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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袁即形体曰神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袁狭义者言

之精神尧思维尧意识等袁广义者指一切生命活动袁此
处当取狭义之范畴遥 形与神必须相结合袁相统一袁此
即形神一体观袁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内

容袁总体归属于中医整体观念的范畴遥
形主要通过望诊而得袁亦得旁参问尧闻尧切三

诊袁统筹兼顾所有信息袁以判明真假遥 望形袁是指通

过观察患者形体的强弱尧胖瘦及体形特点等来诊察

病情的方法袁又称之为望形体遥
明形体袁对疾病的判断意义重大袁诚如叶素问窑

三部九侯论曳所言院野必先度其形之肥瘦袁以调其气

之虚实冶遥 医者对患者的第一印象便为形体袁形胖尧
形瘦立可判定袁虚实之性袁以略了然遥 人之形体与五

脏六腑尧四肢百骸在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上都有着

密切的关系袁叶素问窑经脉别论曳有言院野诊病之道袁观

人勇怯尧骨肉尧皮肤袁能知其情袁以为诊法也遥 冶叶内
经曳有言如此袁后历代医家多推崇袁足显形体之意义

受众医者所重视遥
宏观而言袁可定强尧弱尧胖尧瘦遥 形强者袁体多强袁

身体强壮袁骨骼健壮袁胸廓宽厚袁肌肉充实袁皮肤润

泽袁筋强力壮袁足显气血旺盛袁脏腑坚实袁身体健康袁
即使有病袁亦为新感袁为小疾曰形弱者袁体多弱袁身体

衰弱袁骨骼细小袁胸廓狭窄袁肌肉消瘦袁皮肤干枯袁筋
弱无力袁示为气血不足袁体质虚弱袁脏腑脆弱袁容易

得病袁为久病袁或为重病曰形胖者袁体多重袁肉盛于

骨袁脂肪偏多袁头圆颈粗袁肩宽胸厚袁大腹便便袁肥而

能食袁形气有余袁肥而少食袁形盛气虚袁二者均多聚

痰湿袁故古人有云野肥人多痰冶尧野肥人多湿冶曰形瘦

者袁体多轻袁肌肉消瘦袁头细颈长袁胸狭平坦袁腹部瘦

瘪袁体形瘦长袁甚者大肉尽脱袁毛发枯槁曰形瘦食多袁

窑国医大师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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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焦火炽袁形瘦食少袁中气虚弱袁二者多气火有余袁且
阴虚居多袁故古人有云野瘦人多火冶遥

微观而言袁可判皮尧肉尧脉尧筋尧骨遥 此五者是构

成躯体身形的基本要素袁称为野五体冶遥 根据五体与

五脏的关系袁即肺合皮毛袁脾合肌肉袁心合脉袁肝合

筋袁肾合骨袁可以根据五体的强弱反应五脏的精气的

盛衰袁正如叶难经窑十四难曳所载五损之说院野一损损其

皮毛袁皮聚而毛落曰二损损于血脉袁血脉虚少袁不能荣

于五脏六腑曰三损损于肌肉袁肌肉消瘦袁饮食不为肌

肤曰四损损于筋袁筋缓不能自收持曰五损损于骨袁骨萎

不能起于床冶遥
更有体形体质以决气血阴阳之论袁早在叶内经曳

便有形体分类和体质关系的论述袁野五形人冶尧野五态

人冶尧野阴阳二十五人冶就是当中记载袁后世医家在此

基础上多有阐发袁但总体不越三类袁即阴脏人尧阳脏

人尧阴阳平和人遥 叶医学心传曳载野阴脏者阳必虚袁阳
虚者多寒袁阴脏所感之病袁阴者居多冶尧野阳脏者阴必

虚袁阴虚者多火袁阳脏所感之病袁阳者居多冶尧野平脏之

人袁或寒饮或热食袁俱不妨事遥 即大便一日一度袁不
坚不溏遥 若患病袁若系热者不宜过凉袁系寒者不宜过

热遥 至于补剂袁亦当阴阳平补冶之说遥
神之来源于先天之精遥 男女构精袁化生为人袁即

父母之精的结合孕育了生命袁此后袁也便产生了神袁
故叶灵枢窑本神曳曰院野故生之来谓之精袁两精相搏谓之

神袁随神往来谓之魂袁并精出入谓之魄冶遥
神主要通过望诊而得袁亦得旁参问尧闻尧切三诊袁

统筹兼顾所有信息袁以判明真假遥 望神袁是指通过观

察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表现来判断健康状态袁了解

病情的方法遥 既包括对脏腑功能活动表征的观察袁
也包括对意识尧思维尧情志活动状态的审察袁是对神

气与神志的综合观察判断遥
通过察神可以了解人之气尧血尧津液的情况袁此

三者为神的物质基础袁叶灵枢窑平人绝谷曳云院野神者袁
水谷之精气也遥 冶叶灵枢窑营卫生会曳亦云院野血者袁神
气也遥冶只有气血津液充足袁脏腑组织功能才能正常袁
人体才能表现出良好的神气状态袁正如叶素问窑六节

藏象论曳所言院野气和而生袁津液相成袁神乃自生冶袁反
之袁气血津液不足袁神无以化袁神无以养袁故而少神尧
失神尧假神尧神乱等遥

察神之重点在于双目尧面色尧神情及体态遥 古人

云院野人之神气袁 栖于二目冶渊叶医原窑望病须察神气

论曳冤袁此言言及两目最能传神遥目为五脏六腑之精气

汇聚之地袁叶灵枢窑大惑论曳有言院野五脏六腑之精气袁

皆上注于目而为精遥 冶又言院野目者袁神气所生也遥 冶故
而袁观察两目为望神之重中之重遥 目光炯炯袁精彩内

含袁运动灵活袁谓之有神袁反之袁双目无彩袁晦暗呆滞

谓之无神遥面部颜色亦是神气的外在重要征象遥心主

藏神袁 其华在面袁 故而面部皮肤的颜色及光泽的变

化袁能够比较准确的反映心神的充沛遥 皮肤荣润袁红
光满面袁谓之有神袁反之袁皮肤枯槁袁面色晦暗袁谓之

无神遥 诚如叶医门法律窑望色论曳所言院野色者袁神之旗

也袁神旺则色旺袁神衰则色衰袁神藏则色藏袁神露则色

露遥 冶神情是精神意识和面部表情的综合体现袁是心

神和脏腑精气盛衰的外在表现遥 神志清晰袁 思维有

序袁表情自然袁谓之有神袁反之袁神志不清袁思维紊乱袁
表情淡漠袁谓之无神遥人体的形体动态也是反映神之

盛衰的主要标志之一袁形体丰满袁动作敏捷袁摇转自

如袁多为有神袁反之袁消瘦枯槁袁动作迟缓袁转侧艰难袁
多为无神遥

可知袁神之产生与人体精气尧脏腑功能及形体的

关系十分密切袁精气是神的物质基础袁神是精气的外

在表现遥了解神的情况袁便知气血尧津液尧五脏六腑及

形体的情况袁 故而察神当为诊断之重要要素袁 正如

叶素问窑移精变气论曳所言院野得神者昌袁失神者亡冶遥
察形袁是具体的把握曰察神袁是抽象的掌控遥一个

是具体可见袁客观存在袁一个是要经过信息加工得出

的一个主观的判定遥但二者之间联系密切袁神为形之

主袁形为神之舍遥临证之要袁定要野形神和参冶袁一般而

言袁体健则神旺袁体弱则神衰遥 正如叶素问窑上古天真

论曳所言野形与神俱冶袁若当神形表现不一时袁更应该

引起注意袁如久病形羸色败袁虽神志清醒袁亦属于失

神曰新病神昏袁虽然形体丰满袁亦非良兆也遥
综上所言袁 孙教授以为形与神是中医辨证纲领

中的辨证要素之首要元素袁而二者多以望诊所得袁故
而当为首功袁正所谓野望而知之谓之神冶渊叶难经窑六十

一难曳冤袁古今医之大家袁多通过野第一印象冶确定患者

形与神的情况袁 继而通过把脉进一步求证并佐证相

关信息袁如此袁病人不开口袁病情已了然于心袁凡此种

种袁留下多少千古传奇与千古佳话袁实乃中医理论之

高深也袁中医魅力之无穷也遥
孙教授在临证之中袁首重形与神的辨识袁执此纲

领袁大义明之袁方向准确袁药多有效遥然形与神除望而

得之袁尚须旁参问尧闻尧切之三诊袁故其在临证之中总

结其它辨证要素 19 种袁 其中一般要素 10 种袁 即时

令尧男女尧长幼尧干湿尧劳逸尧鳏寡尧生育尧新旧尧欲涩尧
旺晦遥 重要要素 9 种袁即盛衰尧阴阳尧表里尧寒热尧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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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尧主从尧标本尧逆顺尧生死[1]遥 加上形神之要素袁重要

要素亦 10 种袁前 10 种一般了解即可袁后 10 种需得

精准掌握遥 19 种辨证要素与形神有一定的联系袁旁
参这些信息袁更能够准确的掌握形与神的情况袁本文

将从一般情况尧认知方式尧思辨重点尧临床意义尧与形

神之联系五个方面分论之于下遥
1 一般要素

1.1 时令

渊1冤一般情况 时令袁即时令季节袁古来有 24 节

气袁即立春尧雨水尧惊蛰尧春分尧清明尧谷雨尧立夏尧小
满尧芒种尧夏至尧小暑尧大暑尧立秋尧处暑尧白露尧秋分尧
寒露尧霜降尧立冬尧小雪尧大雪尧冬至尧小寒尧大寒袁不同

节气气候有异袁 对人体之生理及病理有较大影响遥
叶素问窑宝命全形论曳言院野人以天地之气生袁四时之法

成冶袁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袁自然界天地阴阳之气的运

动变化与人体息息相关遥 在四时气候的变化中袁每
一季节都有其不同特点遥 因此袁除一般性疾病外袁常
可以发生一些季节性多发病或时令性流行病遥 在疾

病发展过程中袁或某些慢性病恢复期中袁也往往由于

气候剧变或季节交替而使得病情加重尧恶化或旧病

复发遥 如关节疼痛的病证袁常遇到寒冷或阴雨天气

时加重遥
渊2冤认知方式 时令季节比较好认知袁根据农历

时间记忆即可袁或每次临证之前查阅一下时令季节袁
并大体了解此时令的特点袁如院惊蛰袁蛰是藏的意思遥
惊蛰是指春雷乍动袁惊醒了蛰伏在土中冬眠的动物袁
对应人体而言袁闭藏受到影响袁气血流动加速曰小暑袁
暑是炎热的意思遥 小暑就是气候开始炎热袁暑为阳

邪袁侵袭机体伤津耗气袁特别容易夹杂湿邪感病遥
渊3冤思辨重点 首先要考虑该病的发生与时令

季节有无关系袁如夏季感冒袁多为暑湿感冒袁此病的

发生与时令季节密切相关曰小儿秋季腹泻袁多为轮状

病毒感染所致袁此季节易促长此病毒滋生遥 其次袁要
考虑该病证的发生是否与此时令季节相应袁如大暑

季节所致热证是相应之证袁寒证为相逆之证遥 大寒

季节所致寒病为相应之证袁热证为相逆之证遥
渊4冤临床意义 根据时令季节的特点袁可以辨识

该病是否为时病袁使之根据时令特点来处理曰可以辨

别病证的特点是否与时令相应袁以预测症候的逆顺袁
相应者为顺证袁相逆者为逆证遥 可以按照时令季节

的特点指导临床用药袁正如叶素问窑六元正纪大论曳所
说:野用寒远寒袁用凉远凉袁用温远温袁用热远热遥 冶夏

季炎热袁机体阳气旺盛袁腠理疏松开泻袁容易汗出袁即
使感受风寒而致病袁辛温发散之品不宜过用袁以免伤

津耗气或助热生变遥 寒冬时节袁 人体阴盛而阳气内

敛袁腠理致密袁同是感受风寒袁则辛温发表之剂用之

无碍曰但此时病当热证袁则当慎用寒凉之品袁以防损

伤阳气遥暑热之季袁多有夹湿袁故暑天治病袁必须注意

清暑化湿遥秋燥之季袁病邪多燥袁应注意滋养濡润袁慎
用枯燥之剂遥

渊5冤联系形神 时令季节对形神均有一定影响袁
春多风袁主升发袁形体舒展袁神意畅达曰夏多热袁兼有

湿袁形体困倦袁神意烦闷曰秋多燥袁伤津气袁形体清瘦袁
神意肃寂曰冬多寒袁形体蜷缩袁神意闭藏遥
1.2 男女

渊1冤一般情况 男女指性别而言袁男女有别袁男
子属阳袁多气袁以肾为先天曰女子属阴袁多血袁以肝为

先天遥叶素问窑上古天真论曳有言院野女子七岁袁肾气盛袁
齿更发长遥 噎七七袁任脉虚袁太冲脉衰少袁天癸竭袁地
道不通袁故形坏而无子也遥丈夫八岁袁肾气实袁发长齿

更遥噎六八袁阳气衰竭于上袁面焦袁发鬓颁白遥冶袁可知袁
不同阶段之男女生理及病理存在一定的差别遥

渊2冤认知方式 主要通过望诊而知袁普通男女辨

识肉眼可知袁 少数需得进一步问诊以及检查外生殖

器等情况遥
渊3冤思辨重点 从面容尧身形尧气质尧性格尧步态尧

声音尧皮肤等可辨识袁男性者多具阳光之气袁女性者

多具阴柔之质袁然有难以鉴别者袁须得从外生殖器或

内生殖器可见袁有双重性别者袁甚至需得进行染色体

核型分析遥亦有少数性别更换者袁抑或同性恋患者需

得问诊而知遥
渊4冤临床意义 男女之生理有别决定其疾病所

归亦有所别袁 故而辨明本病是否与性别有关具有较

大临床意义遥 如月经病尧带下病为妇女之专病袁多从

气血论治曰前列腺炎尧前列腺增生症为男子之专病袁
多从肾肝论治遥即使同为感冒之证袁男女用药亦应该

有所差别遥
渊5冤联系形神 男女与形神有着密切关系袁男子

形多高大尧肩宽胸厚袁四肢粗壮袁神多以气养遥女子形

多瘦小袁肩窄胸薄袁四肢纤细袁神多以血养遥
1.3 长幼

渊1冤一般情况 长幼实则为年龄之别袁年龄不

同袁则生理机能尧病理反应各异袁自然治法应该区别

对待遥
渊2冤认知方式 通过望诊尧问诊即可了解年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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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3冤思辨重点 掌握患者的真正年龄袁察其形与

神是否与年龄相称袁了解其发育是否正常遥 对于时

间年龄与发育状况严重不匹配者袁需要了解其骨龄

发育情况袁真正掌握患者的生理年龄遥
渊4冤临床意义 辨别患者的年龄对了解其生理

及病理状况有较大帮助袁 对临床用药有较大指导遥
小儿生机旺盛袁但脏腑娇嫩袁气血未充袁发病则易寒

易热袁易虚易实袁病情变化较快袁用药量宜轻袁疗程宜

短袁忌用峻剂曰青壮年则气血旺盛袁脏腑充实袁发病多

邪正相争剧烈袁多为实证袁可以侧重于功邪泻实袁用
药量可重曰老年人生机减退袁气血日衰袁脏腑机能衰

减袁病多表现为虚证袁或虚中夹实袁多用补虚之法袁或
攻补兼施袁用药量应比青壮年少袁讲究中病即止遥

审查患者的长幼尚可以了解天癸的至与否袁绝
与否袁早衰与否袁可以进一步了解病因情况袁是因病

致衰袁还是因衰而致病遥 对于生理发育严重落后于

时间年龄者袁多为野五迟冶之范畴遥
渊5冤联系形神 长幼与形神有一定的关系袁年小

者袁形多娇嫩袁形气未充袁神意不足袁殆至长极袁形骸赅

备袁神意充沛袁及至老年袁形体消减袁神意渐弱遥 至于早

衰者袁五迟者袁形神皆不足袁多为先天肾精不足袁后天脾

胃失养遥
1.4 干湿

渊1冤一般情况 干湿者袁实则居住之环境也遥 不

同的地域袁地势有高下袁气候有寒热燥湿袁水土性质

各异袁正所谓野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冶遥
渊2冤认知方式 主要通过问诊而得之袁可以旁参

望诊遥
渊3冤思辨重点 问询患者的原籍袁长期居住地袁

现居住地袁根据提供信息袁了解所在地之气候特点及

民俗风情遥
渊4冤临床意义 了解患者居住地之干湿袁可以明

了此病是否与所在环境相关袁可以针对性采取措施遥
如我国东南之处袁滨海滂水袁地势低洼袁气候温暖潮

湿袁患者腠理多疏松袁阳气容易外泄袁容易外感邪气

而致感冒袁风热者居多袁多采用桑叶尧菊花尧薄荷之

类遥即使因风寒所致袁亦多选用荆芥尧防风袁即使用及

麻黄尧桂枝亦应该减量而施之遥
渊5冤联系形神 干湿与形神有一定关系袁所居北

方者袁多干燥袁形多粗壮曰所居南方袁多湿热袁形多瘦

小遥
1.5 劳逸

渊1冤一般情况 劳逸是指劳累和安逸袁劳逸结合

是保证人体健康的必要条件袁如果劳逸失度袁或长时

间过于劳累袁或过于安逸袁则不利于健康袁可以导致

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神的失常袁 进而导致疾病的

发生遥
渊2冤认知方式 主要通过望诊与问诊所知遥
渊3冤思辨重点 通过问询了解患者是多脑力劳

动还是体力劳动袁 患者目前是处在悠闲状态还是处

在繁忙状态袁是否有较大的压力及思想包袱遥
渊5冤临床意义 过劳袁过逸均可以导致疾病遥 过

劳又曰野过度劳累冶袁包括劳力过度尧劳神过度尧房劳

过度 3 种遥 劳力过度袁又称野形劳冶袁长时间的过度用

力可以耗伤脏腑精气袁导致脏腑之气虚少袁继而功能

减退遥正如叶素问窑举痛论曳所言院野劳则气耗冶遥劳力过

度尚可以导致形体损伤袁 长时间的用力可以导致形

体组织损伤袁久而积劳成疾袁正如叶素问窑宣明五气曳
所言院野久立伤骨袁久行伤筋冶遥劳神过度袁又称野心劳冶
或野神劳冶袁长时期的用脑过度袁思虑劳神而积劳成

疾遥房劳过度袁又称野肾劳冶袁太过的房事袁或者频繁的

手淫等耗伤了肾精与肾气袁导致肾精肾气耗伤袁根本

动摇袁而见腰膝酸软袁耳鸣盗汗等袁正如叶素问窑生气

通天论曳所言院野因而强力袁肾气乃伤袁高骨乃坏冶遥 过

逸有曰野过度安逸冶袁长期的不劳作袁不思考问题袁生
活安逸袁居安无危袁可以导致气机不畅袁进而脏腑的

机能减退袁脾胃呆滞不振袁久则津液代谢异常遥 尚可

使得阳气失于振奋袁导致脏腑经络机能减退袁体质虚

弱袁正气不足袁抵抗力下降袁正如叶素问窑宣明五气曳所
言院野久卧伤气袁久坐伤肉冶遥

渊5冤联系形神 劳逸与形神关系较为密切遥劳逸

需结合袁劳逸需适度袁过劳可以耗伤形神袁劳神而又

上肉袁过逸亦可致气机不畅袁阳气不振而神情不转袁
形体消减遥
1.6 鳏寡

渊1冤一般情况 鳏指鳏夫袁寡指寡妇袁指夫妻丧

偶袁现多有离异的情况遥和谐正常的夫妻生活能够保

持良好的情绪袁促进气血津液的运行曰反之袁阴阳失

调袁情志紊乱袁酿生疾病遥
渊2冤认知方式 主要通过问诊而获知遥
渊3冤思辨重点 通过问询了解是否结婚袁是否独

居袁是否离异袁是否有丧偶情况袁是否有正常稳定的

房中之事遥进一步求证病因袁辨明该病的发生是否与

鳏寡有关袁 是疾病导致了鳏寡袁 还是鳏寡导致了疾

病遥
渊4冤临床意义 古来强调野阴阳和冶袁鳏寡之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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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而言袁阴阳已经失和袁此将影响情志袁或直接伤

及内脏袁尤及心尧肝尧脾袁或影响脏腑气机袁悲则气消袁
思则气结袁继而发为情志病遥 更有终生未婚者袁应该

察查是否有无隐疾及心理障碍遥
渊5冤联系形神 鳏寡与形神有一定关系袁突致鳏

寡袁多为影响情志袁伤及心神遥
1.7 生育

渊1冤一般情况 生育多与生殖功能及胎产后疾

病有关袁了解男子不育尧早泄尧阳痿等情况袁了解女子

不孕尧早孕尧妊娠次数尧生产胎数等情况遥
渊2冤认知方式 多通过问诊与切诊所知袁问诊可

了解男子不孕不育尧性生活等情况袁可了解女子不孕

不育尧经带胎产等情况袁切诊可以了解气血及是否早

孕遥
渊3冤思辨重点 明辨患者是否怀孕袁有无异常曰

明确患者是否不孕不育袁是全不产还是断绪曰问询患

者性生活情况曰问询女子妊娠次数袁流产次数袁产子

情况遥
渊4冤临床意义 男子二八肾气盛袁天癸至袁精气

溢泻袁阴阳和袁故能有子袁女子二七而天癸至袁任脉

通袁太冲脉盛袁月事以时下袁故有子遥可见天癸是生育

产子之关键遥 天癸是肾精及肾气充盈到一定程度而

产生的袁具有促进人体生殖器官发育成熟和维持人

体生殖机能作用的一种物质袁天癸主要源自肾袁故而

生育情况能够较好了解肾气尧肾精的情况遥 生育问

题尚可指导用药袁怀孕期用药一定要慎重袁有慎用

者袁有忌用者袁多次妊娠胎产者袁应该多兼顾补益气

血遥
渊5冤联系形神 生育辨证要素与形神有一定关

系袁不孕不育者袁多肾气尧肾精不足袁形神不足曰多次

妊娠袁多胎尧多子者多损及肾气尧肾精袁亦会衰减形

神遥
1.8 新旧

渊1冤一般情况 病之新旧多就病程而言袁病程

短袁多为新病袁病程久袁多为旧病遥 野新病冶是相对野旧
病冶而言袁旧病是中医问诊之一袁叶十问歌曳明确载有

野九问旧病十问因冶袁相当现代医学之既往史袁或过往

史袁现多已经痊愈袁不再治疗袁新病多为现代医学之

现在史遥
渊2冤认知方式 新旧的确定多由问诊而定袁问发

病的时间及其持续的时间便知遥
渊3冤思辨重点 通过问询了解起病时间袁确定病

为新病还是旧病袁伤为新伤还是旧伤袁了解起病时

间遥
渊4冤临床意义 辨明新旧可进一步明确病因袁可

了解新病引发旧病还是旧病带发新病袁 可以根据新

病与旧病以辨明标证与本证袁进一步指导治疗袁即当

务之急袁当从新病论治还是从旧病切入遥
渊5冤联系形神 新旧辨证要素与形神有一定关

系袁新病多在短期内不影响形神袁旧病时日久远袁可
能耗气伤精袁继而损伤形神遥
1.9 裕涩

渊1冤一般情况 欲即富裕袁涩即贫穷遥 多指患者

家庭条件和经济条件袁 人之生理及病理受情志有较

大影响袁而裕涩往往会影响情志袁经济条件宽裕者袁
多心情良好袁精神振奋袁人际关系较好袁有利于身心

健康曰经济条件拮据者袁多愁闷忧虑袁思想负担重袁不
利于身心健康遥

渊2冤认知方式 通过问诊及望诊可以获知此要

点遥
渊3冤思辨重点 通过问诊及望诊可以了解患者

是富裕还是贫穷袁 临证通过患者信息可以侧面了解

相关情况袁如院是否为医保病人尧家中人员组成尧职业

等遥了解患者既往有无过度治疗及不及治疗尧有无过

度检查及不及检查遥
渊4冤临床意义 贫与富对人体而言没有绝对的

影响袁关键要看以何心态处之遥但袁一般而言袁经济地

位过好袁养尊处优袁肥甘厚腻袁容易使人骄恣纵欲曰经
济地位低下袁容易使人自卑颓丧袁二者均有弊端袁久
之袁可影响人体脏腑机能和气血运行遥当经济条件有

巨大波动时会影响人之生理状态与病理状态袁叶素
问窑疏五过论曳指出院野尝贵后贱冶可以导致野脱营冶病
变袁野尝富后贫冶可以导致野失精冶病变遥

渊5冤联系形神 裕涩辨证要素与形神有一定联

系遥裕者袁物质丰富袁肥甘厚腻袁体态多丰腴曰涩者袁家
境贫寒袁粗茶淡饭袁体态消瘦遥从物质而言袁裕涩对神

无太多影响袁然而袁从情志而言袁裕者袁多心情舒畅袁
神采奕奕曰涩者袁多情志抑郁袁神思萎靡遥
1.10 旺晦

渊1冤一般情况 旺袁指顺利袁处在顺境曰晦袁指不

顺袁处在逆境遥 旺晦多影响情志袁从而影响人之生理

及病理状态遥
渊2冤认知方式 通过问诊及望诊可知该辨证要

素遥
渊3冤思辨重点 问询患者的生活处境的顺与逆尧

家庭环境是否和睦尧工作是否顺心袁情绪是否良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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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病是否与所遭境遇有关系袁是否与情绪有关遥
渊4冤临床意义 旺者多喜袁晦者多怒尧忧尧思尧悲袁

然此情志长久刺激均会引发或诱发疾病的发生遥 诚

如叶灵枢窑百病始生曳云院野喜怒不节则伤脏冶遥 通过旺

晦的了解尚可指导治疗袁在治疗本病的时候是否需

要兼调情志遥
渊5冤联系形神 旺晦之辨证要素与形神有一定

关系袁旺晦多由情志而影响神情袁旺者多喜袁神志多

佳曰晦者多悲袁神志不佳遥
2 重要要素

2.1 盛衰

渊1冤一般情况 盛衰多指邪正的盛与衰遥叶素问窑
通评虚实论曳云院野邪气盛则实袁精气夺则虚冶遥 虚与

实一般是相对而言的袁实指邪气盛袁是以邪气亢盛为

矛盾的主要方面曰虚指正气不足袁是以正气虚损为矛

盾的主要方面遥 正气与邪气者两种力量不是固定不

变的袁而是在其不断的斗争的过程中袁发生力量对比

的消长盛衰变化遥
渊2冤认知方式 盛与衰通过望尧闻尧问尧切四诊综

合而得袁然孙教授临证体悟袁切诊当为其中之重点袁
脉数尧滑尧洪等多为盛袁脉细尧虚弱无力等多为衰遥

渊3冤思辨重点 辨别盛衰袁即辨明虚实遥 孙教授

在临证体悟袁重点需要辨别气血之虚实袁是气血旺

盛袁还是气血亏虚袁有无气滞尧有无血瘀遥
渊4冤临床意义 盛者有两层含义袁一指邪气袁一

指正气遥 邪气盛者袁多实证袁常见于外感六淫和疫疠

致病的初期和中期袁或由于水湿痰饮尧食积尧气滞尧瘀
血等引起的内伤病证遥 实证多见于体质比较壮实的

患者遥 正气盛者袁气血多充足袁体质多强壮袁一般不

容易生病袁即使感病亦较轻袁且容易康复遥 衰多指正

气不足袁多虚证袁多见于素体虚弱袁精气不充袁或病程

日久袁耗伤人体的精血精液袁正气化生无源遥
盛衰不是绝对的袁有虚实错杂袁其可分虚中夹

实尧实中夹虚两类曰有虚实转化袁其可分为由实转虚

和因虚致实两种曰尚有虚实真假袁包括真实假虚和真

虚假实遥 盛衰与疾病的转变密切相关袁大体可以分

为正胜邪退尧邪去正虚尧邪胜正衰尧邪正相持 4 种情

况遥
渊5冤联系形神 盛衰与形神密切相关遥 邪气盛

者可影响形神袁病久伤形袁邪气重者扰神尧乱神遥 正

气盛者袁精气足袁培形而育神遥 正气衰者袁精气血津

液皆不足袁形体亦不充袁神无以养袁故而可出现少神尧

失神等遥
2.2 阴阳

渊1冤一般情况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

畴袁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事物的总括遥阴阳是归类病

证类别的两个重要纲领袁它无所不指袁亦无所定指袁
疾病的性质尧证的类别及临床表现袁均可以用阴阳进

行概括或归类遥 如叶素问窑阴阳应象大论曳说院野善诊

者袁察色按脉袁先别阴阳冶遥后续医家秉承此观念袁叶类
经窑阴阳类曳云院野人之疾病袁必有所本袁故或本于阴袁
或本于阳袁病变虽多袁其本则一冶遥 叶景岳全书窑传忠

录曳亦云院野凡诊病施治袁必须先审阴阳袁乃为医之纲

领袁阴阳无缪袁治焉有差钥医道虽繁袁而可以一言蔽之

者袁曰阴阳而已冶遥
渊2冤认知方式 可以通过望尧闻尧问尧切四诊综合

合参获得阴阳的信息袁但首重望诊遥
渊3冤思辨重点 辨别人体生理之阴阳袁对人体组

织结构之阴阳归属及人体生理功能之阴阳归类应熟

知遥对病因的阴阳分类要辨别清楚袁对病理变化的阴

阳属性要辨识清晰袁如院阴偏盛尧阳偏盛尧阴偏衰尧阳
偏衰尧阴损及阳尧阳损及阴尧阴盛格阳尧阳盛格阴尧亡
阴证尧亡阳证遥 要细辨面色尧脉象尧舌象尧声音是否一

致袁是否类归阴与阳遥
渊4冤临床意义 色泽鲜明者多属阳袁色泽晦暗者

多属阴遥 语声高亢洪亮尧多言躁动者袁多属实尧属热袁
为阳曰语声低微无力尧少言而沉静者多属虚尧属寒尧为
阴遥呼吸微弱袁多属于阴证曰呼吸有力声高气粗袁多属

于阳证遥 躁动不安多属于阳袁蜷卧静默多属于阴曰身
热恶寒多属于阳袁身寒喜暖多属于阴遥 寸部脉为阳袁
尺部脉为阴曰脉至者为阳袁脉去者为阴曰数脉多为阳袁
迟脉多为阴曰 浮大洪滑脉多为阳曰 沉涩细小脉多为

阴遥 症见面色苍白尧四肢逆冷尧精神萎靡尧畏寒蜷卧尧
脉微欲绝者袁兼有面红尧烦热尧口渴尧脉大无根者多为

阴盛格阳袁即真寒假热证曰症见壮热尧面红尧气粗尧烦
躁尧舌红尧脉数大有力者袁兼有四肢厥冷尧脉沉伏者多

为阳盛格阴袁即真热假寒证遥 症见冷汗淋漓尧心悸气

喘尧面色苍白尧四肢逆冷尧畏寒蜷卧尧精神萎靡尧脉微

欲绝等症多为亡阳证曰症见大汗不止尧烦躁不安尧心
悸气喘尧体倦无力尧脉数躁动等症多为亡阴证遥

渊5冤联系形神 阴阳之辨证要素与形神有重要

关系袁形神多可以用阴阳的事物属性去归类袁形强神

充多为阳袁形弱神失多为阴遥
2.3 表里

渊1冤一般情况 表里是辨别病变部位之内外尧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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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之重要纲领遥 表与里是一对相对概念袁皮肤多属

表袁筋骨多属里曰腑多属表袁脏多属里曰络多属表袁经
多属里曰三阳经多属表袁三阴经多属里遥 一般而言袁
身体的皮毛尧腠理在外袁属表曰血脉尧骨髓尧脏腑在内袁
属里遥 表里辨别多对外感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有重要

意义袁它是对外感疾病发展阶段性的基本认识袁它可

以说明病情的轻重深浅及病机变化的趋势袁从而把

握疾病演变的规律袁取得诊疗的主动性遥
渊2冤认知方式 可以通过望尧闻尧问尧切四诊综合

合参获得表里的信息袁但首重切诊遥
渊3冤思辨重点 问明起病时间与日常及其发病

的诱因袁问明病痛之所在袁明确掌握病位遥 弄清病在

体表还是脏腑袁在经还是在络袁辨清当前主要是表证

未除还是里证未显袁关键是表为主还是里为主遥
渊4冤临床意义 症见新起恶风寒袁或恶寒发热袁

头身疼痛袁喷嚏袁鼻塞袁流涕袁咽喉肿痛袁微有咳嗽尧气
喘袁舌淡红袁苔薄白袁脉浮者袁多为六淫尧疫疠等邪气袁
经皮毛尧口鼻侵入机体的初期阶段袁正气抗邪于肌

表袁发为表证曰症见寒热往来袁胸胁苦满袁心烦喜呕袁
默默不欲饮食袁口苦袁咽干袁目眩袁脉弦者袁所谓半表

半里之证曰症见非表证与半表半里之证者袁多为脏

腑尧气血尧骨髓等受病袁发为里证遥
渊5冤联系形神 寒热之辨证要素与形神有重要

关系遥 表证者袁形神多不受损害袁里证者袁形神多有

损害遥
2.4 寒热

渊1冤一般情况 寒热是辨别疾病性质的两个重

要纲领遥 寒有表寒与里寒之分袁表寒者多为外感寒

邪袁里寒者多为阳气虚衰而致阴寒内盛遥 热有表热

与里热之别袁表热者多为外感之火热之邪袁里热者多

为阴液不足而致阳气偏亢所致遥 叶素问窑阴阳应象大

论曳言院野阳胜则热袁阴胜则寒冶袁叶素问窑调经论曳言院
野阳虚则外寒袁阴虚则内热冶遥

渊2冤认知方式 可以通过望尧闻尧问尧切四诊综合

合参获得表里的信息袁但首重问诊遥
渊3冤思辨重点 问清患者发热尧发寒的时间尧程

度尧部位尧主诉袁理清先寒后热尧先热后寒袁是否有寒

热往来袁是否伴发寒战袁务必辨清寒热真假遥
渊4冤临床意义 症见恶寒喜暖袁肢体蜷缩袁冷痛

喜温袁口淡不渴袁痰尧涕尧涎液清稀袁小便清长袁大便溏

薄袁面色白袁舌淡苔白袁脉紧或迟者袁多为感受寒邪尧
或阳虚阴盛袁导致机体活动功能受到抑制袁发为寒

证曰症见发热袁恶热喜冷袁口渴欲饮袁面赤袁烦躁不宁袁

痰尧涕黄稠袁小便短黄袁大便干结袁舌红少津袁苔黄燥袁
脉数等袁多为感受热邪袁或脏腑阳气亢盛袁或阴虚阳

亢袁导致机体机能活动亢进袁发为热证遥
孙教授多年研习叶中藏经曳袁总结其寒热袁多以面

色尧身神尧脉象尧主诉四者为要素袁即以形证脉气为依

据袁可分为脏寒证袁脏热证曰腑寒证袁腑热证遥 如肝寒

证袁野两臂痛不能举袁舌本燥袁多太息袁胸中痛袁不能转

侧袁 其脉左关上迟而涩冶曰 肝热证袁野喘满而多怒袁目
疼袁腹胀满袁不嗜食袁所作不定袁睡中惊悸袁眼赤视不

明袁其脉左关阴实冶遥心寒证袁野心有水气则痹袁气滞身

肿袁不得卧袁其阴肿冶曰心热证袁野左手寸口脉大甚袁则
手内热赤袁肿太甚袁则胸中满而烦袁澹澹袁面赤袁目
黄冶遥 脾寒证袁野吐涎沫而不食袁四肢痛袁滑泄不已袁手
足厥袁甚则颤栗如疟冶曰脾热证袁野面目黄赤袁季胁痛

满冶遥 肺寒证袁野喘咳袁身但寒不热袁脉迟微冶曰肺热证袁
野唾血袁其脉细尧紧尧浮尧数尧芤尧滑冶或野胀满袁喘急袁狂
言袁瞑目冶袁野口鼻张袁大小便头俱胀袁饮水无度冶遥肾寒

证袁野阴中与腰脊俱疼袁 面黑耳干袁 哕而不食袁 或呕

血冶袁或野腹大袁脐肿袁腰重痛袁不得溺袁阴下如牛鼻头

汗出袁大便难袁其面反瘦冶曰肾热证袁野口舌干焦袁而小

便涩黄冶袁或野口热舌干袁咽肿袁上气袁咽干及心烦而

痛袁黄疸袁肠澼袁痿厥袁腰脊背急痛袁嗜卧袁足下热而

痛袁胻酸冶遥
又如袁胆寒证袁野恐畏袁头眩不能独卧冶曰胆热证袁

野惊悸袁精神不守袁卧起不宁袁多睡冶遥小肠寒证袁野泄脓

血袁或泄黑水冶袁野下肿重冶曰小肠热证袁野口生疮袁身热

去来袁心中烦满袁体重袁小便赤涩冶遥胃寒证袁野腹中痛袁
不能食冷物冶袁野左关上脉浮而迟冶曰 胃热证袁野面赤如

醉人袁四肢不收持袁不得安卧袁语狂袁目乱袁便硬袁唇
黑袁热甚则登高而歌袁弃衣而走袁癫狂不定袁汗出额

上袁鼽衄止袁左关上脉浮而数冶遥大肠寒证袁野溏泄冶曰大
肠热证袁野渊便冤结袁胀满而大便不通袁垢重曰热极则便

血冶遥 膀胱寒证袁野小便数而清冶曰膀胱热证袁野气急袁苦
小便短涩而不利冶遥三焦寒证袁野不入食袁吐酸水袁胸背

引痛袁咽干冶曰三焦热证袁野上焦实热则额汗出身无汗袁
能食而气不利袁舌干口焦咽闭袁腹胀袁时时胁肋痛曰中
焦实热则上下不通袁腹胀而喘咳袁下气不上袁上气不

下袁关格而不通曰下焦实热则小便不通袁大便难袁苦重

痛冶遥
渊5冤联系形神 寒热之辨证要素与形神有重要

关系袁寒证形多收引袁多蜷缩袁神意淡漠曰热证形多亢

进袁神意躁急袁甚则狂躁遥
2.5 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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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冤一般情况 虚实是辨别邪正盛衰的两个重

要纲领遥 主要反映疾病过程中人体中形神与正气的

强弱和致病邪气的盛衰遥 实多指邪气亢盛袁虚多指

正气不足袁正如叶素问窑通评虚实论曳所言院野邪气盛则

实袁精气夺则虚冶袁叶景岳全书窑传忠录曳亦云院野虚实

者袁有余不足也冶遥
渊2冤认知方式 可以通过望尧闻尧问尧切四诊综合

合参获得表里的信息袁但首重切诊遥
渊3冤思辨重点 辨别神尧形尧证尧脉尧舌尧便六者是

否一致袁辨别虚证尧实证尧虚实真假袁进一步明确应不

应补袁该不该泻遥
渊4冤临床意义 虚证多以人体阴阳尧气血尧津液尧

精髓不足袁以野不足尧松弛尧衰退冶等为表现袁实证多以

感受外邪袁或疾病过程中阴阳气血失调袁体内病理产

物蓄积袁以野有余尧亢盛尧停聚冶为主要特征遥 若实证

兼有神情默默袁身体倦怠袁懒言袁脉象沉细等虚证袁多
为真虚假实证袁正所谓野大实有羸状冶曰若虚证兼有腹

胀腹痛尧二便闭塞尧脉弦等实证袁多为真虚假实证袁正
所谓野至虚有盛候冶遥

然虚实之辨袁各家所据不同袁或以正气盛衰分袁
或以邪气盛衰分袁或以病与不病分袁或以气血分袁或
以痼新分袁或以寒热分袁或以结散分袁或以壅陷分袁或
以动静分袁或以顺逆分袁未能划一遥 孙教授从叶中藏

经曳体悟其以阴阳之病证尧脏腑之上下分属虚实诸

候袁简明扼要遥 如袁肝实证袁野引两胁下痛袁渊痛冤引小

腹袁令人喜怒冶曰肝虚证袁野如人将捕之冶遥 心实证袁野小
便不利袁腹满袁身热而重袁温温欲吐袁吐而不出袁喘息

急袁不安卧冶袁野喜笑不息冶袁野其脉左寸口及人迎皆实

大冶曰心虚证袁野恐惧多惊袁忧思不乐袁胸中苦痛袁言语

颤栗冶遥 脾实证袁野舌强直袁不嗜食袁呕逆袁四肢缓冶曰脾
虚证袁野精不胜袁元气乏袁失溺不能自持冶遥 肺实证袁
野上气喘急袁咳嗽袁身热袁脉大冶曰肺虚证袁野力乏袁喘促袁
右胁胀袁语言气短袁不能息袁喘咳上气袁利下袁多悲感袁
耳重袁咽干冶遥 肾实证袁野烦闷袁脐下肿冶袁野腹大胫肿袁
喘咳袁身重寝汗出袁憎风冶曰肾虚证袁野面色黑袁其气虚

弱袁翕翕少气袁两耳若聋袁精自出袁饮食少袁小便清袁膝
下冷袁其脉沉滑而迟冶遥

又如袁胆实证袁野惊悸袁精神不守袁卧起不宁冶曰胆
虚证袁野恐畏袁头眩不能独卧袁左关上脉阳微冶遥 小肠

实证袁野口生疮冶曰小肠虚证袁野泄浓血袁或泄黑水袁左寸

口脉浮而微软弱冶遥 胃实证袁野中胀便难袁肢节疼痛袁
不下食袁呕吐不已冶袁野左关上脉浮而短涩冶曰胃虚证袁
野肠鸣腹满袁引水袁滑泄冶遥 大肠实证袁野胀满而大便不

通冶曰大肠虚证袁野滑泄不定冶遥 膀胱实证袁野气急袁小便

黄涩冶袁野腹胀大冶曰膀胱虚证袁野小便数而清冶遥 三焦实

证袁野上焦实则舌干口焦咽闭袁腹胀冶袁野中焦实则上下

不通冶袁野下焦实则小便不通而大便难冶曰 三焦虚证袁
野上焦虚不能制下袁 遗便溺而头面肿冶袁野中焦虚则腹

鸣鼓肠冶袁野下焦虚大小便泄下不止冶遥
渊5冤联系形神 虚实之辨证要素与形神有重要

关系袁虚者多形弱神衰袁实者多形强神亢袁进而发展

为形弱神衰遥
2.6 主从

渊1冤一般情况 主者袁主症也袁即疾病之主要矛

盾曰从者袁次症也袁或称兼症袁或称伴发症袁为疾病之

次要矛盾遥 治疗要首重主症袁正如方剂的设置原则袁
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症所设立袁 正所谓院野擒贼先擒

王冶遥
渊2冤认知方式 可以通过望尧闻尧问尧切四诊综合

合参获得表里的信息袁但首重问诊遥
渊3冤思辨重点 问明病史尧症候尧因果关系袁明了

主诉及其他医生治疗经过及其治疗效果遥 厘清主病

与从证袁明确当前主证与从证遥
渊4冤临床意义 辨清主从可以指导治疗袁主证者

当务之急宜解决袁防止疾病进展袁及时控制病情袁次
症者兼而顾之遥

渊5冤联系形神 主从之辨证要素与形神有一定

关系袁主证者多影响形神袁从症者多影响不大遥
2.7 标本

渊1冤一般情况 标和本的概念是相对的袁标本关

系常用来概括说明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袁 亦可概括疾

病过程中矛盾的主次先后关系遥 本是事物的主要矛

盾袁标是事物的次要矛盾遥标本是随着疾病发展变化

的具体情况所指有所不同遥 就邪正而言袁正气为本袁
邪气为标曰就病机与症状而言袁病机为本袁症状为标曰
就疾病先后言袁旧病尧原发病为本袁新病尧继发病为

标曰就病位而言袁脏腑精气病为本袁肌表经络病为标遥
故而袁标本不是绝对的袁而是相对的袁有条件的遥

渊2冤认知方式 标本的辨识主要为问诊袁亦需旁

参望尧闻尧切三诊遥
渊3冤思辨重点 通过四诊的筛查袁当需明断疾病

的本质与表现尧真与假尧急与缓遥 能够准确地分清病

证的主次先后与轻重缓急袁 从复杂的疾病矛盾中找

出其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向袁 进而采取有针对

性的治疗方法袁以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遥
渊4冤临床意义 定完标本之后袁需得制定治则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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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指导治疗遥 急则治其标袁在疾病过重中出现某些

危急症状的时候袁应当先治或急治遥 此时病证过程

中的危重症状已经成为疾病矛盾的主要方面袁若不

及时解决袁当危及生命遥 如大出血病人袁无论何种原

因导致袁均采取紧急止血的措施袁待血止后再予以针

对性治疗遥 缓则治其本袁对于病情缓和尧病势迁延尧
暂无急重病状的情况下袁此时必须着眼于疾病的本

质的治疗袁因为标证是源自于本证的袁本证得到治

疗袁标证自然随之消失袁如哮喘的缓解期的治疗遥 尚

可采取标本兼治袁在标证与本证错杂并重时可采取

此法遥
渊5冤联系形神 标本之重要辨证要素与形神有

重要联系遥 标证多应神袁本证多应形遥 标证病短尧多
实袁影响神情袁本证病长尧多虚袁病久则伤形遥
2.8 逆顺

渊1冤一般情况 逆袁即逆证曰顺袁即顺证遥 此辨证

要素孙教授化裁于叶中藏经曳袁为孙教授对叶中藏经曳
之心得袁叶中藏经曳源于叶内经曳而异流袁以形尧证尧脉尧
气为依据袁创立野脏腑辨证八纲冶袁曰野虚实寒热生死

逆顺冶遥 辨病机则定性为寒尧热尧虚尧实袁辨病势则预

后为生尧死尧逆尧顺袁指出院野夫人有五脏六腑袁虚尧实尧
寒尧热尧生尧死尧逆尧顺袁皆见于形证脉气袁若非诊察袁无
由识也遥 冶其脏腑辨证八纲之学术思想十分明确袁独
具特色遥辨证要旨为判定顺逆尧决断生死遥认为野生死

致理袁阴阳中明曰从逆之兆袁亦在乎审明冶遥
渊2冤认知方式 可以通过望尧闻尧问尧切四诊综合

合参获得表里的信息袁但首重切诊遥
渊3冤思辨重点 脉证合参袁顺逆可判遥 然一病有

多证多脉袁一证亦有多症多脉袁如何撮其要领以辨顺

证尧逆证?叶中藏经曳以阴阳病证和形脉之相符与否而

辨识顺逆遥 尚得了解病程尧症候尧治疗效果反馈袁疾
病是否向愈袁抑或恶化遥 医者是否失治袁抑或误治袁
是否重新诱发遥

渊4冤临床意义 凡阳病阴证尧阴病阳证尧上下交

变尧阴阳颠倒尧冷热相乘袁皆可谓阴阳病证不相符袁是
为逆证曰凡形瘦脉大尧胸中多气袁形肥脉细尧胸中少

气袁皆可谓形脉不相符袁亦为逆证遥 反此者袁则为顺

证遥 叶中藏经窑察声色形证决死法第四十九曳 指出院
野凡人五脏六腑袁荣卫关窍袁宜平生气血顺度袁循环无

终袁是为不病之本袁若有缺绝袁则祸必来矣冶遥 此即通

常达变以知顺逆之义遥 野要在临病之时袁存神内想袁
息气内观袁心不妄视袁着意精察袁方能通神明袁探幽

微袁断死决生袁千无一误冶遥此乃叶中藏经曳脏腑辨证之

心法遥
渊5冤联系形神 逆顺之辨证要素与形神有重要

关系遥 顺证多不影响形神袁逆证多消耗形体袁耗伤心

神遥
2.9 生死

渊1冤一般情况 生也者袁佳也曰死也者袁恶也遥 非

死生之含义袁 此辨证要素亦源自于孙教授对 叶中藏

经曳之体悟袁纵览医籍袁凡虚实寒热之辨者袁汗牛充

栋袁而决生死逆顺者袁凤毛麟角遥 叶中藏经曳则将决生

死逆顺列为辨证之纲袁明断其病证野不治冶尧野死冶尧野几
日死冶尧野十死不治冶袁 或断 野可治冶尧野不妨冶尧野不治自

愈冶袁辞确言明遥 而且在论杂病之后袁更以野论诊杂病

必死候第四十八冶尧野察声色形证决死法第四十九冶两
篇袁列举决死之脉候共 116 条袁专论决生死法袁盖以

望诊尧闻诊及切诊所获知患者舌象尧脉象以及声音尧
色泽尧形体尧气味等形尧证尧脉尧气为依据袁决断其病证

之生死逆顺遥
渊2冤认知方式 可以通过望尧闻尧问尧切四诊综合

合参获得表里的信息袁但首重切诊遥
渊3冤思辨重点 通过四诊了解机体之整体袁察明

脉象尧舌象尧特殊指征袁问明得食与否袁进一步了解生

机是否存在袁判明疾病的预后遥
渊4冤临床意义 辨生死亦当视脉证是否相符袁而

叶中藏经曳则据五色尧五脉尧时气三者相应与否而明

辨袁且尤重脉诊以别生死袁兼顾色泽以定吉凶遥叶论诊

杂病必死候第四十八曳曰院野五脏六腑之气消耗袁则脉

无所依袁色无所泽袁如是者百无一生冶遥 所谓野生证冶袁
系指病重而可治袁或可不治自愈者袁如袁野肝之病袁身
热恶寒袁四肢不举袁其脉弦长者可生冶曰野夏日心病袁左
手寸口脉弦而长或缓而大者可生冶曰野脾病其色黄袁饮
食不消袁心腹胀满袁身体重袁肢节痛袁大便硬袁小便不

利袁其脉微缓而长者可治冶遥所谓野死证冶袁系指病重难

治袁或虽病轻尧未病而其人不寿者遥 如野肝病则头痛袁
胁痛袁目眩袁肢满袁囊缩袁小便不通袁十日死冶曰野面青袁
人中反者袁三日死冶曰野齿忽黑色者袁三十日死冶遥

渊5冤联系形神 生死之辨证要素与形神有重要

联系袁生证形神多不受损伤袁死证形神多严重耗伤袁
很难恢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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