鼽嚏，太阳所至为流泄，禁止，病之常也。 

凡此十二变者，报德以德，报化以化，报政以政，报令以令，气高则高，气下则下，气后则后，
气前则前，气中则中，气外则外，位之常也。故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热则干，寒胜则浮，湿胜
则濡泄，甚则水闭胕肿，随气所在，以言其变耳。 

帝曰：愿闻其用也。岐伯曰：夫六气之用，各归不胜而为化，故太阴雨化，施于太阳；太阳寒
化，施于少阴，少阴热化，施于阳明；阳明燥化，施于厥阴；厥阴风化，施于太阴，各命其所在以
征之也。 

帝曰：自得其位何如？岐伯曰：自得其位常化也。帝曰：愿闻所在也。岐伯曰：命其位而方月
可知也。帝曰：六位之气盈虚何如？岐伯曰：太少异也。太者之至徐而常，少者暴而亡。 

帝曰：天地之气盈虚何如？岐伯曰：天气不足，地气随之；地气不足，天气从之，运居其中而
常先也。恶所不胜，归所同和，随运归从，而生其病也。故上胜则天气降而下，下胜则地气迁而上。
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则位易气交，易则大变生而病作矣。大要曰：甚纪五分，
微纪七分，其差可见，此之谓也。 

帝曰：善。论言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余欲不远寒不远热奈何？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发表而
不远热，攻里不远寒。帝曰：不发不攻，而犯寒犯热何如？岐伯曰：寒热内贼，其病益甚。 

帝曰：愿闻无病者何如？岐伯曰：无者生之，有者甚之。帝曰：生者何如？岐伯曰：不远热则
热至，不远寒则寒至，寒至则坚否，腹满、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
疡、瞀郁、注下、? 瘈、肿胀、呕、鼽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閟之病作矣。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时必顺之，犯者治以胜也。 

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损，亦无殒也。帝曰：愿闻其故何谓也？岐
伯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哀其太半而止，过者死。 

帝曰：善。郁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
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帝曰：假者何如？岐伯曰：有假其气，则无禁
也。所谓主气不足，客气胜也。 

帝曰：至哉。圣人之道，天地大化，运行之节，临御之纪，阴阳之政，寒暑之令，非夫子孰能
通之，请藏之灵兰之室，署曰六元正纪，非斋戒不敢示，慎传也。 

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 
黄帝问曰：五气交合，盈虚更作，余知之矣。六气分治，司天地者，其至何如？岐伯再拜对曰：

明乎哉问也。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 

帝曰：愿闻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奈何？岐伯曰：此道之所主，工之所疑也。 

帝曰：愿闻其道也。岐伯曰：厥阴司天，其化以风；少阴司天，其化以热；太阴司天，其化以
湿；少阳司天，其化以火；阳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阳司天，其化以寒，以所临脏位，命其病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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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曰：地化奈何？岐伯曰：司天同候，间气皆然。 

帝曰：间气何谓？岐伯曰：司左右者是谓间气也。 

帝曰：何以异之？岐伯曰：主岁者纪岁，间气者纪步也。 

帝曰：善。岁主奈何？岐伯曰：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司气为苍化，间气为动化。 

少阴司天为热化，在泉为苦化，不司气化，居气为灼化。 

太阴司天为湿化，在泉为甘化，司气为〓化，间气为柔化。 

少阳司天为火化，在泉为苦化，司气为丹化，间气为明化。 

阳明司天为燥化，在泉为辛化，司气为素化，间气为清化。 

太阳司天为寒化，在泉为咸化，司气为玄化，间气为藏化。 

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乃可以言盈虚病生之绪也。 

帝曰：厥阴在泉，而酸化先，余知之矣。风化之行也何如？岐伯曰：风行于地，所谓本也，余
气同法。本乎天者，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故曰：谨
候气宜，无失病机，此之谓也。 

帝曰：其主病何如？岐伯曰：司岁备物，则无遗主矣。 

帝曰：先岁物何也？岐伯曰：天地之专精也。 

帝曰：司气者何如？岐伯曰：司气者主岁同然，有余不足也。 

帝曰：非司岁物何谓也？岐伯曰：散也，故质同而升等也。气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静，治保有
多少，力化有浅深，此之谓也。 

帝曰：岁主脏害何谓？岐伯曰：以所不胜命之，则其要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上淫于下，所胜平之；外淫于内，所胜治之。 

帝曰：善。平气何如？岐伯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 

帝曰：夫子言察阴阳所在而调之，论言人迎与寸口相应，若引绳，小大齐等，命曰平。阴之所
在寸口，何如？岐伯曰：视岁南北可知之矣。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北政之岁，少阴在泉，则
寸口不应；厥阴在泉，则右不应；太阴在泉，则左不应；南政之岁，少阴司天，则寸口不应；厥阴
司天，则右不应；太阴司天，则左不应；诸不应者反其诊则见矣。 

帝曰：尺候何如？岐伯曰：北政之岁，三阴在下，则寸不应，三阴在上，则尺不应。南政之岁，
三阴在天，则寸不应，三阴在泉，则尺不应，左右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
无穷，此之谓也。 

帝曰：善。天地之气，内淫而病何如？岐伯曰：岁厥阴在泉，风淫所胜，则地气不明，平野昧，
草乃早秀。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心痛支满，两胁里急，饮食不下，膈咽不通，食则呕，腹胀
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 

岁少阴在泉，热淫所胜，则焰浮川泽，阴处反明。民病腹中常呜，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
寒热皮肤痛、目瞑齿痛、? 肿、恶寒发热如疟，少腹中痛、腹大、蛰虫不藏。 

岁太阴在泉，草乃早荣，湿淫所胜，则埃昏岩谷，黄反见黑，至阴之交。民病饮积心痛，耳聋，
浑浑焞焞，溢肿喉痹，阴病血见，少腹痛肿，不得小便，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腰似折，髀
不可以回，腘如结，〓如别。 

岁少阳在泉，火淫所胜，则焰明郊野，寒热更至。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则血便，
少阴同候。 

岁阳明在泉，燥淫所胜，则雾雾清瞑。民病喜呕，呕有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反侧，甚则
嗌干，面尘，身无膏泽，足外反热。 

岁太阳在泉，寒淫所胜，则凝肃惨栗。民病少腹控睪引腰脊，上冲心痛，血见嗌痛，颔肿。 

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诸气在泉，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
之；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
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燥淫于内，治以苦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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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以甘辛，以苦下之；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泻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 

帝曰：善。天气之变何如？岐伯曰：厥阴司天，风淫所胜，则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寒生春气，
流水不冰。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肢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舌本强，食则呕，冷泄腹胀，溏
泄瘕水闭，蛰虫不去病本于脾。冲阳绝，死不治。 

少阴司天，热淫所胜，怫热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烦热，溢干、右胠满、皮肤痛，寒热咳喘，
大雨且至、唾血血泄、鼽衄、嚏呕、溺色变，甚则疮疡胕肿、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腹
大满，膨膨而喘咳，病本于肺，尺泽绝，死不治。 

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则沉阴且布，雨变枯槁，胕肿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不得，腰脊头
项痛、时眩、大便难，阴气不用，饥不欲食，咳唾则有血，心如悬。病本于肾，太溪绝，死不治。 

少阳司天，火淫所胜，则温气流行，金政不平。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热上皮肤痛，色变
黄赤，传而为水，身面胕肿、腹满仰息、泄注赤白、疮疡、咳唾血、烦心，胸中热，甚则鼽衄，病
本于肺。天府绝，死不治。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筋骨内变。民病左胠胁痛，寒清于中，感而疟，
大凉革候，咳、腹中呜，注泄鹜溏，名木敛生，菀于下，草焦上首，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嗌干面
尘腰痛，丈夫? 疝，妇人少腹痛，目昧眦，疡疮痤痈，蛰虫来见，病本于肝。太冲绝，死不治。 

太阳司天，寒淫所胜，则寒气反至，水且冰，血变于中，发为痈疡。民病厥心痛，呕血、血泄、
鼽衄，善悲，时眩仆。运火炎烈，雨暴乃雹。胸腹满、手热肘挛，掖肿、心淡淡大动，胸胁胃脘不
安、面赤目黄、善噫嗌干，甚则色〓，渴而欲饮，病本于心。神门绝，死不治。 

所谓动气，知其脏也。 

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司天之气，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
泻之。热淫所胜，平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
以淡泄之。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而止。火淫所胜，平以酸冷，佐以苦甘，
以酸收之，以苦发之，以酸复之。热淫同。燥淫所胜，平以苦湿，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寒淫所胜，
平以辛热，佐以甘苦，以咸泻之。 

帝曰：善。邪气反胜，治之奈何？岐伯曰：风司于地，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苦甘，以辛
平之。热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湿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苦冷，
佐以咸甘以苦平之。。火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燥司于地，热反胜之，
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为利。寒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甘辛，以苦平
之。 

帝曰：其司天邪胜何如？岐伯曰：风化于天，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甘苦。热化于天，寒
反胜之，治以甘温，佐以苦酸辛。湿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火化于天，寒反胜
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燥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寒化于天，热反胜之，治
以咸冷，佐以苦辛。 

帝曰：六气相胜奈何？岐伯曰：厥阴之胜，耳呜头眩，愦愦欲吐，胃膈如寒。大风数举，? 虫
不滋。胠胁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而痛，上肢两胁，肠呜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
甚则呕吐，膈咽不通。 

少阴之胜，心下热，善饥，齐下反动，气游三焦。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呕逆躁烦、腹满
痛、溏泄，传为赤沃。 

太阴之胜，火气内郁，疮疡于中，流散于外，病在胠胁，甚则心痛，热格，头痛、喉痹、项强。
独胜则湿气内郁，寒迫下焦，痛留顶，互引眉间，胃满。雨数至，燥化乃见。少腹满，腰脽重强，
内不便，善注泄，足下温，头重，足胫胕肿，饮发于中，胕肿于上。 

少阳之胜，热客于胃，烦心、心痛、目赤，欲呕、呕酸、善饥、耳痛、溺赤、善惊、谵妄。暴
热消烁，草萎水涸，介虫乃屈。少腹痛，下沃赤白。 

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胠胁痛、溏泄、内为嗌塞、外发? 疝。大凉肃杀，华英改容，毛虫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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殃。胸中不便，嗌塞而咳。 

太阳之胜，凝栗且至，非时水冰，羽乃后化。痔疟发，寒厥入胃则内生心痛，阴中乃疡，隐曲
不利，互引阴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络满色变，或为血泄，皮肤否肿，腹满食减，热反上行，
头项囱顶脑户中痛，目如脱；寒入下焦，传为濡泻。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阴之胜，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泻之。少阴之胜，治以辛寒，
佐以苦咸，以甘泻之，太阴之胜，治以咸热，佐以辛甘，以苦泻之。少阳之胜，治以辛寒，佐以甘
咸，以甘泻之。阳明之胜，治以酸温，佐以辛甘，以苦泄之。太阳之胜，治以甘热，佐以辛酸，以
咸泻之。 

帝曰：六气之复何如？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厥阴之复，少腹坚满，里急暴痛。偃木飞沙，?
虫不荣。厥心痛，汗发呕吐，饮食不入，入而复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则入脾，食痹而吐。冲阳绝，
死不治。 

少阴之复，懊热内作，烦燥鼽嚏，少腹绞痛，火见燔? ，嗌燥分注时止，气动于左，上行于右，
咳、皮肤痛、暴喑、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栗，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痿，
隔肠不便，外为浮肿，哕噫。赤气后化，流水不冰，热气大行，介虫不复。病痱胗疮疡、痈疽痤痔，
甚则入，肺，咳而鼻渊。天府绝，死不治。 

太阴之复，湿度乃举，体重中满，食饮不化，阴气上厥，胸中不便，饮发于中，咳喘有声。大
雨时行，鳞见于陆，头顶痛重，而掉瘈尤甚，呕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则入肾窍，泻无度。太溪绝，
死不治。 

少阳之复，大热将至，枯燥燔热，介虫乃耗。惊瘈咳衄，心热烦燥，便数憎风，厥气上行，面
如浮埃，目乃? 瘈；火气内发，上为口糜、呕逆、血溢、血泄，发而为疟，恶寒鼓栗，寒极反热，
溢络焦槁，渴引水浆，色变黄赤，少气脉萎，化而为水，传为胕肿，甚则入肺，咳而血泄。尺泽绝，
死不治。 

阳明之复，清气大举，森木苍干，毛虫乃厉。病生胠胁，气归于左，善太息，甚则心痛，否满
腹胀而泄，呕苦咳哕烦心，病在膈中，头痛，甚则入肝，惊骇筋挛。太冲绝，死不治。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满，头痛善悲，时
眩仆食减，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睪，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
及为哕噫，甚则入心，善忘善悲。神门绝，死不治。 

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阴之复，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泻之，以甘缓之。 

少阴之复，治以咸寒，佐以苦辛，以甘泻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以咸软之。 

太阴之复，治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泻之，燥之、泄之。 

少阳之复，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咸软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发不远热，无犯温凉。少
阴同法。 

阳明之复，治以辛温，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补之。 

太阳之复，治以咸热，佐以甘辛，以苦坚之。 

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
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
宗，此治之大体也。 

帝曰：善。气之上下何谓也？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气三矣，天之分也，天气主之；身半以下，
其气三矣，地之分也，地气主之。以名命气，以气命处，而言其病半，所谓天枢也。 

故上胜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胜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所谓胜至，报气屈伏而未发也。
复至则不以天地异名，皆如复气为法也。 

帝曰：胜复之动，时有常乎？气有必乎？岐伯曰：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帝曰：愿闻其道也。
岐伯曰：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胜
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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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曰：善。复已而胜何如？岐伯曰：胜至而复，无常数也，衰乃止耳。复已而胜，不复则害，
此伤生也。 

帝曰：复而反病何也？岐伯曰：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大复其胜，则主胜之，故反病也，所谓
火燥热也。 

帝曰：治之何如？岐伯曰：夫气之胜也，微者随之，甚者制之；气之复也，和者平之，暴者夺
之。皆随胜气，安其屈伏，无问其数，以平为期，此其道也。 

帝曰：善。客主之胜复奈何？岐伯曰：客主之气，胜而无负也。帝曰：其逆从何如？岐伯曰：
主胜逆，客胜从，天之道也。 

帝曰：其生病何如？岐伯曰：厥阴司天，客胜则耳呜掉眩，甚则咳，主胜则胸胁痛，舌难以言。 

少阴司天，客胜则鼽、嚏、颈项强、肩背瞀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胕肿、
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 

太阴司天，客胜则首面胕肿，呼吸气喘。主胜则胸腹满，食已而瞀。 

少阳司天，客胜则丹胗外发，及为丹熛、疮疡、呕逆、喉痹、头痛、溢肿、耳聋、血溢、内为
瘈瘲。主胜则胸满、咳、仰息，甚而有血，手热。 

阳明司天，清复内余，则咳、衄、嗌塞、心鬲中热，咳不止，而白血出者死。 

太阳司天，客胜则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则咳，主胜则喉嗌中鸣。 

厥阴在泉，客胜则大关节不利，内为痉强拘瘈，外为不便；主胜则筋骨繇并，腰腹时痛。 

少阴在泉，客胜则腰痛、尻、股、膝、髀、〓、〓、足痛，瞀热以酸，胕肿不能久立，溲便变。
主胜则厥气上行，心痛发热，鬲中，众痹皆作，发于胠胁，魄汗不藏，四逆而起。 

太阴在泉，客胜则足痿下重，便溲不时；湿客下焦，发而濡泻及为肿隐曲之疾。主胜则寒气逆
满，食饮不下，甚则为疝。 

少阳在泉，客胜则腰腹痛而反恶寒，甚则下白溺白；主胜则热反上行，而客于心，心痛发热，
格中而呕，少阴同候。 

阳明在泉，客胜则清气动下，少腹坚满，而数便泻。主胜则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为鹜溏，
则寒厥于肠，上冲胸中，甚则喘，不能久立。 

太阳在泉，寒复内余，则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胫足膝中痛。 

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佐以所利，和以
所宜，必安其主客，适其寒温，同者逆之，异者从之。 

帝曰：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气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从之，余以知之矣。其于正味何如？岐
伯曰：木位之主，其泻以酸，其补以辛；火位之主，其泻以甘，其补以咸；土位之主，其泻以苦，
其补以甘；金味之主，其补以酸；水位之主，其泻以咸，其补以苦。 

厥阴之客，以辛补之，以酸泻之，以甘缓之，少阴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咸收之；太
阴之客，以甘补之，以苦泻之，以甘缓之。少阳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咸软之。阳明之客，
以酸补之，以辛泻之，以苦泄之；太阳之客，以苦补之，以咸泻之，以苦坚之，以辛润之，开发腠
理，致津液通气也。 

帝曰：善。愿闻阴阳之三也。何谓？岐伯曰：气有多少异用也。 

帝曰：阳明何谓也？岐伯曰：两阳合明也。 

帝曰：厥阴何也？岐伯曰：两阴交尽也。 

帝曰：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愿闻其约奈何？岐伯曰：气有高下，病有
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 

大要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
制也。 

 

故曰：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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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此之谓也。 

病所远而中道气味之者，贪而过之，无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气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
远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则数少，小则数多，多则九之，少则二之。 

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 

帝曰：善。病生于本，余知之矣。生于标者，治之奈何？岐伯曰：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
其本，得标之方。 

帝曰：善。六气之胜，何以候之？岐伯曰：乘其至也；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
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气大来，水之胜也，火热受邪，心病生焉；
湿气大来，土之胜也，寒水受邪，肾病生焉；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所谓感邪
而生病也。乘年之虚，则邪甚也。失时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重感于邪，则病危矣。
有胜之气，其来必复也。 

帝曰：其脉至何如？岐伯曰：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钩，太阴之至其脉沉，少阳之至
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
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 

帝曰：六气标本所从不同奈何？岐伯曰：气有从本者，有从标本者，有不从标本者也。帝曰：
愿卒闻之。岐伯曰：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故从本者
化生于本，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 

帝曰：脉从而病反者，其诊何如？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帝曰：诸阴之反，
其脉何如？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鼓甚而盛也。 

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有生于中气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
中气而得者，有取标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逆，正顺也，若顺，逆也。 

故曰：知标与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顺，正行无问，此之谓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诊，足以
乱经。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末已，寒病复始，同气异形，迷诊乱经，此之谓也。 

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标与本，易而无损，察本与标，气可
令调，明知胜复，为万民式，天之道毕矣。 

帝曰：胜复之变，早晏何如？岐伯曰：夫所胜者胜至已病，病已愠愠而复已萌也。夫所复者，
胜尽而起，得位而甚，胜有微甚，复有少多，胜和而和，胜虚而虚，天之常也。 

帝曰：胜复之作，动不当位，或后时而至，其故何也？岐伯曰：夫气之生与其化衰盛异也。寒
暑温凉盛衰之用，其在四维，故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各差其
分。故大要曰：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谨按四维，斥候皆归，其终可见，其
始可知，此之谓也。 

帝曰：差有数乎？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 

帝曰：其脉应皆何如？岐伯曰：差同正法，待时而去也。脉要曰：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涩，
秋不数，是谓四塞。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涩甚曰病，数甚曰病，参见曰病，复见曰病，未去而去
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故曰气之相守司也，如权衡之不得相失也。夫阴阳之气清净，则生
化治，动则苛疾起，此之谓也。 

帝曰：幽明何如？岐伯曰：两阴交尽故曰幽，两阳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异也。帝曰：
分至何如？岐伯曰：气至之谓至，气分之谓分。至则气同，分则气异，所谓天地之正纪也。 

帝曰：夫子言春秋气始于前，冬夏气始于后，余已知之矣。然六气往复，主岁不常也，其补泻
奈何？岐伯曰：上下所主，随其攸利，正其味，则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曰：少阳之主，先甘后
咸；阳明之主，先辛后酸；太阳之主，先咸后苦；厥阴之主，先酸后辛；少阴之主，先甘后咸；太
阴之主，先苦后甘。佐以所利，资以所生，是谓得气。 

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经言盛者泻之，虚则补之，
余锡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应，犹拔刺雪汗，工巧神圣，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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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乎？岐伯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 

帝曰：愿闻病机何如？岐伯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皆属
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瘈，皆属于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
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
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燥狂越，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
属于热；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彻清冷，
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 

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
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 

帝曰：善。五味阴阳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
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 

帝曰：非调气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无毒，何先何后，愿闻其道。岐伯曰：有毒无毒，所治
为主，适大小为制也。 

帝曰：请言其制？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 

；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
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
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 

帝曰：何谓逆从？岐伯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少从多，观其事也。 

帝曰：反治何谓？岐伯曰：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
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 

帝曰：善。气调而得者何如？岐伯曰：逆之从之，逆而从之，从而逆之，疏气令调，则其道也。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而
盛于外者，先调其内而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中外不相及，则治
主病。 

帝曰：善。火热复，恶寒发热，有如疟状，或一日发，或间数日发，其故何也？岐伯曰：胜复
之气，会遇之时，有多少也。阴气多而阳气少，则其发日远；阳气多而阴气少，则其发日近。此胜
复相薄，盛衰之节，疟亦同法。 

帝曰：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而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
者热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复起，奈何治？岐伯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
阳；所谓求其属也。 

帝曰：善。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气是以反也。 

帝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岐伯曰：悉乎哉问也。不治五味属也。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
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
由也。 

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谓也？岐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
之谓也。 

帝曰：三品何谓？岐伯曰：所以明善恶之殊贯也。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
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者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
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帝曰：善。 

着至教论篇第七十五 
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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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至侯王。愿得受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
以彰经衡，后世益明，上通神农，着至教，疑于二皇。 

帝曰：善。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雷公曰：请受道讽诵用解。帝曰：子不闻阴阳传乎？曰：不知。曰：夫三阳天为业。上下无常，
合而病至，偏害阴阳。 

雷公曰：三阳莫当，请闻其解。帝曰：三阳独至者，是三阳并至，并至如风雨，上为巅疾，下
为漏病。外无期，内无正，不中经纪，诊无上下以书别。 

雷公曰：臣治疏愈，说意而已。帝曰：三阳者至阳也，积并则为惊，病起疾风，至如礔? ，九
窍皆塞，阳气滂溢，干嗌喉塞。并于阴则上下无常，薄为肠澼，此谓三阳直心，坐不得起卧者，便
身全三阳之病。 

且以知天下，何以别阴阳，应四时，合之五行。 

雷公曰：阳言不别，阴言不理，请起受解，以为至道。 

帝曰：子若受传，不知合至道以惑师教，语子至道之要。病伤五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别，
是世主学尽矣。肾且绝，惋惋日暮，从容不出，人事不殷。 

示从容论第七十六 
黄帝燕坐，召雷公而问之曰：汝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为余言子

所长，五脏六腑，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
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 

雷公曰：臣请诵脉经上下篇，甚众多矣。别异比类，犹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 

帝曰：子别试通五脏之过，六腑之所不和，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悉言
以对，请问不知。 

雷公曰：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或已或不已，愿闻其
解。 

帝曰：公何年之长，而问之少，余真问以自谬也。 

吾问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对，何也？ 

夫脾虚浮似肺，肾小浮似脾，肝急沉散似肾，此皆工之所时乱也，然从客得之。 

若夫三脏土木水参居，此童子之所知，问之何也？ 

雷公曰：于此有人，头痛、筋挛、骨重，怯然少气，哕、噫、腹满、时惊不嗜卧，此何脏之发
也？脉浮而弦，切之石坚，不知其解，复问所以三脏者，以知其比类也。 

帝曰：夫从容之谓也，夫年长则求之于腑，年少则求之于经，年壮则求之于脏。今子所言，皆
失八风菀热，五脏消烁，传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肾不足也；沉而石者，是肾气内着也；怯然少
气者，是水道不行，形气消索也。咳嗽烦冤者，是肾气之逆也。一人之气，病在一脏也。若言三脏
俱行，不在法也。 

雷公曰：于此有人，四肢解堕，喘咳血泄，而愚诊之以为伤肺，切脉浮大而紧，愚不敢治。粗
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轻，此何物也？帝曰：子所能治，知亦众多，与此病失矣。譬以
鸿飞、亦冲于天。 

夫经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圣。 

今夫脉浮大虚者，是脾气之外绝，去胃外归阳明也。 

夫二火不胜三水，是以脉乱而无常也。 

四支解堕，此脾精之不行也。喘咳者，是水气并阳明也。血泄者，脉急血无所行也。若夫以为
伤肺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 

夫伤肺者，脾气不守，胃气不清，经气不为使，真脏坏决，经脉傍绝，五脏漏泄，不衄则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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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者不相类也。 

譬如天之无形，地之无理，白与黑相去远矣。 

是失我过矣，以子知之，故不告子，明引比类从容，是以名曰诊轻，是谓至道也。 

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 
黄帝曰：呜呼远哉！闵闵乎若视深渊，若迎浮云，视深渊尚可测，迎浮云莫知其际，圣人之术，

为万民式，论裁志意，必有法则，循经守数，按循医事，为万民副。故事有五过四德，汝知之乎？ 

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闻五过与四德，比类形名，虚引其经，心无所对。 

帝曰：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贪，名曰失精，
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医工诊之，不在脏腑，不变躯形，诊之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
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
一过也。 

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
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愚医治之，不知补泻，不知病情，精华日脱，邪气乃并，此
治之二过也。 

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贵，此治之三过也。 

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 

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
不能移，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也。 

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切脉问名，当合男女。 

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脏空虚，血气离守，工不能知，何术之语。 

尝富大伤，斩筋绝脉，身体复行，令泽不息，故伤败结，留薄归阳，脓积寒热。粗工治之，亟
刺阴阳，身体解散，四支转筋，死日有期，医不能明，不问所发，惟言死日，亦为粗心，此治之五
过也。 

凡此五者，皆受术不通，人事不明也。 

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
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贪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惧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
诊必副矣。 

治病之道，气内为宝，循求其理，求之不得，过在表里。 

守数据治，无失俞理，能行此术，终身不殆。 

不知俞理，五脏菀热，痈发六腑。诊病不审，是谓失常，谨守此治，与经相明。 

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五中，决以明堂，审于始终，可以横行。 

征四失论篇第七十八 
黄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黄帝曰：夫子所通书，受事众多矣。试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

失之。雷公对曰：循经受业，皆言十全，其时有过失者，请闻其事解也。 

帝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将言以杂合耶。夫经脉十二、络脉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
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 

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矣。 

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 

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
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 

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
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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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世人之语者，驰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论，诊无人事，治数之道，从容之葆。 

坐持寸口，诊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妄治
时愈，愚心自得。 

 

呜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为晦。 

阴阳类论篇第七十九 
孟春始至，黄帝燕坐临观八极，正八风之气，而问雷公曰：阴阳之类，经脉之道，五中所主，

何脏最贵。雷公对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臣以其脏最贵。 

帝曰：却念上下经，阴阳从容，子所言贵，最其下也。 

雷公至斋七日，旦复侍坐。帝曰：三阳为经，二阳为维，一阳为游部，此知五脏终始。三阳为
表，二阴为里，一阴至绝，作朔晦，却具合以正其理。 

雷公曰：受业未能明？帝曰：所谓三阳者，太阳为经。三阳脉至手太阴，弦浮而不沈，决以度，
察以心，合之阴阳之论。所谓二阳者阳明也，至手太阴，弦而沈急不鼓，炅至以病皆死。一阳者少
阳也，至手太阴上连人迎，弦急悬不绝，此少阳之病也，专阴则死。 

三阴者，六经之所主也。交于太阴、伏鼓不浮，上空志心。二阴至肺，其气归膀胱，外连脾胃。
一阴独至，经绝气浮，不鼓，钩而滑。此六脉者，乍阴乍阳，交属相并，缪通五脏，合于阴阳。先
至为主，后至为客。 

雷公曰：臣悉尽意，受传经脉，颂得从容之道以合从容，不知阴阳，不知雌雄？帝曰：三阳为
父，二阳为卫，一阳为纪；三阴为母，二阴为雌，一阴为独使。 

二阳一阴，阳明主病，不胜一阴，软而动，九窍皆沈。 

三阳一阴，太阳脉胜，一阴不为止，内乱五脏，外为惊骇。 

二阴二阳病在肺，少阴脉沈，胜肺伤脾，外伤四支。 

二阴二阳皆交至，病在肾，骂詈妄行，巅疾为狂。 

二阴一阳，病出于肾。阴气客游于心脘，下空窍堤，闭塞不通，四肢别离。 

一阴一阳代绝，此阴气至心，上下无常，出入不知，喉咽于燥，病在土脾。 

二阳三阴，至阴皆在，阴不过阳，阳气不能止阴，阴阳并绝，浮为血瘦，沈为脓附。阴阳皆壮，
下至阴阳，上合昭昭，下合冥冥，诊决死生之期，遂含岁首。 

雷公曰：请问短期，黄帝不应。雷公复问，黄帝曰：在经论中。雷公曰：请问短期？黄帝曰：
冬三月之病，病合于阳者，至春正月，脉有死证，皆归出春。 

冬三月之病，在理已尽，草与柳叶皆杀，春阴阳皆，绝期在孟春。 

春三月之病曰阳杀，阴阳皆绝，期在草干。 

夏三月之病，至阴不过十日，阴阳交，期在溓水。 

秋三月之病，三阳俱起，不治自己。阴阳交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三阳独至，期在石水。
二阴独至，期在盛水。 

方盛衰论篇第八十 
雷公请问气之多少，何者为逆，何者为从？黄帝答曰：阳从左，阴从右，老从上，少从下，是

以春夏归阳为生，归秋冬为死，反之则归秋冬为生，是以气多少，逆皆为厥。 

问曰：有余者厥耶？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气上不下，头痛
巅疾，求阳不得，求阴不审，五部隔无征，若居旷野，若伏空室，绵绵乎属，不满日。 

是以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 

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借借。得其时则梦见兵战。 

胃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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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气虚，则梦见兰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 

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燔灼。 

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 

此皆五脏气虚，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合之五诊，调之阴阳，以在经脉。 

诊有十度，度人、脉度、脏度、肉度、筋度、俞度。阴阳气尽，人病自具。脉动无常，散阴颇
阳，脉脱不具，于无常行，诊必上下，度民君卿，受师不卒，使术不明，不察逆从，是为妄行，持
雌失雄，弃阴附阳，不知并合，诊故不明，传之后世，反论自章。 

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阴阳并交，至人之所行。阴阳并交者，阳气先至，阴气
后至。 

是以经人持诊之道，先后阴阳而持之，奇恒之势，乃六十首，诊合微之事，追阴阳之变，章五
中之情，其中之论，圣虚实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诊。 

是以切阴不得阳，诊消亡；得阳不得阴，守学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
知先不知后，故治不久。知丑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纪，诊
道乃具，万世不殆。 

起所有余，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脉事因格。是以形弱气虚死，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
有余，形气不足生。 

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上观下观，司八正邪，别五中部，
按脉动静，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逆从以得，复知病名，诊可十全，不失人情，
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
道。 

解精微论篇第八十一 
黄帝在明堂，雷公请曰：臣授业传之行教，以经论从容，形法、阴阳、刺灸、汤液所滋，行治

有肾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湿寒暑，阴阳妇女，请问其所以然者。卑贱富贵，人
之形体，所从群下，通使临事以适道术，谨闻命矣。请问有〓愚仆漏之问，不在经者，欲闻其状。
帝曰：大矣。 

公请问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帝曰：在经有也。 

复问不知水所从生，涕所从出也。帝曰：若问此者，无益于治也。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夫
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华色者其荣也。是以人有德也，则气和于目，有亡忧，知于色。 

是以悲哀则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水宗者，积水也，积水者，至阴也。至阴者，肾之精也，宗
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辅之裹之。故水不行也。夫水之精为志，火之精为神，水火相感，
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谚曰：心悲名曰志悲，志与心精共凑于目也。 

是以俱悲则神气传于心，精上不传于志，而志独悲，故泣出也。泣涕者，脑也，脑者阴也。髓
者，骨之充也。故脑渗为涕。 

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从之者，其行类也，夫涕之与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则俱死，
生则俱生，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横行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从者，所属之类也。 

雷公曰：大矣。请问人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从之何也？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
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则志不悲，阴阳相持，泣安能独来。 

夫志悲者惋，惋则冲阴，冲阴则志去目，志去则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且子独不诵
不念夫经言乎？厥则目无所见。夫人厥则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阳并于上则火独光也；阴并于
下则足寒，足寒则胀也。夫一水不胜五火，故目眦盲。 

是以冲风，泣下而不止。夫风之中目也，阳气内守于精。是火气燔目，故见风则泣下也。有以
比之，夫火疾风生，乃能雨，此之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