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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注 说 明 

 
本次校注以网上流传之 WORD 版为底本，以 1996 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明清名医全书

大成》丛书中之《黄元御医学全书》（孙洽熙主校）（简称“《全书》本”）为主校本，以 1990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黄元御医书十一种》（麻瑞亭主校）（简称“《十一种》本”）为旁校本。 

有部分脚注为本次校注者所加，字体加重以示区别。 

本次校注的目的是整理制作错误更少、体积更小、阅读更清爽的文字版本。相较于影印版，
更利于传播、阅读。供广大学子学习参考，以光大黄师医道。 

参与本次校注的有民间中医网黄元御学术学习小组紫蔓荆、明素析灵、完美人生及紫极书
院天色以晚。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与无私付出。 

本文件只供个人学习使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民间中医网 

黄元御学术学习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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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悬枢自叙 

天未尝有生而无杀，或以兵荒，或以疫疠。杀之自天，于人何尤①，然此虽天之过乎，抑
亦人之罪焉。兵荒未必杀人，世无良相也，疫疠未必杀人，世无良医也。相而不良其罪小，医
而不良其罪大。 

魏晋以来，至于今日，疫疠之杀人多矣。其书数十百部，其徒数千百人，病则家不得免，
药则户不能逃。最可恨者，小儿之痘疹，即大人之疫疠，愚妄不以为岁气，而以为胎毒。哀此
百万生灵，既困天灾，复加人祸，民有两死而无一生，吁其悲矣！天地不仁，不过以百姓为刍
②狗，愚妄不仁，遂至以苍生为鱼肉，此怨天乎？抑尤人乎？仲景先师，创内外感伤之法，而
未言疫疠。其言之彰明而较著者，人犹有未解，况其未言者与③，何怪于群儿之讹谬耶。 

仆于己巳春初，草《四圣悬枢》，析温疫痘疹之义，辛未六月，笔削④于清江河院暑中。四
部俱成，伤寒之义元⑤矣，疫疠之义，元之又元。 

慨夫！上士十载悟玄，下士见之大笑，以为尚白。其于闳⑥意眇⑦旨，玄而白之，其于沉辞
浮藻，白而玄之。此黑之悬⑧，彼白之募⑨，是墨以为明而狐以为苍也。杨朱⑩之弟，黑出而白
入，其狗吠焉，杨朱之狗，黑往而白来，其弟怪焉。兹苍黄之未变⑪，又黑白之不分，世无杨
朱之弟矣，世亦并无杨朱之狗也。往有楚士而官于齐者，聚书数车，袭故纸以谈岐黄，览兹玄
解，胡卢⑫而笑。吴牛之喘，未见月也，蜀犬之吠，未见日也，吾安得进⑬吴蜀之犬牛，登泰岳，
凌清浮⑭，与之抑日月之光华哉！ 

昔子云⑮草《玄》⑯，侯芭⑰从而受业，桓谭⑱以为绝伦。今宇内⑲之大，谅必有侯桓其人，
吾将藏之深山，虚坐⑳以待矣。 

壬申十月昌邑黄元御 
 

                                 
① 尤  《文选·长笛赋序》：“尤，过也，责也。”《说文》：“尤，罪也。”意为罪过。 
② 刍（chǘ 初）狗  《礼记·祭统》：“刍，草也。”“刍狗”，草与狗也。 
③ 与  《集韵》：“与，通作欤。” 
④ 笔削  古以竹简记载文字，遇有讹误，则以刀削之，并用笔改正之，因谓修改文字为笔削。《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
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⑤ 元  通“圆”。“圆”，完整也。 
⑥ 闳（hóng 訇）  《集韵》：“闳，闳廓深远也。” 
⑦ 眇（miǎo 妙）  通“妙”。《汉书·儒林传》：“严然总五经之眇论。” 
⑧ 悬  远也。《南齐书·陆厥传》：“一人之思，迟速天悬。” 
⑨ 募  招之使来也。《后汉书·光武纪》：“招募猛士。”引申为近意。 
⑩ 杨朱 战国魏人，字子居，其说重在爱己，不以物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与墨子兼爱之说相反。 
⑪ 变（biàn 辨）  《韵会》：“变，正也。” 
⑫ 胡卢 笑貌。《孔丛子·抗志》：“卫君乃胡卢大笑。” 
⑬ 进 《释名·释言语》：“进，引也。引而前也。” 
⑭ 清浮  天空也。《文选·为曹洪与魏文帝书》：“陵厉清浮，顾眄千里。” 
⑮ 子云  汉·杨雄，字子云。 
⑯ 玄  指《太玄经》。 
⑰ 侯芭  汉钜鹿人，从杨雄受《太玄》、《法言》。雄卒，为起坟，心丧三年。 
⑱ 桓谭  东汉沛国相人，字君山。好音乐，遍习五经，精天文，光武朝官拜议郎给事中。光武信识谶纬，谭极言其非，帝怒，出为六安郡丞，赴任途
中病卒，著《新论》二十九篇。 
⑲ 宇内  “内”，原作“宙”，据蜀本、集成本改。“宇内”，犹言天下。《韩非子·解老》：“宇内之物，恃之以成。” 
⑳ 虚坐  谓其人虽不在，但为之设空位，以示敬意。《三国志·吴书》：“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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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悬枢卷一 
昌邑黄元御坤载著 

时分冬夏，病殊寒温，气候不同，感伤亦异。伤寒著于仲景，温病阐于岐伯，各有妙解，
水火判然。自叔和混热病于伤寒，伤寒之理，既永晦于千古；温病之义，亦长讹于百代。后世
庸工纷起，杀运宏开，当鼓橐吹炉之际，何须覆鼎；值焦头烂额之秋，那堪入瓮。横览夭枉，
怆恨实多，作温病解。 

温病解第一 

温病名义 

秋冬感冒，名曰伤寒；春夏感冒，名曰温病。病于春者谓之温，病于夏者谓之热，温热同
病，因时异名。《素问·热论》：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是也。四时之候，秋凉
冬寒，春温夏热，约而言之，不过阴阳，阴阳之气，不过寒热。寒盛于冬，热盛于夏。秋之凉
者，将寒而未寒也；春之温者，将热而未热也。感于冬者，谓之伤寒；感于夏者，谓之病热；
感秋之凉，轻于伤寒，而实伤寒之属也；感春之温，轻于病热，而实病热之属也。故秋冬之感
证，统曰伤寒，春夏之感证，统曰热病。仲景之言伤寒，兼秋月之伤凉也；《素问》之言热病，
兼春月之病温也。 

附岐伯温义 

《素问·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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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病者，伤寒之类，非伤寒也。 

岐伯对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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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感之病，统曰伤寒，而其中实有风寒之分。春温夏热，皆感风邪，而曰伤寒者，感病之
总名也。上文曰：热病者，伤寒之类，则温热非由伤寒甚明。 

人之春夏感伤，风泄其卫，卫闭而遏营血，则为病热。热虽至甚，而经尽阴复，不至于死。
其阳亢阴枯，外被邪客，而表里双传，一日两经，是谓两感。精液消亡，必不免于死也。 

帝曰：愿闻其状。岐伯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巨阳者，诸阳之属也，故为诸阳主气也。
其脉连于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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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之三阳，自头走足。伤寒一日，太阳受之，太阳者，诸阳之所属也，故为诸阳主气也。
太阳行身之后，其脉自头下项，挟脊抵腰，连于督脉之风府。邪自风府而入，客于太阳之经，
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行身之前，其脉挟鼻络于目，故目痛鼻干。三阳之气，
皆随阳明下行，阳气蛰藏则善寐，阳明上逆，阳升而火泄，故身热而不卧。三日少阳受之，少
阳行身之侧，其脉从耳下颈，自胸贯膈，而循胁里，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
而未入于三阴之脏者，经郁热发，汗之开其皮毛，经热外泻，则病愈矣。 

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①而嗌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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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厥  其下原衍“胀”字，诸本均同。据王注本《素问·热论》、《素问悬解·热论》、本节黄解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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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三阴，自足走胸。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行身之前，其脉入腹络胃，上膈挟咽，故腹满
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行身之后，其脉贯脊属肾入肺，而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
日厥阴受之，厥阴行身之侧，其脉过阴器，抵少腹，挟胃属肝络胆，故烦满而囊缩。太阴曰脉
布胃中，少阴曰脉贯肾，厥阴曰脉络于肝，是三阴之病，皆入于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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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干已而嚏；
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 

六日而六经俱尽，六日而六经俱解，所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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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满三日者，可泻而已。 

腑亦称脏，《素问·十二脏相使论》①：十二脏之贵贱相使是也。五脏六腑皆受病矣，各通
其脏脉，是何脏腑之病，即针通其何脏腑之脉也。其未满三日者，所谓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
未入于脏，故可汗而已。其已满三日者，已入于脏，故可泻而已。汗泻俱是刺法，详见“刺热
篇”。 

《灵枢·热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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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之则热去，补之则汗出。热病阳有余而阴不足，故泻其阳以补其
阴。其在三阳，而未入脏者，热邪尚浅，补其经中之阴，则汗自出。其在三阴，而已入于脏者，
热邪已深，非泄其脏中之阳，则热不去。温热之病，所以不死者，脏阴之未亡也。已入脏而不
泄，则脏阴亡矣，故用泻法。 

帝曰：其两感于寒者，其脉应与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其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巨阳与少阴
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语；三日少阳与厥
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②，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营卫
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帝曰：五脏已伤，六腑不通，营卫不行，如是之后六日乃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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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感者，阳强不密，阴气衰绝。其太阳之寒，随少阴而化热；太阴之湿，随阳明而化燥；
厥阴之风，随少阳而化火，故一日之内，两经俱病。以其表里同气，故感应神速，三日六经俱
病，再三日，而阳明之气全消，是以死也。 

附仲景温义 

仲景《伤寒》：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热灼者，名曰风温。
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③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
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
命期。 

伤寒阳乘阴位，卫气内郁，则发热。热传阳明，金土枯燥，则作渴，阴乘阳位，营气外闭，
则恶寒，故太阳伤寒，未传阳明，则有寒热而无渴证。若病在太阳，发热作渴，而不恶寒，此
非伤寒。是谓温病。温病之家，阳盛阴虚，津血枯槁，最忌汗、下、火攻。若发汗亡阴，身热
如灼，火烈风生，名曰风温。风温为病，阳亢阴绝，其脉尺寸俱浮。毛蒸里④泄，常自汗出；
清气消亡，身体重浊；胆热传胃，土困则⑤多眠睡；鼻①息粗重，必作鼾声；机关燥涩，语言难
                                 
① 《素问·十二脏相使论》即王注本《素问·灵兰秘典论》。黄氏据宋·林亿等新校证引隋·全元起本《素问》此篇原名改，详见《素问悬解·十二
脏相使论》。 
② 其下原衍“而”字，据蜀本、集成本、王注本《素问·热论》、素问悬解·热论》删。 
③ 鼻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伤寒悬解·卷十三补》。 
④ 里 犹理也。《荀子·解蔽》：“而宇宙里矣。”注：“里，当作理。” 
⑤ 则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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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是皆误汗之证也。若被下者，亡其肾阴，小便不利；血枯金燥，直视不转；风木疏泄，溲
溺遗失。是皆误下之证也。若被火者，病微则肌肉熏蒸，而发黄色；病剧则水枯木燥，肝胆失
营，魂气震荡，形如惊痫；筋脉伸缩，时作瘛疭；肌肤焦黑，色若烟熏。是皆误火之证也。凡
若汗、若下、若火，皆为逆治。一逆尚延引其时日，再逆则催促其命期矣。 

温病根原 

《素问·阴阳应象论》②：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生气通天论》：阴阳之要，阳秘乃固，
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因于露风，乃生寒热。
是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金匮真言论》：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 

四时之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木火旺于春夏而司生长，金水旺于秋冬而司收藏。而金
水之所以收藏者，则精魄之能也。精以至阴而主藏，魄者精之始基，但能收而未能③藏，是以
蛰藏之职，独归于精。藏气得令，相火蛰封，肾精温暖，是谓阳密。少阴癸水与太阳壬水，两
相表里，皆主蛰藏。癸水之藏，以其温也，壬水之藏，以其寒也。五行之气，热则发宣，寒则
凝闭，癸水之温而善藏者，壬水之寒而善闭也。 

人于冬时，宜顺寒水之令，以藏阳气。阴精失藏，相火泄露，阳根不密，是谓冬伤于寒。
冬伤于寒者，伤其寒水蛰藏之令气也。相火升炎，久而弥盛，春气一交，阳根尽泄，变水为火，
化温成热，是以春月而行夏令也。天时之寒暄莫定，人窍之启闭无常，一遭风露侵凌，温病作
矣。春时不病，至夏而感，是谓热病。冬时不病者，寒水司气，虽蛰藏失政，而经络脏腑之热，
究未如春夏之盛也。 

病原同异 

温病之原，起于冬不藏精，伤其寒水之令，故春夏病感，必是内热。但冬伤于寒，春夏必
病温热，而春夏之温热，不必皆冬伤于寒。其冬伤于寒而病温热者，自是内热，其不冬伤于寒
而病温热者，未可定谓之内热也。病与温疫相同，而法亦无殊。其营郁热发，而又病于春夏之
间④，固无入脏生寒，用四逆、真武之证。然燥渴饮冷，积水不消者，亦未尝少，此皆不可用
凉泻之法也。 

风寒异邪 

四时感伤之因，有风有寒。寒者，天地之阴气，风者，天地之阳气。阳主开，阴主阖，伤
于寒者，皮毛开而寒束之，故窍闭而无汗；中于风者，皮毛闭而风泄之，故窍开而有汗。 

气统于肺，金性清凉而降敛；血司于肝，木性温暖而升发。肺气清降则窍阖，肝血温升则
窍开。人之汗孔，秋冬则阖者，气清而敛之也；春夏则开者，血温而发之也。秋冬窍阖，而有
时偶开，则寒气伤之；春夏窍开，而有时偶闭，则风气中之。此四时之邪感伤之因也。 

营卫殊伤 

肺藏卫气，肝藏营血，寒则伤营而不伤卫，以卫气肃静，孔窍阖而寒莫由入，是以不伤。
唯血温而窍开，乃伤于寒。风则伤卫而不伤营，以营血蒸动，孔窍开而风随汗解，是以不伤，
唯气凉而窍阖，乃伤于风。然寒伤营血，而病则在卫，以营性升发，一被寒邪，阔其皮毛，则
营愈欲发，外乘阳位，而束卫气，故卫闭而恶寒。风伤卫气，而病则在营，以卫住降敛，一被
风邪，开其汗孔，则卫愈欲敛，内乘阴位，而逼营血，故营郁而为热。 

                                                                                                            
① 鼻 原脱，据本章经文、据蜀本、集成本补。 
② 《素问·阴阳应象论》即王冰次注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素问悬解·阴阳应象论》题注曰：“大论俱在五运六气，此无其例，”黄氏因改，“四
气调神大论”亦因此改作“四气调神论”。 
③ 能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补。 
④ 间 原作“夫”，据蜀本、集成本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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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为戊土，乃卫气变化之原，伤寒之病，戊土与金水受之。金水司气，随戊土而下降，以
阳体而胎阴魄，故气常清降而外敛，伤寒而气反内郁，是以病在气分。脾为己土，乃营血滋生
之本，中风之病，己土与木火受之。木火主血，随己土而上升，以阴体而抱阳魂，故血常温升
而内发，中风而血不外达，是以病在血分。 

气清而孕水，故气病则寒盛，而为伤寒；血温而孕火，故血病即热盛，而为温病。秋冬之
感，皆是伤寒，其时非必无风，中于风者，便是秋冬之温病；春夏之感，皆是中风，其时非必
无寒，伤于寒者，便是春夏之寒病。究竟秋冬寒多而风少，故往往病寒，春夏寒少而风多，故
往往病温，时令不同也。 

传经大凡 

一日一经，六日经尽，凡诸感病之大凡也。若伤寒，若中风，若温病、热病，若温疫、寒
疫，若痘病、疹病，无不皆然。但温热必传脏腑，余则病由外感，原无内热，不必定传脏腑耳。
程氏郊倩，谓温病传经，伤寒中风不传经，其论全非。唯两感之家，一日两经，则温热之所独
有，而诸感病之所无也。 

太阳经证 

头痛热渴 

太阳以寒水主令，手太阳以丙火而化气于寒水，阴盛则壬水司气而化寒，阳盛则丙火违令
而化热，故太阳以寒水之经，而易于病热。 

温病之家，冬不藏精，相火升泄，伤其寒水闭蛰之气，火旺水亏，由来已久。及其春夏病
感，卫阳闭秘，营热郁隆，寒水之气愈亏。故受病之一日，即发热作渴，而不恶寒也。 

太阳在六经之表，故感则先病。其经自头下项，行身之背，故头项痛而腰脊强。肺主卫，
肝主营，而总统于太阳。太阳之经，在皮毛之部，营卫者，皆皮毛之所统辖也。 

温病卫闭而营郁，法当清营热而泻卫闭。一日之初，卫闭已见，营热方生，故一日太阳之
治，宜凉金补水，而开皮毛，不易之法也。 

玄①霜丹 

浮萍三钱 麦冬三钱 甘草二钱，炙 元参三钱 丹皮三钱 芍药三钱 生姜三钱，切 大枣三枚，劈  

流水五杯，煎大半杯，热服，覆衣，饮热稀粥，取少汗。 

治一日太阳温病，头项痛，腰脊强，发热作渴。 

阳明经证 

目痛鼻干  

阳明以燥金主令,足阳明以戊土而化气于燥金,太阴胜则阳明化气而为湿，阳明胜则太阴化
气而为燥，故阳明之经，易于病燥。 

温病冬水失藏，相炎升炎，胃津既涸，脾精亦亡，太阴之温，久化阳明之燥。春夏病感，
卫阳遏闭，营热郁发，土焦金燔，燥气愈甚，其经挟鼻络目，行身之前，故目痛鼻干，而身热
不卧。 

阳莫盛于阳明，燥热在经，不得泄路，迟则胃腑积热，因表郁而内应。腑热一作，脏阴渐
枯，便伏异日死机。于其腑热未动之时，凉泻经络，以清其热，则后患绝矣。 

                                 
① 玄 原作“元”，观后文，阳明经证方名“素雪丹”、少阳经证方名“红雨丹”、太阴经证方名“黄酥丹”、少阴经证方名“紫玉丹”、厥阴经证方名“苍
霖丹”，故知“元”系“玄”之避讳字，避清圣祖玄烨讳，今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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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雪丹 

浮萍三钱 石膏三钱 元参三钱 葛根三钱 甘草二钱 丹皮三钱 芍药三钱 生姜三钱，切 麦冬三钱  

流水六杯，梗米半杯，煎大半杯，去渣，热服，覆衣，饮热稀粥，取少汗。 

治二日阳明温病，身热，目痛鼻干，不卧，胸燥口渴者。呕者，加半夏三钱。 

人参白虎汤 

石膏五钱 知母三钱 人参三钱 甘草二钱 生姜三钱 粳米半杯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覆衣，取少汗。 

温病二日，方传阳明之经，腑热未作，法宜清热而发表。热甚者，必伤肺气，当用人参白
虎汤，清金泻热，益气生津，乃为善法。 

少阳经证 

胁痛耳聋 

少阳以相火主令，足少阳以甲木而化气于相火，顺则下蛰而温肾水，逆则上炎而刑肺金，
故少阳之经，最易病火。 

温病寒水失藏，相火炎蒸，已旺于衰废之时。春夏病感，卫闭营郁，热盛火发，势当得令
之候，愈极熏赫。少阳伤寒，有寒热之往来，以二阳在表，三阴在里，阳胜则热，阴胜则寒，
少阳居表里之半，是以寒往而热来。温病三阴经气从阳化热，故但热而无寒。其经络耳循胁，
行身之侧，故胸胁痛而耳聋。火曰炎上，炎上作苦，故咽干而口苦。 

相火内郁，则肺金受刑，甲木内郁，则刑胃土，外无泄路，势必焦土流金，而入阳明。当
以清凉和解之法，散其炎烈也。 

红雨丹 

柴胡四钱 黄芩三钱 芍药三两 石膏三钱 甘草三钱 丹皮三钱 生姜三钱，沏 元参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覆衣，饮热稀粥，取微汗。 

治三日少阳温病，胸胁疼痛，耳聋口苦，咽干作渴者。 

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腑者，法应汗之。而温病与伤寒、中风，寒暄异气，不
宜麻、桂辛温，以清润之剂，凉泻经络燥热，方是温病汗法。其伤在胃气，而病在营血，营热
郁发，故用丹皮、白芍，泻热而凉营也。 

三阳传胃 

伤寒中风，病于秋冬之际，原无内热。表邪不解，阳盛则传阳明之腑，阴盛则传太阴之脏。
阴阳平和，则不入脏腑，始终在经，六日经尽，则汗解矣。温病内热素积，断无但在经络，不
传胃腑之理。缘其经热郁隆，外泄无路，而胃腑积热，自当感应而发。但胃热大作，必在三日
之后，经热不解，而后腑热郁勃，此自然之层次。病由外感，是以表热先发也。 

其在三日之内，表邪郁迫，里热方生，但当发表，未可攻里，表气疏泄，里气自平。若三
日之外，腑热已作，则攻泻之法，乃可续用。 

盖胃土燥热，必烁脏阴。其肺脾津液，肝肾精血，久为相火煎熬，益以燥热燔蒸，脏阴枯
竭，则人死矣。是宜滋其脏阴，泻其腑热，勿令阳亢而阴亡矣。 

白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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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五钱，生 芒硝三钱 甘草一钱，炙 枳实二钱，炒 厚朴三钱，炒 元参三钱 麦冬八钱 丹皮三钱 芍药三钱 生地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 

阳明戊土，位居三阳之长，阳盛之极，必皆归宿阳明，而入胃腑。温病三日之外，三阴脏
病，悉以胃热为之根本。虽曰五脏六腑皆受病，而阳明胃腑，实其纲领也。其里热发作，不拘
在何脏腑，总以泻胃为主，而兼清本部。但肠胃未至燥结，则第滋阴，不须承气。即燥结未甚，
亦当俟之六日经尽之后，腑邪内实，用泻热滋阴之法，一下而清矣。若燥热隆盛，则三、四、
五日之内，俱可泻下。是当用《伤寒》急下之法，不可循《伤寒》缓攻之条，以其内热郁伏，
原与伤寒不同也。 

太阴经证 

腹满嗌干 

太阴以湿土主令，手太阴以辛金而化气于湿土，阳明盛则太阴化气而为燥，太阴盛则阳明
化气而为湿，故太阴之经，最易病湿。然外感风寒，以及内伤百病，其在太阴，无不是湿，而
唯温病之在太阴，则化湿为燥，以其冬水失藏，相火泄而脾阴烁也。 

春夏病感，营郁热旺，湿气自当愈耗。其经布胃络嗌，故腹满而嗌干。 

太阴之湿，夺于阳明之燥，脾阴枯槁，则肾肝精血，俱难保矣。是宜清散皮毛，泻阳明之
燥，而滋太阴之湿也。 

黄酥丹 

浮萍三钱 生地四钱 甘草二钱，炙 丹皮三钱 芍药三钱 生姜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覆衣。 

治四日太阴温病，腹满嗌干，发热作渴者。 

少阴经证 

干燥发渴 

少阴以君火主令，足少阴以癸水而化气于君火，阳盛则丁火司权而化热，阴盛则癸水违令
而生寒，故少阴以君火之经，而最易病寒。然外感风寒，以及内伤百病，其在少阴，无不是寒，
而唯温病之在少阴，则化寒为热，以其冬不藏精，水亏火泄，春夏病感，更值火旺水虚之候。 

其经贯肾络肺，而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 

肾者主水，人身水火对列，水枯而火亢，则人亡矣。是宜清散皮毛，泻君火之亢，而益肾
水之枯也。 

紫玉丹 

浮萍三钱 生地四钱 知母三钱 元参三钱 甘草二钱 天冬三钱 生姜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覆衣。 

治五日少阴温病，口燥舌干，发热作渴者。 

厥阴经证 

烦满囊缩 

厥阴以风木主令，手厥阴以相火而化气于风木，治则木达而化温，病则火郁而生热。以厥
阴乙木，原胎丁火，故厥阴之经，最易病热。 



 14 

温病卫闭而遏营血，营郁是以发热，而营藏于肝，则温病之来，实受于厥阴。方其隆冬火
泄，营血已伤，势将①腾沸。春夏病感，卫闭营遏，血热自当愈剧。其经循阴器而络肝，故烦
满而囊缩。 

手厥阴之火，扇以足厥阴之风，风烈火炎，煎迫营阴，营血枯槁，则命殒矣。是宜清散皮
毛，泻相火之炎，而滋风木之燥也。 

苍霖丹 

浮萍三钱 生地四钱 芍药三钱，生 当归三钱 丹皮三钱 甘草二钱，生 生姜三钱 

流②水煎大半杯，热服，覆衣。 

治六日厥阴温病，烦满囊缩，发热作渴者。 

三阴入脏 

岐伯温病治法，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泻而已。三阳经络，皆受其病，
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温病内热蓄积，交春夏③而受感伤，内热郁隆，原无但传经络不
传脏腑之理。第传脏传腑，必在三日之外。其未满三日，则但在经络，故曰三阳经络，皆受其
病，而未入于脏。在经，是以可汗。若三日之外，则必入于脏，既入于脏，则无不入于腑矣，
故曰五脏六腑皆受病。入脏入腑，是以可泻。以阳盛于外，而根于内，三日之内，病在三阳，
阳盛于外，故但是经热而已；三日之外，病入三阴，而脏阴消烁，已化亢阳，则④非止经热⑤而
已也。积热郁伏，是以内传脏腑耳。 

脏腑治法 

脏以太阴为主，所谓脾者，孤脏以灌⑥四旁也。腑以阳明为主，所谓阳明者，五脏六腑之
海，十二经脉之长也。足太阴以湿土主令，足阳明从燥金化气。温病阳明之燥，劫夺太阴之湿，
滋太阴之湿而泻阳明之燥固已，而推原太阴土湿之所由来，实原于水，而肾水之所以枯槁，一
耗伤于燥土，一盗泄于风木。治法以麦冬润阳明之燥，以地黄滋太阴之湿，以知母、元参、天
冬清金而壮少阴之水，以当归、丹皮、白芍润木而息厥阴之风。而地黄之性，滋湿清风，兼而
能之，故三阴并宜。 

地黄泄阳助湿，至下之品，至于温病，土燥而木枯，则反为灵宝，莫佳于此矣！ 

汗泻之法 

温热⑦之病，阳强阴弱，岐伯立法，则曰汗泻，仲景垂戒，则曰汗下，义若不同，而理实
无殊。岐伯之示汗泻，补阴而泻阳也，仲景之戒汗下，泻阳而亡阴也。后世通岐伯之针刺，效
仲景之汤丸，易麻桂之温燥，汗之以清凉之剂，变承气之荡涤，泻之以滋润之品，壮火既清，
微阴续复，则悉得岐伯之遗法，而不犯仲景之明戒矣。 

岐伯论温，于《刺热篇》云：治诸热病⑧，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⑨之，居止寒处，身
寒⑩而止也。仲景论温，但戒汗下火劫，未尝立法。究竟温病治法，不离汗泻两义，但须清凉

                                 
① 势将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石印本补。 
② 流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③ 春夏 原作“夏春”，据蜀本、集成本、石印本、乙转。 
④ 则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上文“故但是经热而已”文例补。 
⑤ 经热 原作“阳根”，据蜀本、集成本及上文“故但是经热而已”文义改。 
⑥ 灌 原作“贯”，音同之误，据蜀本、集成本、《素问·玉机真脏论》改。 
⑦ 热 原作“疫”，据蜀本、集成本改。 
⑧ 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王冰次注本《素问·刺热篇》《素问悬解·刺热》补。 
⑨ 衣 原作“水”，据蜀本、集成本、王冰次注本《素问·刺热篇》、《素问悬解·刺热》改。 
⑩ 身寒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王冰次注本《素问·刺热篇》、《素问悬解·刺热》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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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润而已。会岐伯、仲景之义，于一百一十三方中选而用之，有汗法焉，暍病之人参白虎是也，
《金匮》方中，有泻法焉，百合病①之百合地黄是也。由此二法而变通之，法不胜穷矣。 

 

 

                                 
① 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上文“暍病”文例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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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悬枢卷二 
昌邑黄元御坤载著 

外感之邪，秋冬伤寒，春夏病温，寒温之外，乃有疫疠。天地违和，人物罹殃，州里相传，
死亡继踵，惨目伤心，莫甚于此。念此身世，长不百龄，风霾夭①骨，霜露雕年，益以医药差
讹，调摄乖方，人寿几何，那复堪此！仲景《伤寒》垂法，宏济百代，人亡义晦，复无解者，
况于疫疠，先师无言。著书立说之家，甚于瘟魔，制方用药之人，残于疠鬼。丈夫有志，燮理
无权，永念来者，情何能已，作疫病解。 

疫病解第二 

疫病原始 

中风伤寒，外感风寒，而寒热阴阳，视乎本气，是以人不皆病而病不皆同，半由客邪而半
关主气。疫疠感于岁气之偏，乡里传染，证状皆同，少由主气而多属客邪。 

盖天地有六气，风火暑湿燥寒也，岁有五运，土金水木火也。天之六气，随五运而迭迁，
地之六气，亘千古而不变。五运回周，以天之六气，合地之六气，客主加临，太过不及之数见
焉。由是生克胜复，亢害承制之变，参差不一，而岁气于焉不正。 

人与天地相通也，一气不正，而人气感之，而一经之病见焉。风淫则病在厥阴，火淫则病
在少阴，湿淫则病在太阴，暑淫则病在少阳，燥淫则病在阳明，寒淫则病在太阳，同气相感也。
木火病则伤在血分，金水病则伤在气分。土者气血之中，血化于已土而气化于戊土，血伤则己
土病，气伤则戊土病也。 

寒温病异 

疫病之邪，虽备六气，而寒温为多。温疫感春夏之风，寒疫感秋冬之寒。风为阳邪，感则
伤阳，寒为阴邪，感则伤阴。卫气为阳，故中于风，营血为阴，故伤于寒。 

平人卫气在外而内交于营，营血在内而外交于卫，营卫调和，是以无病。风伤卫气，则遏
闭营血而生内热；寒伤营血，则裹束卫气而生外寒，营卫不调，是以病也。卫伤而内郁其营，
故风虽伤卫而病实在血，营伤而外束其卫，故寒虽伤营而病实在气。血病者，多传阳明而为热，
以血藏于肝而肝木生火，火盛则阳旺而入腑也，气病者，多传太阴而为寒，以气藏于肺而肺金
生水，水盛则阴旺而入脏也。 

温疫之家，阴气不衰，足以济阳，则但传阳经而不入阳明之腑，寒疫之家，阳气不衰，足
以济阴，则但传阴经而不入太阴之脏，是谓顺证。六日六经俱遍，邪退正复，则表解而病愈矣。 

表里殊法 

病在营卫，皮毛闭秘，法宜解表，以发内郁。营卫外发则生，内陷则死。风伤卫气，卫闭
其营，营血外发，则斑生而病解，寒伤营血，营闭其卫，卫气外发，则汗②出而病愈。      

温疫传腑，热则营血内陷而不外发；寒疫传脏，脏寒则卫气内陷而不外发。故温疫营病，
脏阴旺者多生，腑阳盛者多死；寒疫卫病，腑阳旺者多生，脏阴盛者多死。 

                                 
① 夭 原作“天”，形近之误，据蜀本、集成本改。 
② 汗 原作“寒”，音近之误，据蜀本、集成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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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疫传腑，当清其腑热，以发营血；寒疫传脏，当温其脏寒，以发卫气。营司于肝，而实
生于太阴，脏阴旺则外发，温疫之家，非阴盛之极者，不可轻泻其脾精；卫司于肺，而实化于
阳明，腑阳旺则外发，寒疫之家，非阳盛之极者，不可轻泻其胃气也。 

温疫由来 

温疫之证，发热出汗，得之于风。其年木火不能发泄，则人气应之，多病温疫，以孔窍闭
而风气泄之也。 

木火生长，因乎阴气之左升。盖纯阴之位，而一阳已生，阳生必升，升则温暖而化风木，
积温成热，是为君火。温则生而热则长，阳气敷舒于九天之上，孔窍发宣而不阖，故弗①伤于
风。木火不能发泄，则阳气下郁，而生内热。经络闭塞，孔窍不开，是以易中于风。 

天人同气，天地之木火不能发泄，人物应之，而病温疫，故多病于春夏。其病于春者，伤
在乙木，其病于夏者，伤在丁火也。 

寒温殊病 

温病感在经络而内有积热，前三日则在三阳之经，后三日则入三阴之脏。既入于脏，必入
于腑，其入腑入脏，总是热而非寒。伤寒感在经络而内无积热，阳盛而后入腑，阴盛而后入脏。
入腑则是热，入脏则是寒。温疫亦感在经络而内无积热，阳盛者亦入于腑，阴盛者亦入于脏。
第未尝必入于腑，必入于脏。而病内热，其较温病不同，然营郁而热盛，但有入腑而病热，必
无入脏而病寒者，其较伤寒亦不同。故温疫为病，止有寒泻之法而无温补之条。其在三阴，皆
六日传经之证，与伤寒三阴脏寒之证，天渊不一也。凡经尽而斑发者，是但在经络而未入于腑
也，若经尽而斑不发，必有内郁之证。表药之中，必兼凉泻，内热既清，则营达而斑发矣。 

表解热除② 

风性疏泄，气性收敛，风伤卫气，开其腠理，气欲内敛，风欲外泄。气闭于内，则营郁而
为热，风泄于外，则窍开而为汗。风愈泄而气愈闭，营热日积，待至六经既尽，斑点外发,而
后血分之热泄。 

若气闭而不泄，则营热内郁，而生燥闷。五脏燔蒸，而人死矣。或泄之不透，隐见于皮肤
之间，必郁而为痒。痒者，是谓隐疹。隐疹之家，血热蕴积，久而肌肉溃腐，发为痂癞，所谓
脉风者也。当凉血发表，使营热外达，不令内蒸也。 

阴衰营陷③ 

温疫之病，在于血分。风本伤卫，卫伤而闭其营血，是以病在血分。 

肝藏营血而太阴为生血之本，脾以阴土而含阳气，脾阳一升，则温暖而化肝木。温疫之病，
非第在肝，而实连于太阴④。脾阴不弱，足以滋润其营血，则营郁外达而斑点生。太阴脾脏，
以湿土主令，阴衰传腑，湿化为燥，阳旺而生里热，则营气内陷而不外达。温疫之死，死于脾
阴之弱，火土燥热而营郁不能达也。 

太阳经证⑤ 

发热头痛 

                                 
① 弗 原作“易”，据蜀本、集成本及下文“孔窍不开，是以易中于风”改。 
② 表解热除 原在“六经治法”章后，据蜀本、集成本及后文寒疫“表解寒散”章次序移。 
③ 阴衰营陷 原在“表解热除”章后，据蜀本、集成本及后文寒疫“阳衰卫陷”章次序移。 
④ 太阴 其下原衍“脾”字，据蜀本、集成本及后文寒疫“阳衰卫陷”章“而实连于阳明”文例删。 
⑤ 太阳经证 原在“寒温殊病”章后，据蜀本、集成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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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之经，总统营卫，风伤卫气，遏闭营血，郁迫而生里热。肝木藏血而生火，火者，血
中温气蓄积而化热也。太阳寒水之经，应当恶寒，以营郁而生火，故但热而不寒。其经自头走
足，行身之背，经逆而不降，故头痛而项强也。 

浮萍汤 

浮萍三钱 丹皮三钱 芍药三钱 甘草二钱，炙 生姜三钱，切 大枣三枚，劈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覆衣，取汗。  

治一日太阳温疫，发热头痛者。 

温疫得之中风，亦是桂枝汤证。但发于春夏之月，但热无寒，不宜桂枝辛温，故以浮萍泻
卫气之闭，丹皮、芍药泻营血之郁也。 

身痛脉紧烦躁无汗 

温疫在太阳之经，脉浮头痛，发热汗出，以风强而气不能闭也。若脉浮而紧，发热恶寒，
身痛腰痛，烦躁无汗而喘促者，是气强而风不能泄也。 

盖寒疫无汗，温疫有汗，以寒性闭藏而风性疏泄也。若卫阳遏闭，风不能泄，营郁莫达，
则烦躁喘促，与伤寒同证。宜以浮萍、石膏清散经络之热也。 

浮萍石膏汤 

浮萍三钱 石膏三钱，生，研 杏仁三钱，泡，去皮尖 甘草二钱，炙 生姜三钱 大枣三枚，劈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覆衣。 

治温疫身痛，脉浮紧，烦躁喘促，无汗者①。 

烦热燥渴 

病在太阳之经，未入阳明之腑，不至遽生烦渴，若阳明燥盛之人，经热外逼，燥热内应，
则见烦渴。阳明从燥金化气，腑燥发作，故有烦热便难之证。而腑燥未作，经燥先动，是以烦
渴生焉。 

其太阳表证未解，宜浮萍石膏②清金而解表，绝其烦热入腑之源。表证已解，第以白虎加
元麦汤清燥而生津。气虚者，加人参以益气，以表解阳虚，恐其燥去而阳亡也。  

白虎加元麦汤 

石膏五钱 知母三钱 甘草二钱，炙 梗米一杯 元参三钱 麦冬八钱 

流水煎至米熟，取大半杯，热服。 

治温疫太阳经罢，烦热燥渴者。 

人参白虎加元麦汤 

石膏五钱 知母三钱 甘草二钱，炙 人参三钱 元参三钱 麦冬八钱 粳米一杯  

流水煎至米熟，取大半杯，热服。 

治温疫太阳经罢，气虚烦渴者。 

阳明经证 

                                 
① 治温疫身痛……无汗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② 浮萍石膏 即上章之“浮萍石膏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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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痛鼻干呕吐泄利 

三阳之经，阳明为盛，足阳明从燥金化气，太阳表邪不解，经热内传，火性就燥，必入阳
明。阴盛于里而阳盛于表，腑燥未作，经燥先动。《热论》：二日阳明受之，其脉挟鼻络于目，
故身热目痛而鼻干，不得卧，是皆经络燥热之证也。 

阳明主降，戊土右降，则金水收藏，相火归根，故上焦清空而善容。阳明不降，金水失其
收藏，胆木逆行，相火上炎，肺金被克，故目痛而鼻干。胆木逆行，而贼胃土，胃气壅遏，不
能容受，故呕吐而泄利，缘经邪郁迫其腑气故也。 

浮萍葛根汤 

浮萍三钱 葛根三钱 石膏三钱 元参三钱 甘草三钱 生姜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 

治温疫阳明经证，目痛鼻干，烦热不卧者。 

浮萍葛根芍药汤 

浮萍三钱 葛根三钱 石膏三钱 元参三钱 甘草二钱，炙 芍药三钱 生姜三钱
①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 

治温疫阳明经证，泄利者。 

浮萍葛根半夏汤 

浮萍三钱 葛根三钱 石膏三钱 元参三钱 甘草三钱 芍药三钱 半夏三钱 生姜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 

治温疫阳明经证，呕吐者。 

阳明腑证 

潮热汗出谵语腹痛便秘 

病传阳明之经，不得汗解，腑阳素旺之人，以经热郁蒸而腑热内作，开其皮毛，则见大汗。
至于手足淋漓。表邪尽解，全是内伤矣。经气发舒，无复郁迫，腑气松畅，吐利皆安。汗愈泄
而土愈焦，燥愈增而热愈盛，每至申酉之交，应时发热，如潮汐不爽，是谓潮热。燥土消烁心
液，于是谵语。燥矢壅遏腑气，于是满痛。迟则脏阴耗亡，营气郁陷，生死攸关，不可不亟②下
也。泻以大小承气，而加养阴凉血之味，脏阴续复，营郁外达矣。 

调胃承气加芍药地黄汤 

大黄三钱，生  甘草二钱 芒硝三钱 芍药三钱 生地八钱 

流水煎一杯，去渣，入芒硝，火化，温服。  

小承气加芍药地黄汤 

大黄五钱，生  厚朴三钱，生 枳实三钱，炒 芍药三钱 生地一两 

流水煎一杯，温服。不便，再服。  

大承气加芍药地黄汤 

                                 
① 生姜三钱 原脱，据蜀本补。 
② 亟 急也。《诗·大雅·灵台》：“经始勿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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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八钱，生 芒硝三钱 厚朴四钱 枳实四钱 芍药三钱 生地一两二钱 

流水煎一杯，去渣，入芒硝，火化，温服。不下，再服。 

少阳经证 

目眩耳聋口苦咽干胸痛胁痞呕吐泄利 

温疫二日，阳明经热不解，三日则入少阳之经。少阳以相火主令，足少阳以甲木而化气于
相火，伤寒之口苦咽干而目眩者，皆相火之上炎也。其经自头下项，行身之侧。热病之胸胁痛
而耳聋者，皆胆木之逆行也。少阳在二阳之里，三阴之表，阴盛则传太阴之脏，阳盛则传阳明
之腑，少阳者，入腑入脏之门户也。温疫营郁热盛，火旺木枯，但传胃腑而为热，不入脾脏而
为寒。传胃则木邪逼土，腑气郁遏，而生吐利。是宜清散经邪，杜其入腑之路也 

柴芩栝蒌芍药汤                        

柴胡三钱 黄芩三钱 半夏三钱 甘草二钱，生 生姜三钱 大枣三枚，劈 芍药三钱 栝蒌根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覆衣，饮热粥，取微汗。 

治少阳经温疫，目眩耳聋，口苦咽干，胸痛胁痞者。 

大柴胡加元参地黄汤 

柴胡三钱 黄芩三钱 半夏三钱 芍药三钱 枳实三钱 大黄三钱 生姜三钱 大枣三枚 元参三钱 地黄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温服。 

治少阳经温疫，传阳明胃府，呕吐泄利者。 

三阳传胃 

温病三阳经病，营郁热盛，势必内传胃腑。而胃阳素旺，燥热感发，经腑同气，表里俱病。
腑热内遏，而脏阴消烁，过经不解，则脏腑郁蒸，而人死矣。 

温疫所最忌者，营热不能外泄。其不外泄之由，全以卫盛而营衰，脾阴虚而胃阳旺也。若
脾阴不衰，胃阳虽①旺，六经既遍，邪欲内传，而脏气杆格，热无内陷之隙，则蒸泄皮毛，发
为斑点，而病解焉。温疫之斑发而不死者，脏阴充足，外御经邪而热不内陷也。若一入胃腑，
腑阳日盛，则脏阴日枯，不得不用泻法。缓则泻于经尽之后，急则泻于经尽之前。腑热一②清，
则经热外达，而红斑发矣。 

太阴经证 

腹满嗌干 

太阴以湿土主令，其经自足走胸，行身之前，温疫营郁热盛，三阴之经，化气于三阳，故
病传太阴，则腹满而嗌干。阳明之燥气太亢，则营热内蒸，而殒性命③，太阴之湿气不枯，则
营热外达，而生斑点。温疫所最惧者，湿衰而燥胜也。太阴经病，脾阴足以济胃阳，则营热不
至于内蒸，自然发越于皮毛矣。 

浮萍地黄汤 

浮萍三钱 生地三钱 丹皮三钱 芍药三钱 甘草二钱 生姜三钱 大枣三枚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 

                                 
① 虽 原作“非”，据蜀本、集成本及上下文义改。 
② 一 原作“日”，音近之误，据蜀本、集成本改。 
③ 命 原作“传”，据蜀本、集成本及下文“而生斑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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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温疫太阴经证，腹满嗌干者①。 

少阴经证 

口燥舌干 

少阴以癸水而化君火，其经自足走腰，行身之后。温疫发于春夏相火得令之时，火胜水衰，
故口燥舌干而渴。丁火太亢，则营郁而内焚，癸水不枯，则斑生而热退。温疫之所最惧者，水
败而火胜也。少阴经病，肾水可以支②相火，则营热不至于内焚，自然宣泄于孔窍也。 

浮萍天冬汤 

浮萍三钱 天冬三钱 生地三钱 元参三钱 丹皮三钱 生姜三钱 栝蒌根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温服。 

治温疫少阴经证，口燥舌干而渴者③。 

厥阴经证 

烦满发斑 

厥阴以风木主令，其经自足走胸，行身之侧，循阴器而络肝，故烦满而囊缩。厥阴肝木，
司营血而胎君火，温疫之病，受在营血，则传至厥阴，邪热斯甚。若木荣血畅，经脏润泽，营
热不能内传，六经既遍，别无去路，则郁极而发，蒸泄皮毛，而见红斑。若营气虚弱，不能遽
发，过时斑见，而色带紫黑，则多至不救。以其经热郁蒸，后期而发，营血伤败，失其华鲜也。
是宜清解凉血，使其营热发达，此治④厥阴温疫之定法也。 

浮萍当归汤 

浮萍三钱 当归三钱 生地三钱 丹皮三钱 芍药三钱 甘草三钱，生 生姜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 

治温疫厥阴经证，烦满⑤发斑⑥。 

六经治法 

温疫营郁血热，六日而至厥阴。六经既尽，阴气续复，血热外达，应见红斑，斑生则热退
而病解矣。红斑之后，继以白斑。红斑者，营血之外发，白斑者，卫气之外泄。 

寒疫营闭而卫郁，温疫卫闭而营郁，营开而卫泄则为汗，卫开而营发则为疹。小儿寒疫，
皮肤致密，不得汗泄，则卫气升腾，冲突皮肤而为痘，温疫则大人小儿皆生疹点，无有异也。 

温疫之感，全在少阳厥阴两经。厥阴职司营血，而营中之伏热，则少阳之相火，而非但乙
木所胎之君火也。若未满六日，而表证已解，血热未深，止⑦是汗出，尚无红斑也。六日而传
厥阴，血热已深，是以表解而斑红。若六日之外，过时而后斑⑧发，营血郁蒸，红转而紫，紫
变而黑，则十不救一。 

                                 
① 治温疫太阴经证，腹满嗌干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② 支 拒也。《战国策·西周策》：“魏不能支。” 
③ 治温疫少阴经证，口燥舌干而渴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④ 此治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补。 
⑤ 治温疫厥阴经证，烦满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本书文例补。 
⑥ 发斑 原脱，诸本均同，据此方功能及此经见证补。 
⑦ 止 仅也。《庄子·大运》：“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 
⑧ 斑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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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六日之内，总宜透发肌表，以泻血热，至六日经尽之后，表药更当急进，刻不可缓
也。血热不泄，立致殒亡，即泄之不透，隐见于皮肤之间①，亦生风癞之疾，非细故也。 

停水不消② 

温疫固无入脏生寒之证，然亦不皆入腑而生内热。其脏不寒而腑不热，而经热燔蒸，木火
枯燥，烦渴饮冷，不能禁止。水积胃腑，停蓄不消，于是腹胁胀满，小便不利，以土湿木郁，
疏泄之令不行也。 

凡腑阳非旺，而病温疫，无有不停水之证。此在伤寒，便是三阴四逆、真武诸病，以温疫
经热胜其脏寒，故内寒不作。然至积水不消，则脏阴较甚于腑阳矣。 

其表证未解，当以猪苓汤加浮萍，表里双解之。表解而斑发，则但以猪苓泻其积水也。 

猪苓汤 

猪苓三钱 茯苓三钱 泽泻三钱 滑石三钱，研 阿胶三钱，炒，研 

流水煎大半杯，入阿胶，消化，温服。  

寒疫由来 

寒疫之证，寒热无汗，得之于寒。其年金水不能敛藏，则人气应之，多病寒疫，以孔窍开
而寒气闭之也。 

金水收藏，因乎阳气之右降。盖纯阳之位，而一阴已生，阴生必降，降则清凉而化燥金，
积凉成寒，是为寒水。凉则收而寒则藏，阳气封蛰于九地之下，皮毛秘密而不开，故弗伤于寒。
金水不能敛藏，则阳气上郁，而生外热。腠理发泄，皮毛不闭，是以易伤于寒。 

天人同气，天地之金水不能敛藏，人物应之，而病寒疫，故多病于秋冬。其病于秋者，伤
在庚金，病于冬者，伤在壬水也。 

表里同异 

寒疫有传经之证，传经者，前三日则在三阳，后三日则在三阴。 

六日六经，人所同也，亦凡盖纯所同也，有传腑传脏之证。传腑者，不拘何日，阳盛则内
传，阴盛者，不入于腑；传脏者，不拘何日，阴盛则内传，阳盛者，不入于脏。人所不同也，
亦凡感病所不同也。盖温病原有内热，必传脏腑，不论传腑传脏，皆是热证。伤寒原无内热，
阳旺而后传腑，阴旺而后传脏，入腑则为热，入脏则为寒。温疫亦无内热，然营郁热盛，阳旺
之家，则有入腑之热，阴旺之家，亦③无入脏之寒。寒疫亦无内热，亦无内寒，不必定入于腑，
不必定入于脏。但人不皆阳盛，不皆阴盛，不皆阳虚，不皆阴虚，故或入于腑，或入于脏，或
不入腑，或不入脏。人各不同，法与伤寒无殊，但疫感天气之非正，淫泆缠绵，较之伤寒，颇
难驱逐。而其入脏入腑，亦半关岁气之偏，不尽由人气也。 

表解寒散 

寒性闭涩，血性发扬，发扬则窍开，闭涩则窍④阖。平人之气，营阴在内，卫阳在外，寒
伤营血，闭其皮毛，卫气陷于营阴之内，营阴闭藏，则生表寒。其阳盛者，三阴脏气从阳而化
热，其阴盛者，三阳经气从阴而化寒。阳盛则卫气外发而汗出⑤，阴盛则卫气内陷而人亡。故
寒疫之病，阳盛而外热者吉，阴盛而内寒者凶。缘其病愈，必须汗出，而其汗出，全赖阳旺。

                                 
① 之间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表解热除”章“泄之不透，隐见于皮肤之间”补。 
② 停水不消  原在“阴衰营陷”章后，据蜀本、集成本移。 
③亦 原作“不”，据蜀本、集成本改。 
④窍 原作“敷”，据蜀本、集成本改。 
⑤汗出 原作“出汗”，据蜀本、集成本乙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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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里气平和，则但可解表，勿轻用硝黄误下，以陷其卫阳也。若其里阳素盛，而表寒不解，
以致里热郁发，则兼清里热，以解表寒。若里阳素虚，卫气郁沦，不能外发，但用表药，犹难
汗解，再事寒攻，则卫阳愈陷，祸变遂生。如其里阴郁动，寒漫淫滋，当速用温燥，以回阳气。
稍用泻下之剂，则人随药毙，不可活矣。 

阳衰卫陷 

寒疫之病，在于气分。寒本伤营，营伤而束其卫气，是以病在气分。肺藏卫气，而阳明为
化气之原。胃以阳土而含阴气，胃阴一降，则清凉而化肺金。寒疫之病，非第在肺①，而实连
于阳明。胃阳不虚，足以发越其卫气，则卫郁外达而毛理泄。阳明胃腑，从燥金化气，阳衰传
脏，燥化为湿，阴旺而生里寒，则卫气内陷而不外达。寒疫之死，死于胃阳之虚，水土湿寒，
而卫郁不能达也。 

传经大凡 

寒疫传经，亦与伤寒相同，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
厥阴。阳性热而阴性寒，里热非盛，不入阳明之腑，内寒非盛，不入太阴之脏。始终②在表，
未尝内陷，六日经尽，则邪退正复，汗出而愈矣。 

其卫盛而感轻者，皮毛易泄，则先期而汗解。其卫虚而感重者，腠理难开，则过期而汗解。
其卫弱郁深，不能遽发，往往振栗战摇，而后汗出。 

寒战者，少阳之证，寒战而不能发热者，相火之虚，发热而不能汗出者，表寒之盛也。少
阳为阴阳之枢，寒极则入于太阴，热极则入于阳明，故阴阳偏胜而内传脏腑，多由少阳而入。
入③于脏腑，则解无定期而动致危亡，不可不慎也。 

阳旺传腑 

腑阳素盛而经气郁遏，则里热感发而传胃腑。腑阳长则脏阴消，凡人之病，阳长则安，阴
长则危，伤寒三阳之少死者，因于阳长而阴消也。病传胃腑，阳气日长，自是吉事，但阳不可
亢，亢则阴亡而寓死机。胃土燥热，攻下失期，阴精枯槁，亦成死证。是以入腑虽吉，不如在
经之有吉而无凶也。 

阴盛传脏 

脏阴素旺而经气闭束，则内寒郁动而传脾脏。脏阴进则腑阳退，凡人之疾，阳进则安，阴
进则危，伤寒三阴之多死者，以其阴进而阳退也，病传脾脏，阴气日进，最是险事，盖阴不可
胜，胜则阳败而无生望。脾土湿寒，温补后时，阳气消灭，则成死证。是以入脏则险，不如在
腑之夷多而险少也。 

太阳经证 

头痛恶寒 

太阳之经，外在皮毛，实为六经之长。肺藏卫气，肝藏营血，而总统于太阳。寒伤营血，
裹束卫气，不得外发，故闭藏而生表寒。其经自头下项，行身之背，经气上壅，故头项痛而腰
脊强。肺主卫气而开窍于鼻，卫气遏闭，不能外泄，故逆行鼻窍而生嗽嚏。卫气逆行，不得下
降，故胸膈郁闷而发喘促也。 

紫苏汤 

苏叶三钱 桂枝三钱 杏仁三钱，泡 甘草二钱，炙 
                                 
①肺 原作“肝”，据蜀本、集成本及温疫“阴衰营陷”章“温疫之病，非第在肝”改。 
②始终 原作“始终”，据蜀本、集成本乙转。 
③入 原脱，据蜀本及上下文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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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煎大半杯，热服，覆衣，取汗。 

治一日太阳寒疫，头痛，发热，恶寒者。 

寒疫得之伤寒，亦是麻黄汤证，但不尽见于冰雪之天，非皆纯寒，未必咸宜麻黄辛温，故
以桂枝泻营血之郁①，苏叶、杏仁泻卫气之郁也。 

血升鼻衄 

太阳经病不解，卫郁莫泄，升逼营阴，则见衄证。以肺主卫气，开窍于鼻，卫阳遏闭，不
得外达，经脉莫容，上寻出路，冲其营血，是以上溢。血衄则卫郁发泻，亦同汗解，但营血流
漓，不无耗丧耳。 

阳明伤寒，脉浮发热，口干鼻燥，能食者，则衄。方在太阳阳明，于其脉浮发热，口干鼻
燥之时，早以紫苏石膏地黄汤泻卫郁而凉血热，则血不上流矣。 

紫苏石膏地黄汤 

苏叶三钱 桂枝三钱 杏仁三钱 甘草三钱，炙 石膏三钱，生，研 生地三钱 麦冬三钱 丹皮三钱 生姜三钱，切 大枣三枚，

劈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覆衣，取汗。 

治寒疫太阳经病不解，血升鼻衄者② 

水气内停 

太阳膀胱，寒水之经，太阳经病，阳虚之人，多有水气停瘀之证。或原无积水，而渴燥饮
冷，蓄而不消。水气阻格，肺胃上逆，则眩晕而呕咳，肝脾下陷，则淋涩而泄利。外寒未解而
里水又动，久而火败土崩，则入三阴之脏，是宜外发表邪而内驱寒水也。 

苏桂姜辛汤 

苏叶三钱 桂枝三钱 甘草二钱 半夏三钱，炮 细辛一钱 干姜二钱 五味子一钱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覆衣。若下利，加赤石脂一钱。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萎根三钱。
若小便不利，加茯苓三钱。若喘者，加杏仁三钱。若噫者，加附子三钱。 

烦躁发渴 

病在太阳，未应烦渴，设见烦渴，便是将入阳明之腑，以阳明燥气，因表郁而内发也，若
表证已解，用白虎加元麦汤，清燥而生津，气虚者，加人参以益气，以汗后阳虚，恐其渴止而
阳亡也。 

白虎加元麦汤 

石膏三钱 知母三钱 甘草二钱 粳米一杯 元参三钱 麦冬五钱，去心 

流水煎至米熟，取大半杯，热服。  

治寒疫太阳经罢，烦躁发渴者。 

人参白虎加元麦汤 

石膏三钱 知母三钱 甘草二钱 梗米一杯 元参三钱 麦冬五钱 

流水煎至米熟，取大半杯，热服。 

                                 
①郁 其下原衍“热”字，据蜀本、集成本及桂枝治证删 
②治寒疫太阳经病不解，血升鼻衄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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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寒疫太阳经罢，气虚烦渴者。 

寒疫之病，脏腑易生湿寒，燥热者少，然白虎证亦恒有之，此法不可废也。表证未解，加
紫苏三钱。 

阳明经证 

呕吐泄利 

阳明之经,在肌肉之分，皮毛之内，太阳表寒未解，以次相传，则及阳明。其经挟口环鼻，
行身之前，经气上壅，故鼻干口燥而胸满。阳明从燥金化气，太阴以湿土主令，燥盛则传腑而
生热，湿盛则入脏而生寒。卫气之外发而汗解，全恃乎胃阳盛而燥气长也。 

胃者，水谷之腑，一传阳明，必见呕吐。以少阳胆木，本从胃①土下行，阳明经病，不能
顺降，则胆木上逆而克胃土。胃气壅遏，失其容受之量，水谷在中脘以上者则为呕吐，在中皖
以下者则为泄利，呕多则胃病，利多则脾病也。 

紫苏葛根升麻汤 

苏叶三钱 葛根三钱 桂枝三钱 芍药三钱 甘草二钱 升麻二钱 

流水煎大半杯，温服。 

治寒疫阳明经泄利者。 

紫苏葛根半夏汤 

苏叶三钱 葛根三钱 桂枝三钱 芍药三钱 半夏三钱 生姜三钱 甘草二钱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 

治寒疫阳明经呕吐者。 

干燥发渴 

阳明经病，而见燥渴，便是将入胃腑，用白虎加麦冬、元参，清肺金而润燥。气虚者，酌
加人参。 

盖病入阳明，燥气必作。燥必先见于庚金而后见于戊土，以燥乃庚金之令气而戊土之化气
也。戊土之燥在腹，庚金之燥在胸。胸者，辛金之位，辛金本化气于湿土，阳明旺则辛金不化
己土之湿而化庚金之燥，是以燥见于胸。大肠者，庚金之腑，胸燥则肠燥可知矣。 

阳明腑证 

潮热汗出谵语腹满便秘 

三阳以阳明为盛，经热不解，转入胃腑，阳郁火旺，必作潮热。每日申酉之交，烦热倍加，
如海水潮信，是名潮热。热蒸皮毛，汗出表解，津亡土燥，糟粕焦枯，不俟入肠，炼成结粪，
堵塞下院。胃热郁遏，上耗心液，于是谵语。胃气闭壅，于是腹满。迟而伤及三阴，脾阴烁则
唇裂，肾阴枯则耳焦，肝阴涸则舌短，阴精竭流，则人死矣。是宜以承气加元参、麦冬、白蜜，
泻其热而润其燥，虽用攻下，而不至亡阴也。 

调胃承气加麦冬元参汤② 

大黄三钱 芒硝三钱 甘草二钱 麦冬五钱 元参三钱 白蜜一杯 

                                 
①胃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补。 

②调胃承气加麦冬元参汤 原作“调胃承气汤”，据蜀本、集成本及后文大小承气加味方名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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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煎大半杯，入白蜜，热服。 

小承气加麦冬元参汤 

大黄四钱 厚朴三钱 枳实三钱，炒 麦冬五钱 元参三钱 白蜜一杯 

流水煎大半杯，入白蜜，热服。 

大承气加麦冬元参汤 

大黄三钱 芒硝三钱 枳实三钱 厚朴三钱 麦冬八钱 元参三钱 白蜜一杯 

流水煎大半杯，入白蜜，热服。 

    少阳经证 

口苦咽干目眩耳聋胸痛胁痞寒热往来 

少阳甲木，从相火化气，病则行其火令。其经起锐眦，上络于耳，下颈而合缺盆，行两胁
而走足。经气逆升，滞塞胸胁，相火燔腾，是以口苦咽干，目眩耳聋，胸痛而胁痞也。位居阳
明之里，太阴之表，太阴主营，阳明主卫①。营阴外束，卫气欲出而不能，鼓勃振动，则为寒
战。卫气透发，则汗出。凡将汗而战摇者，卫弱不能遽发也。卫阳内发，营气②欲出而不得，
蓄积壅遏，则为发热。营气③透发，则热退。凡发热而无汗者，营郁④不能外达也。营卫交争，
迭为胜复，是以寒往而热来，寒来而热往。相争之久，胜负遂分，寒胜则入于太阴，热胜则入
于阳明。入于太阴，则阳负而多危，入于阳明，则阴尽而亦凶。其于寒热往来时，以小柴胡双
解表里之邪。柴胡、黄芩，清泻半表之阳，人参、甘草，温补半里之阴，则无偏阴偏阳，内传
脏腑之患矣。 

小柴胡汤 

柴胡四钱  黄芩三钱 半夏三钱 人参二钱 甘草二钱 生姜三钱 大枣三枚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覆衣。 

呕吐泄利 

少阳经气，随阳明戊土下降，寒邪外束，甲木郁塞，不能顺降，逆侵戊土，戊土被贼，遂
与少阳之经，痞结胸胁。凡心胸痞塞，胁肋硬满之证，皆少阳阳明两经之上逆也。胃主⑤受盛，
戊土贼于甲木，腑气郁遏，不能容纳水谷，故吐利并作。木贼土负，中气被伤，阴虚则入阳明
之腑，阳虚则入太阴之脏。方其木邪肆虐之时，下见泄利，则以黄芩汤清其相火，上见呕吐，
则以黄芩半夏生姜汤降其逆气。其半在少阳之经，半入阳明之腑，则以大柴胡汤双解经腑之邪。
其半在少阳之经，半入太阴之脏，而下见泄利，则以柴胡桂枝干姜汤温其湿土，上见呕吐，则
以柴胡桂姜半夏汤降其逆气也， 

黄芩汤 

黄芩三钱 芍药三钱 甘草二钱 大枣三枚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 

治寒疫少阳经胸胁痞满泄利者。 

                                 
①卫 原作“胃”，音近之误，据蜀本、集成本及上文“太阴主营”改。 
②营气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上文“营阴外束，卫气欲出而不能”补。 
③营气 原作“卫气”，据蜀本、集成本及上文“卫气透发，则汗出”改。 
④营郁 原作“卫郁”，据蜀本、集成本及上文“凡将汗而战摇者，卫弱不能遽发也”改。 
⑤主 原作“土”，音近之误，据蜀本、集成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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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半夏生姜汤 

黄芩三钱 芍药三钱 甘草二钱 大枣三枚 半夏三钱 生姜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 

治寒疫少阳经胸胁痞满呕吐者。 

大柴胡汤 

柴胡三钱 黄芩三钱 半夏三钱 大枣三枚 芍药三钱 枳实三钱 大黄三钱 生姜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 

治少阳经传阳明腑，胸胁痞满，呕吐泄利者。 

柴胡桂枝干姜汤 

柴胡三钱 黄芩三钱 甘草二钱 桂枝二钱 干姜三钱 牡蛎三钱 栝篓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 

治少阳经传太阴脏，胸胁痞满，泄利者。 

柴胡桂姜半夏汤 

柴胡三钱 黄芩三钱 干姜三钱 桂枝二钱 甘草二钱 牡蛎三钱 栝蒌三钱 半夏三钱 生姜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温服。 

治少阳经传太阴脏，胸胁痞满，呕吐者。 

寒疫之少阳与伤寒之少阳，病同而法亦不殊。凡见少阳诸证，非内传于腑，即内传于脏。
内连脏腑，而后少阳经证日久不罢，方宜小柴胡汤增减治之。若不连脏腑，而但经络外病，则
是三日少阳之证，总以太阳为主，第宜紫苏汤发表，无事大小柴胡汤也。 

太阴经证 

痛满吐利 

寒疫传经，四日而至太阴。脾阴非旺，终不入脏，脾阴一旺，则不拘何日，皆可内传。大
阴以湿土主令，表郁湿动，故病传脾脏。土湿则中气不运，伤寒太阴痛满吐利之证俱起。卫气
郁陷，皆①因于此。当补火燥湿，以回脾阳，则卫气发宣而不陷没矣。 

苓桂参甘厚朴汤 

人参三钱 甘草二钱 干姜三钱 茯苓三钱 桂枝三钱 厚朴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温服。 

治寒疫太阴腹满者。 

苓桂参甘椒附汤 

人参三钱 甘草三钱 桂枝三钱 茯苓三钱 蜀椒三钱，去目 附子三钱，炮 芍药三钱 粳米半杯 

流水煎大半杯，温服。 

治寒疫太阴腹痛者。 

参甘姜苓半夏汤 

                                 
①皆 原作“病”，据蜀本、集成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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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三钱 甘草二钱 茯苓三钱 干姜三钱 半夏三钱 生姜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温服。 

治寒疫太阴呕吐者。 

茯苓四逆加石脂汤 

人参三钱 甘草二钱 干姜三钱 茯苓三钱 附子三钱 石脂三钱，生，研 

流水煎大半杯，温服。 

治寒疫太阴泄利者。 

少阴经证 

厥逆吐泄 

寒疫传经，五日而至少阴。肾阴非旺，终不入脏，肾阴一旺，则不拘何日，皆可内传。少
阴以癸水而化君火，病则水旺而火衰，以水能胜火而火不胜水，自然之势也。表郁寒作，故病
传肾脏。水寒则侮土灭火，伤寒少阴厥逆吐泄之证俱起。卫气陷败，全①由于此。当补火泻水，
以回肾阳，则卫气发达而不陷亡矣。 

茯苓四逆加半夏汤 

人参三钱 茯苓六钱 甘草三钱 干姜三钱 附子三钱 半夏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温服。 

呕吐与泄利并见，加石脂，但见泄利，用茯苓四逆加石脂汤。方在太阴。四肢厥冷，踡卧恶
寒，而不吐泄，但用茯苓四逆汤治之。 

厥阴经证 

厥逆②发热消渴吐泄 

寒疫传经，六日而至厥阴。肝阴非旺，终不入脏，肝阴一旺，则不拘何日，皆可内传。厥
阴以风木主令，下为肾水之子，上为君火之母，病则水火不交，下寒上热。水胜则厥生，火复
则热发，厥而阳绝则死，热而阳回则苏。 

寒疫之在少阴，但有厥逆，一传厥阴，厥逆之极，多见发热。其厥逆者，母气也，其发热
者，子气也。厥为死机，热为生兆，厥热胜复之际，不可不察也。 

风木之性，疏泄而枯燥，土湿水寒，木郁风动，肠窍疏泄，则为泄利，肺津枯操，则为消
渴。风木者，脾土之贼，其死者，死于水旺而土负，其生者，生于火旺而土胜。厥阴之泄利消
渴日甚不已者，水胜而火息，土败而木贼也。 

暖水以荣木，补火以生土，厥阴之法，不外此矣。 

茯苓参甘姜附归脂汤 

人参三钱 甘草二钱 茯苓三钱 桂枝三钱 干姜三钱 附子三钱 当归三钱 赤石脂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温服。 

治寒疫厥阴厥逆泄利者。 

参甘归芍麦冬栝蒌汤 

                                 
①全 原作“病”，据蜀本、集成本改。 
②逆 原作“阴”，据蜀本、集成本及本章正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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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三钱 甘草三钱，生 当归三钱 芍药三钱 麦冬三钱 栝篓根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热服。 

治寒疫厥阴发热消渴者。 

三阴治法 

伤寒三阴之病，皆三阴脏证而非经证。经证者，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但在三
阴之经，不入三阴之脏。法以太阳为主，不论何日，总是麻黄汤证，不必另立三阴之门也。仲
景三阴诸法，原为三阴脏病而设。寒疫亦然，其但在三阴之经，总是紫苏汤证，以其离经而入
脏，不得不另立专法也。 

其传经而不传脏者，六日经尽，自能汗解。缘里阳不虚，卫无内陷之由，正复邪衰，自然
外发。凡过期缠绵不得汗解者，皆阴盛而入脏也。阳盛入腑，则潮热汗出而不解，阴盛入脏，
则厥冷无汗而不解。寒疫入腑者少，入脏者多。温疫之死，死于阳旺而入腑，寒疫之死，死于
阴旺而入脏。 

小儿痘病，即大人之寒疫。其阳虚卫陷，痘疮瘪塌而死者，皆阴盛而入脏也。 

寒疫之感，受在太阳少阴两经。寒水之气旺，感于太阳之经，则传于少阴之脏。少阴主水，
五脏之阴，莫盛于少阴，太阴厥阴之病，悉因少阴之水旺，泻癸水而益丁火，三阴之通法也。 

   



 30 

四圣悬枢卷三 
昌邑黄元御坤载著 

小儿痘病，即大人寒疫。寒伤营血，营闭而卫郁，卫气外发则生，内陷则死。非解仲景《伤
寒》，不知寒疫，非解寒疫，不知痘病。但以先圣无言，古经①阙载，后世庸工，未烛②厥③理，
涉水迷津，凿山罔道，灵关弗启，玄钥难开。篇章累架，悉凭虚公子④之言，著作连箱，皆乌⑤

有先生⑥之论。致令孩提不禄⑦，襁负⑧夭亡⑨，方出人关，已登鬼录⑩，纵使昔之寿民，且为今
之殇子。痛此亿万婴童，横罹冤酷。怛⑪然悲惋，心折⑫骨惊，作痘病解。 

痘病解第三 

痘病根原 

痘病者，寒疫之伤荣血也。此因木火发泄，营阴不敛，是以寒侵于血分。寒伤大人，则为
寒疫，小儿⑬则为痘证，其⑭病一也。而证则异焉。 

气统于肺，血藏于肝，肺气清凉而降敛，肝血温暖而升发，自然之性也。血性宣扬，而寒
性闭涩，寒伤营血，闭其皮毛，营愈闭而愈欲发。发而不透，外束卫气，故卫郁而为热。六日
经尽，卫气郁隆，发于汗孔，形同豆粒，是以名痘。小儿寒水蛰藏，相火未泄，皮毛之密，异
于大人，故感冒寒疫，卫郁而痘发。痘粒圆满，卫郁散布，则热退而病除矣。 

小儿未尝不感伤寒，而未始病痘，至寒疫之邪，缠绵固涩，最难解散，小儿肌肤致密，感
之则痘生焉。 

岭南塞北，不见此病。地暖则孔窍不闭，地寒则皮毛不开，故感而不伤也。 

痘病消长 

小儿寒疫传经，亦同大人，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
厥阴。六经俱尽，卫气外发，而生痘粒。一经之郁散，则一经之病解。七日太阳病衰，八日阳
明病衰，九日少阳病衰，十日太阴病衰，十一日少阴病衰，十二日厥阴病衰，卫气尽达，而痘
愈矣。 

阳盛者，经阳司气而热郁于外，阴盛者，脏阴当权而寒郁于内。阳盛则红白而起发，阴盛
则紫黑而塌陷，以阳长而阴藏，其性然也。起发则生，塌陷则死，故阴不可长而阳不可消。阳
莫盛于阳明，阴莫盛于少阴，阳盛则阳明之经病也，阴盛则少阴之脏病也。脏阴太盛，寒及于
经，而脏中之阳亦消，经阳太盛，热连于腑，而脏中之阴亦耗。脏寒则宜温补，而腑热不可寒
泻，补则卫发而痘长，泻恐卫陷而痘消。明于消长之理，崇阳明而黜少阴，痘家不易之法也。
仲景《伤寒》少阴之篇：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趺阳，胃脉。实痘病之玉策金绳⑮也。 

                                 
① 经  原作“今”，音近之误，据蜀本、集成本改。 
② 烛  明也。《文选·西京赋》：“光炎烛天庭。”薛《注》：“烛，犹明也。”在此引申为洞悉。 
③ 厥  《尔雅·释言》：“厥，其也。” 
④ 虚公子  虚拟之人名，本无其人。《文选·西京赋》：“有凭虚公子者。” 
⑤ 乌  原作“非”，意近之误，据蜀本、集成本改。 
⑥ 乌有先生  虚拟之人名，本无其人。《史记·司马相如传》：“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 
⑦ 不禄  夭折也。《礼·曲礼》：“寿考曰卒，短折曰不禄。” 
⑧ 襁负  以襁褓背负也。《论语·子路》：“襁负其子而至矣。” 
⑨ 亡  原作“年”，据蜀本、集成本改。 
⑩ 鬼录  死者之名籍也。《文选·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观其姓名，已为鬼录。” 
⑪ 怛  音达。《方言一》：“怛，痛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⑫ 心折  犹言心碎喻论伤感至极。《文选·别赋》：“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 
⑬ 儿  原作“人”，据蜀本、集成本改。 
⑭ 其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改。 
⑮ 玉策金绳  以玉为简，谓之玉策。以金为绳，编束玉策，谓之玉策金绳，秘籍之称谓也。《后汉书·方术传序》：“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局于
明灵之腑，封滕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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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吉寒凶 

痘发于阳盛而外热，陷于阴盛而内寒，是以感病之时，热甚者吉，热微者凶。 

发热三日，三阳之盛也。发热二日，则太阳之阳虚，故一日不热。发热一日，则阳明之阳
虚，故二日不热。阳虚则卫郁不发，即暂时略发，而究不茂长，终必塌陷。一入三阴之脏，热
退寒生，死不可医矣。 

阳贵阴贱，凡病皆然，至于痘家，尤为甚焉。阴贵之证，除温病、温疫、伤寒阳明实证外，
他未尝有也。是以三阳之经热，痘家之生途，而一见少阴之寒来，即寓死机，恐其寒来而热不
继发也。三阴之脏寒，痘家之死路，而一见厥阴之热发，即为佳兆，喜其热发而寒不再来也。
其阳复而热过者，疳蚀痈溃，不无后患，然既己出死路而登生途，纵治法乖违，未免损伤，究
为肢体残缺之人，犹胜作官骸周全之鬼也。 

抑阴扶阳 

痘家自始至终，全赖阳旺。阳减一分，则其异时发达收结，必有一分欠缺。其甚则红紫凹
塌，而卫气不升。其次则灰色平陷，而卫气不长。其次则泡壳空虚，而卫气不充。其次则皮肤
脆嫩，而卫气不敛。卫有不到之处，即人有危亡之忧，纵毫无欠缺，痂退病除，而瘢色老嫩，
犹关性命。 

黑者上吉，红者无虑，白者终凶。黑者，阳旺而热盛也，红者，阳平而热调也，白者，阳
虚而热败也。 

凡见诸证，当竭力扶阳，以挽末路。惟烦热频作，痘色枯焦，此少阳相火之旺，厥阴风木
之郁。缘木司营血而主色泽，血虚不能华色，而风木消烁，愈失光润，故见枯焦。宜以柴胡、
黄芩、地黄、芍药，泻相火而滋风木。肌肤白华，原非下证，痘家误服硝黄而反起发丰润者，
正是此种。此是误用而误效，虽能奏效，究竟是误。庸工见其偶效，以为痘有下证，死有余辜
者也。 

太阳经证 

头痛腰痛发热恶寒嗽喘嚏喷 

太阳在六经之外，皮毛之分，次则阳明，次则少阳，次则太阴，次则少阴，次则厥阴，近
于骨矣。卫司于肺，营司于肝，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而总统于太阳。 

寒自外感，而伤营血，故太阳先病。寒性闭涩，窍开①寒入，闭其皮毛，血不得泄，是以
伤营，阴内阳外，气之常也。寒伤营血，皮毛闭塞，营阴欲泄，肤无透窍，外乘阳位，束其卫
气。卫气内郁，则遏闭而为热，营血外束，则收藏而为寒，阴阳易位，彼此缠迫，故发热而恶
寒也。太阳之经，自头下项，行身之后，经气迫束，故头项、腰脊、骨节俱痛也。皮毛外阖，
肺气壅遏，逆行上窍，泄之不及，故嗽嚏喘促也。营血遏郁，木气不畅，肝木不升，则振撼而
为悸，胆木勿降，则悬虚而为惊也。足少阳行于身后，手厥阴行于中指，少阳之相火上逆，故
耳后筋红，厥阴之相火下陷，手厥阴亦为相火。故中指节冷也。 

营为寒侵，束闭卫气，卫气不达，郁而生热，是营伤而卫病也。宜②紫苏汤，苏叶发其皮
毛，杏仁利其肺气，桂枝通经而行营血，甘草培土而补中气。使寒随汗散，营开而卫泄，则不
生痘病矣。 

紫苏汤 

苏叶三钱 桂枝一钱 杏仁二钱，泡 甘草一钱，炙 
                                 
① 窍开  原作“开窍”，据蜀本、集成本改。 
② 宜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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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煎半杯，热服，覆衣，取汗。 

治小儿寒疫太阳经证，而未成痘者①。 

冬月寒盛，须以麻黄发之。 

阴阳盛衰② 

太阳一经，三阳三阴之纲领也，阳盛则外传三阳之经，阴盛则内传三阴之脏。阳盛者，三
阳当令，经热外发，则脏阴退避，而内寒不生，阴盛者，三阴司权，脏寒内动，则经阳败没，
而外热不作。阳盛则善长，故红③肿而外发，阴盛则善藏，故黑塌而内陷。外发则卫气升达而
人生，内陷则卫气沦亡而人死。阳盛者顺，阴盛者逆，自然之理也。究之病在太阳，不早解表
寒，其内传六经，卫郁痘发，已为顺中之逆。若于痘形未见之先，早以表药解之，令其寒散卫
泄，痘粒不生，是为顺中之顺也。 

庸工谬妄，以为脏腑之毒，不知解表，而又以寒泻，败其胃气④，小儿夭枉，千载奇冤。
此辈穰穰，何可胜诛也。 

停水不消 

太阳膀胱、职司水道，阳衰土湿之家，水不归壑，乘表寒外闭，里水郁发，逆行阳位，客
居心下。或原无停水，而渴饮茶汤，蓄积不化。水气阻格，肺胃不降，多生呕哆咳喘之证，肝
脾不升，多有泄利淋涩之条。水旺则火土双败，异日黑陷之基，实伏于此。是宜表里双解之苏
桂姜辛汤，苏叶泻其卫气，桂枝行其营血，甘草培土，芍药泻木，半夏、细辛、干姜、五味，
降冲逆而止咳呕。里气调而表郁宣，积水化汗，泄于皮毛矣。 

苏桂姜辛汤 

苏叶三钱 桂枝一钱 甘草一钱 芍药一钱 半夏二钱，洗 细辛一钱 干姜一钱 五味一钱 

流水煎半杯，热服，覆衣。 

治太阳经证痘未发，而有水气停阻者⑤。 

若下利，加赤石脂一钱。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二钱。若小便不利，加茯苓二钱。若
喘者，加杏仁一钱。若噫者，加附子一钱。 

烦渴发热 

太阳未传阳明，不作烦渴，内连阳明，卫郁发热，而外泄无路，烦渴乃生。以胃腑燥气，
因表郁而里应也。此在大人，或有表解而病此者，小儿不得汗泄，必连表证。宜白虎加元麦紫
苏汤⑥，清金而发表。气虚者，加人参以益气，防其渴止阳亡而卫气虚败也。 

白虎加元麦紫苏汤 

石膏二钱，生 知母一钱 甘草一钱 粳米半杯 元参一钱 麦冬三钱，去心 紫苏三钱 

流水煎至米熟，取半杯，热服，覆衣。  

治太阳经证未解，而见烦渴者⑦。 

人参白虎加元麦紫苏汤 
                                 
① 治小儿寒疫太阳经证，而未成痘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② 阴阳盛衰  原作“阴盛阳衰”，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义改。 
③ 红  原作“经”，音近之误，据蜀本、集成本改。 
④ 胃气  原作“卫气”，据蜀本、集成本及上文“不知解表”改。 
⑤ 治太阳经证痘未发，而有水气停阻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⑥ 白虎加元麦紫苏汤  原作“白虎加元参麦冬紫苏汤”，据蜀本、集成本及此方方名改。 
⑦ 治太阳经证未解，而见烦渴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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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一钱 知母一钱 甘草一钱
① 梗米半杯 人参一钱 元参一钱 麦冬三钱 紫苏三钱 

流水煎至米熟，取大半杯，热服，覆衣。 

治证同前②而气虚者③。 

寒疫之证，脏腑亦生湿寒，燥热者颇少。小儿相火未泄，阳旺之人，多有此证，白虎法不
可不备也。 

血升鼻衄 

太阳未传阳明，卫郁非盛，尚无衄证，一传阳明，卫气郁遏，经络勿容，逆循鼻窍，冲逼
营血，则见衄证。衄则卫郁升泄，痘可不生。然衄解较之汗解，损伤颇重，且恐卫郁不尽发泄，
而衄后阳虚，痘不茂长，则反坏大事。于其脉浮发热，鼻燥口干，卫郁欲衄之时，以紫苏石膏
地黄汤泻卫郁而凉血蒸，表解汗泄，则衄证免矣。 

紫苏石膏地黄汤④ 

苏叶三钱 桂枝一钱 杏仁一钱 甘草一钱 石膏一钱 生地一钱 麦冬三钱 丹皮一钱 生姜一钱 大枣一枚 

流水煎半杯，热服，覆衣。 

治太阳将传阳明，脉浮发热，鼻燥口干，欲作衄证者⑤。 

阳明经证 

呕吐泄利 

阳明之经，在肌肉之分，皮毛之内。太阳经病，以次相传，二日则及阳明。其经挟口环唇，
行身之前，经气上壅，故鼻干口燥而胸满。胃者，水谷之府，一传阳明，必见吐泄。以少阳甲
木，从阳明戊土下行，表寒束迫，阳明经气不能顺降，壅碍甲木下行之路，甲木郁遏，而贼戊
土，胃腑被逼，失其容受之量，水谷在中脘以上者则为呕吐，在中脘以下者则为泄利。 

呕利者。入腑入脏之先机也。阳明胃腑，从燥金化气，太阴脾脏，以湿土主令，阳盛则呕
泄亡阴，入腑而生热，阴盛则吐利亡阳，入脏而生寒。 

寒疫之病，大人卫泄而汗解，小儿卫发而痘生，全恃乎胃阳盛而燥气长也。于其呕泄方作
之时⑥，扶阳明而抑太阴，一定之法也。 

紫苏葛根升麻汤 

苏叶⑦
三钱 葛根二钱 桂枝一钱 芍药一钱 甘草一钱 升麻一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阳明经泄利者。 

紫苏葛根半夏汤 

苏叶三钱 葛根三钱 桂枝一钱 芍药一钱 半夏二钱 生姜一钱 甘草一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① 甘草一钱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人参白虎汤组成补。 
② 治证同前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③ 而气虚者  原脱，诸本均同，据本章正文“气虚者，加人参以益气”、卷二人参白虎加元麦汤“治寒疫太阳经罢，气虚烦渴者”补。 
④ 紫苏石膏地黄汤  原作“紫苏地黄石膏汤”，据蜀本、集成本及本章正文改。 
⑤ 治太阳将传阳明……欲作衄证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⑥ 方作之时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石印本补。 
⑦ 苏叶  原作“紫苏”，诸本均同，据紫苏汤、紫苏葛根半夏汤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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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阳明经呕吐者。 

发热出痘粒满痂生 

小儿痘证，原于卫郁，卫阳极盛，而后外发。阳莫盛于阳明，表寒外束，阳气郁隆，是以
发热。日传一经，而至少阳，三阳俱病，卫郁盛发，故发热三日，而见痘形。四日太阴，五日
少阴，六日厥阴，正阳当令，六经俱周。三阳不消，三阴不长，卫气郁满，经脉莫容，既无内
陷之窍，自当外寻出路，而发于汗孔。汗孔一开，卫气外泄则为汗。寒束窍闭，汗孔莫开，卫
气升腾，冲突皮肤，穹隆起发，是以成痘。 

痘者，卫郁外发，而不得汗泄者也。此在大人，经脉疏阔，而卫气虚损，六日之内，满而
不实，经尽之后，又能汗解，故无痘证。小儿卫盛阳满，窍隧紧密，外感寒淫，肌表不泄，与
大人同病，而证状悬绝，发为颗粒，此痘病之原由也。 

卫气莫泄，发越丰隆。再三日而痘粒完满，再三日而卫郁透彻，痂生热化，病退而人安矣。 

凡诸疮疿①，血肉肿溃，脓成必泄。痘粒之肿，不关血肉，只是卫气冲腾，皮肤泡起。经
阳升发，氤氲叆叇②，影影如浆，其实非脓。经热外烁，皮肤焦结，痂落皮损，是以成麻。计
其起落，十有二日，而后病愈。 

大人病此，多愈于六七日之间者，六经既遍，邪退正复，自能汗解。小儿无汗，卫气不泄，
是以再加六日，卫郁发尽，结为痘证，粒满痂生，而后病退。其卫盛者，六七八日经尽而即起，
其卫虚者，十七八日三经周[2]而后平也。 

红白消长 

痘病卫郁营内，外发则生，内陷则死，而其外发之权，全赖乎阳明之经。营生于太阴，卫
化于阳明，肝藏血而脾乃生血之本，肺藏气而胃为化气之原也。 

营内卫外，自然之位，寒伤表闭，卫气不得外行而反内郁，营血不得内守而反外束。卫气
发于营血之内，是以痘粒初生，营血包裹，全是红色。太阴虚而阳明盛，则卫阳外发而营不得
闭。方其初发，重围未透，营血朦胧，红不遽退。及其升发③散越，透彻无郁，营阴退落，红
线绕根，光圆白润，血色全消矣。卫统于肺而外司皮毛，卫虚则泡壳清薄，卫盛则泡壳苍厚。
阳气醇浓，雾洒烟霏，游溢升腾，郁郁蔼蔼。卫气全升，经热尽泄于痘泡之内，郁消热化，壳
硬皮焦，痂落疮平，初④于经脏无伤也。太阴盛而阳明虚，则营阴外闭而郁不能发。纵竭力升
发，而群阴障蔽，不得外达，血色迷蒙，久而莫消。卫气郁抑⑤，势必内陷，卫陷则痘粒瘪⑥塌
而命陨矣。 

卫郁则红变而紫，卫陷则紫转而黑。庸愚见其红紫，以为血热毒深，而用凉解之剂，助其
内⑦陷。赤子夭疡，祸流千载，念之眦裂冠冲，辄欲死鞭⑧其尸，生拔其舌!悠悠苍天，此恨何
极也！ 

参芪丹桂红蓝汤 

人参二钱 黄芪二钱 桂枝一钱 芍药一钱 甘草一钱 丹皮二钱 红花一钱 

流水煎半杯，热服。 

                                 
① 疿  音费。同“痱”。《素问》：“汗出见湿，乃生痤疿。” 
② 叆叇  音爱代，浑浊不明貌。《慧琳音义》：“埤（pi）苍云，叆叇，云气不明也。” 
③ 发  原作“阳”，诸本均同，据下文“纵竭力升发”改。 
④ 初  凡列本其事者皆言初。《左传·隐元年》：“初，郑武公娶于申。” 
⑤ 抑  原作“陷”，据蜀本、集成本及上下文义改。 
⑥ 瘪  《全书》本作“痒（癢）”。“痒塌”，义不可解。疑为“瘪（癟）塌”形近之误。径改。后同。 
⑦ 内  原作“亡”，据蜀本、集成本改。 
⑧ 鞭  《全书》本作“硬”，据《十一种》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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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色红过经不退者。 

发紫变黑顶平根散 

痘粒初生，营阴闭束，卫气冲发，红点外形。及至卫气盛发，突围而出，营血退缩，周外
环绕，痘泡圆白，红根如线。其红根之紧细者，卫气之冲逼也，其白泡之丰圆者，营血之敛束
也，此为营卫之俱盛。 

营衰则红根散漫，敛束不紧，卫衰则白顶灰平，升发不快，营卫俱衰，则顶平而根散，不
能圆紧也。其卫气更虚者，重围不透①，血色终存。卫气怫②郁，燥闷烦渴，则红变而紫。及其
陷没，则紫变而黑。其极虚者，一郁遂陷，不作热烦，则红变而黑，紫不久驻。其红、其紫、
其黑，皆阴盛阳虚，卫气不能外发也。  

参芪桂麻汤 

人参二钱 甘草一钱 黄芪三钱 桂枝一钱 升麻一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顶平者。 

参归芍药汤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 当归三钱 芍药三钱，醋炒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根散者。 

参芪蓝苏石膏汤 

人参三钱 甘草一钱 黄芪三钱 石膏二钱 苏叶三钱 红花二钱 升麻一钱 丹皮一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色紫而烦渴者③。 

如无烦渴，去石膏④。 

郁重粒多蒙头锁项抱鼻环唇肿消眼闭⑤ 

痘病营闭卫郁，郁轻者稀，郁重者密。密之极者，卫郁不能尽发，危证也！此当用清补温
散之剂，使卫旺表疏，阳郁尽发，不至死也。 

蒙头锁项者，足三阳之不降也。手之三阳，自手走头，足之三阳，自头走足，而总由于项。
阳根下弱，营阴闭束，经气不降，故头项偏多。太阳在后，阳明在前，少阳在侧，各有其部，
而悉缘阳明之弱。阳明者，三阳之长，阳明不降，故太少二阳逆行而上也。抱鼻环唇者，阳明
⑥之不降也。手足阳明之经，挟鼻环唇，阳明不降，故环抱于口，亦以阳明之虚也。四肢秉气
于脾胃，脾旺则气达手足之掌，胃旺则气达手足之背。足之三阴，皆随太阴而上升，足之三阳，
皆随阳明而下降。太阴主营，阳明主卫，痘者卫气之郁发，则关乎阳明而不关乎太阴。卫气昼
行于六阳，夜行于六阴，手足背外之痘，阳明之气也，手足掌内之痘，亦阳明之气也。阳明旺
则发布于手足，阳明虚则上壅于头面。此当补阳明以壮卫气，使卫气四达，亦可生也。 
                                 
① 重围不透  原作“重圆重透”，蜀本作“重围已透”，它本均作“重圆已透”。据前文“及至卫气盛发，突围而出”、后文“其红、其紫、其黑，皆阴
盛阳虚，卫气不能外发也。”改。 
② 怫  音浮。《说文》：“怫，郁也。”《汉书·邹阳传》：“太后怫郁泣血。” 
③ 治色紫而烦渴者  原作“治色紫者”，据蜀本、集成本及本章“燥闷烦渴，则红变而紫”改。 
④ 如无烦渴，去石膏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石膏治证补。 
⑤ 眼闭  原作“眼开”，据蜀本、集成本及本章正文“肿消而眼闭”改。 
⑥ 阳明  其下原衍“经”字，据蜀本、集成本及下文“阳明不降”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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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升发之时，郁重粒多，头面偏密者，肤肿眼合，自是常事。若肿消而眼闭①者，即卫气
之陷也。亦当补阳明以益卫，疏太阴以开营，使营散而卫发，万无一②失也。 

参芪姜苏石膏汤 

人参二钱 甘草一钱 黄芪三钱 石膏一钱 大枣三枚 苏叶三钱 生姜一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痘密者。 

参甘苓夏汤 

人参三钱 甘草二钱 茯苓三钱 半夏三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痘抱鼻环唇者。  

参芪麻桂红蓝汤  

人参三钱 甘草一钱 黄芪三钱 桂枝一钱 丹皮一钱 红花一钱 升麻一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肿消眼闭③者。 

阳明府证 

潮热谵语腹痛便秘 

痘粒外发，全赖阳明之旺，阳气太盛，则自阳明之经而入阳明之腑。寒疫阴盛而入脏者多，
阳盛而入腑者少，痘病之死，皆由阴盛而阳陷也。阳盛入腑，万不一死，是为上吉。但腑燥便
结，阳气过亢，亦当滋其肠胃，以救脏阴，不可轻用承气。伤寒表证未解，误服下药，陷其表
阳，则生结胸心痞诸变，寒疫亦然。痘病卫气升达，最忌表阳内陷，承气之证，未易多见也。
设其谵语潮热，腹痛便涩，恐其土燥阴亡，不得不泻，则以承气而加滋润之药下其糟粕，以泻
胃热而不至伤其精气。自④非然者，硝黄枳朴，寒泻脾胃之剂，不宜孟浪也。 

盖大人寒疫，而传胃腑，胃阳郁发，毛理蒸泄，表寒尽解，全是内热。汗去土焦，燥粪堵
塞，不用攻下，胃火燔蒸，无从渫⑤越。恐三阴枯搞，精液消亡，故有缓攻之法，又有急下之
条。小儿寒束表密，汗液未亡，金土燥热，不至如大人之甚。缓攻之疾，固宜详审，急下之病，
更当斟酌。以承气之法，能亡阳盛之微阴，最泻阴盛之微阳。小儿一线生阳，甚易扑灭，而痘
粒发达，专凭胃气，倘其一下而卫陷，则大事坏矣。 

天地苁蓉汤 

生地三钱 天冬二钱 甘草一钱，生 肉苁蓉三钱 麻仁二钱，炒，研 白蜜半杯 阿胶二钱，炒，研 当归二钱 

流水煎一杯，分服。 

治阳明腑证，胃燥便结，不必攻下者⑥。 

                                 
① 眼闭  原作“眼开”，据蜀本、集成本及上文“肤肿眼合”、下文“卫气之陷”改。 
② 一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改。 
③ 眼闭  原作“眼开”，据蜀本、集成本及本章正文“肿消而眼闭”改。 
④ 自  假如也，与“非”连用。《左传·成十六年》：“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 
⑤ 渫  音泻。《说文》：“渫，除去也。”《文选·江赋》：“渫之以尾闾。” 
⑥ 治阳明腑证，胃燥便结，不必攻下者  原作“治胃燥便结者”，据蜀本、集成本及本章正文改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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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表寒未解，无服承气之法，服则表阳必陷，祸变即生。小儿痘病，以不得汗泄，故卫
气郁冲，而发颗粒，无表解出痘之理。而痘粒升达，全恃卫气，卫气发越，专赖胃阳。一服下
药，胃阳败泻，卫气必陷，窃谓痘病，必无服承气之法。设其胃燥便结，确有下证，用苁蓉滋
润肠胃，以滑大便，不可辄用寒泻也。 

小承气加生地苁蓉汤 

大黄三钱 厚朴二钱，炒 枳实二钱，炒 肉苁蓉三钱 生地三钱 白蜜半杯 

流水煎大半杯，分，热服， 

调胃承气加生地苁蓉汤 

大黄二钱 甘草一钱 芒硝二钱 肉苁蓉三钱 生地三钱 白蜜半杯 

流水煎大半杯，分，热服。 

大承气加生地苁蓉汤 

大黄三钱 枳实二钱  芒硝二钱 肉苁蓉二钱 生地三钱 白蜜半杯 厚朴二钱 

流水煎大半杯，分，热服。 

痘病阳盛则吉，阴盛则凶，凡诸死证，皆由阴盛而卫陷，断无阳旺而人亡者。寒疫脏寒者
多，腑热者少，即其阳旺入腑，而表寒未解，亦无服下药之法。余谓痘家纵有承气证，必不可
服承气汤，存此承气三法，以备非常之变，非为寻常痘证设也。 

乃有妖①魔下鬼，无知造孽，妄作《琐言》、《正宗》诸书，以祸天下。群愚贸昧，醉梦习
之，动以大剂硝黄毙人性命。天道神明，人不可以妄杀，此辈只可担粪，何敢业医！穷凶肆虐，
罪大恶极，生无人诛，死逃鬼责，吾不信也！ 

少阳经证 

惊悸吐泄寒战发热 

少阳之经，在筋脉之分，肌肉之内，阳明经病，以次相传，至三日及少阳。其经自目循耳，
行身之侧，下颈而合缺盆，由胸而走胁肋。从相火化气，右降而归癸水。病则经气不降，逆克
戊土，阳明壅塞，心胸满胀，愈阻少阳降路，遂与阳明之经痞结心胸胁肋之间，故有膈痛心痞
之证。相火上炎，浊气升腾，故有口苦咽干，目眩耳聋之条。戊土困于甲木，胃腑逼窄，水谷
莫容，故作吐泄。吐泄亡阴，则入阳明②之腑，吐泄亡阳，则入太阴之脏。入脏入腑，里气郁
满而表气壅碍，则有少阳诸证。若脏腑松畅，中气调和，但传少阳之经，诸证不作也。      

少阳甲木，生于壬水而降于癸水，而其下行，则随戊上。戊土下降，而甲木从之，水土栽
培，根本不摇，是以胆壮。阳明既病，两经俱逆，胆木虚飘，故生惊悸。位居阳明之里，太阴
之表，太阴主营，阳明主卫，营阴外束，卫气欲出，鼓荡振摇，则为寒战。卫气郁发，阳胜而
热，则寒往矣，胜极而衰，营阴闭藏，又复如初，阴胜而寒，则热往矣，故少阳之经，有寒热
往来之证。营卫相争，久分胜负，寒胜则入于太阴，热胜则入于阳明。入于阳明，则有生而无
死，入于太阴，则有死而无生。其入脏入腑，或死或生之机，总卜寒热之胜负。当其热来而寒
往，即为阳胜之征，及其热往而寒来，便是阴胜之候。最可虑者，寒来而热不能来，热往而寒
不能往也。 

其在大人，寒战而热来，即望汗解，其在小儿，寒战而热来，即望痘生，往来寒热胜负之
际，不可以不察也。 

                                 
① 妖  原作“么”，音同之误，据蜀本、集成本改。 
② 阳明  《全书》本作“阴明”。据《十一种》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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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柴胡汤 

柴胡三钱 黄芩一钱 人参一钱 甘草－钱 半夏三钱 生姜二钱 大枣三枚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寒热呕吐者。 

柴胡芍药石膏汤 

柴胡三钱 黄苓三钱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 半夏二钱 生姜二钱 大枣三枚 芍药二钱 石膏二钱，生，研 

流水煎大半杯，分，温服。 

治少阳热胜，半入阳明者。 

柴胡桂枝干姜汤 

柴胡二钱 半夏二钱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 生姜二钱 大枣三枚 干姜二钱 桂枝一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少阳寒胜，半入太阴者。 

少阳居阴阳之半，半表阳旺，则热胜而入腑，半里阴旺，则寒胜而入脏，吉凶生死，悉判
于此。庸愚妄作，以寒战为内热，而用泻下。此辈昏狂狞恶，不安下愚，敢肆凶顽，以祸苍生，
可恨也！ 

太阴经证 

腹满心痞呕吐泄利 

痘病四日，但传太阴之经，不入太阴之脏，此为顺证。阴胜寒作，则入于脏，伤寒痛满吐
利之条，次第发矣。《伤寒》：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得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
之，则胸下结硬。盖太阴以湿土主令，固有脏寒四逆之证。《伤寒·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
当温之，宜服四逆。而阳败湿淫，实为脾病之根。 

湿者，脾土之本气，寒者，肾水之客气，究之己土之湿，亦缘癸水之旺。戊土降于火位，
故其性燥，己土升于水分，故其性湿。土生于火而火死于水，火胜而土燥，则土能克水，水胜
而土湿，则水反侮土，火土双败，水邪凌侮，是以脾脏湿寒也。湿旺而燥衰，寒增而热减，则
太阴日胜，阳明日负，营血日长，卫气日消，痘家癟塌黑陷①之根，全由于此。凡诸死证，无
不缘于脾阴胜而胃阳负也。治太阴之脏，养中扶土，补丁火而泻癸水，无逾于茯苓四逆一方矣。 

苓桂参甘厚朴汤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 干姜一钱 茯苓三钱 桂枝一钱 厚朴一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太阴腹满者。 

苓桂参甘椒附汤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 桂枝一钱 茯苓三钱 蜀椒一钱 附子二钱 芍药一钱 粳米半杯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太阴腹痛者。 

                                 
① 陷  原作“塌”，据蜀本、集成本及上下文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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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甘姜苓半夏汤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 茯苓三钱 干姜一钱 半夏二钱 生姜一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太阴呕吐者。 

茯苓四逆加石脂汤 

人参二钱 甘草一钱 干姜二钱 附子二钱 茯苓三钱 石脂一钱，生用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太阴泄利者。 

少阴经证 

咽痛吐泄蜷卧四逆发痒黑陷便血便脓溃烂无痂痘疔坚石① 

痘病五日，但传少阴之经，不入少阴之脏，此为顺证。火败寒胜，则入肾脏，《伤寒·少
阴》欲寐、蜷卧恶寒、四肢厥逆、咽痛吐利之条，陆续见矣。少阴从君火化气，病则水胜而火
败，寒长而热消，必至之势也。 

少阴脉循喉咙，寒水上凌，相火失根，甲木逆冲，是以咽痛。寒水侮土，中气崩溃，胃逆
则呕，脾陷则利。阳动而阴静，阴胜阳奔②，水旺火熄，故蜷卧恶寒而但欲寐也。脾胃并主四
肢，寒水侮土，四肢失温，故手足厥逆。阳胜则卫气发达而肌肤鲜华，阴胜则卫气沦郁而皮毛
黎③黑，卫气幽埋④，不能发越，故郁而为痒。既不外发，则当内陷，势无中立之理，是以痒则
必塌，而黑则必陷也。水寒土湿，风木郁陷，疏泄不藏，是以便血。湿寒凝涩，膏血腐败，风
木失荣，是以下脓。卫气者，所以熏肤而充身，卫肌腠而敛皮毛，阳虚卫败，则肌肤失其收敛，
溃烂而无痂壳。阳性松活，阴性石坚，寒水坚凝而石，故主痘疔。阴莫盛于少阴，所谓肾者主
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素问》语。故阴气独盛。痘家死证，悉⑤以肾阴之盛也。 

甘桔元射汤 

甘草二钱 桔梗二钱 元参一钱 射干一钱 

流水煎半杯，热服。 

治少阴⑥咽痛者。 

茯苓四逆汤 

茯苓三钱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 干姜二钱 附子二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蜷卧恶寒，四肢厥冷者。 

呕吐，加半夏、主姜。泄利，加石脂。与太阴同法。 

茯苓桂枝参甘芪附麻苏汤 

人参三钱 甘草一钱 茯苓三钱 桂枝二钱 黄芪三钱 附子二钱 升麻一钱 紫苏三钱 

                                 
① 石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本章正文“阴性石坚”、本章参甘桂附红蓝汤证“治痘疔坚石”补。 
② 奔（fèn 偾）  《集韵》：“奔，覆败也。” 
③ 黎  通“黧”。《正韵》：“黎，黑也，与黧同。” 
④ 埋  原作“理”，形近之误，据蜀本、集成本改。 
⑤ 悉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补。 
⑥ 少阴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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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痒塌黑陷者。 

桂枝芍药黄土汤 

甘草一钱 白术二钱 附子二钱 阿胶一钱 生地一钱 桂枝一钱 芍药二钱 灶中黄土三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便血者。 

桃花汤 

干姜三钱 粳米半杯 赤石脂三钱 

流水煎至米熟，取半杯，入石脂末五分，温服。 

治便脓血者。 

苓桂参甘黄芪汤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 茯苓二钱 桂枝一钱 黄芪三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溃烂无痂者。 

参甘桂附红蓝汤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 茯苓三钱 桂枝一钱 附子二钱 红花二钱 苏叶二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痘疔坚石者。 

先用银针刺之，后服此汤①。 

厥阴经证 

气冲心痛咽疼消渴呕吐泄利便血便脓腹痛腰痛厥逆发热疳疮痈脓 

痘病六日，但入厥阴之经，不入厥阴之脏，此为顺证。木郁风动，则入肝脏，《伤寒》厥
阴气冲心疼、咽痛腰痛、消渴呕利、厥逆发热之证，必当渐生。厥阴以风木主令，土湿水寒，
木郁风生，郁冲于上，则心疼咽痛、呕吐消渴之条见，郁陷于下，则腰疼腹痛、泄利脓血之病
作。 

厥阴之脉，自足走胸，贯膈而循喉咙，上入颃颡②。冲于胸膈，则心为之疼，冲于颃颡，
则咽为之痛。木郁蠢化，则吐蛔虫。木败胃逆，则呕水谷。木陷于土，郁冲于前，则病腹痛。
木陷于水，郁冲于后，则苦腰痛。血藏于肝，谷消于脾，土败木贼，风令疏泄，脾伤则清谷不
止，肝伤则便血不收。厥阴风木，生于癸水而孕丁火，实为水火之中气，中气既病，故水火不
交，上热而下寒。水胜则发厥，火复则发热。少阴水胜而火败，故病甚则多死。厥阴水终而火
复，故病剧而或生。盖以阴极阳回，往往见绝而苏。其厥逆者，死机也。其发热者，生兆也，
而阳回热发，往往太过。热郁于上，则咽痛而吐脓血，热郁于下，则腹痛而便脓血，热郁于经，
则随在而发痈脓。凡疳疮剥蚀，唇齿消烂，痈脓腐溃，手足卷屈者，皆厥阴之热淫也。厥阴之
经，循喉咙之后，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颠，下颊而环唇，故疳生于唇口。厥阴主筋，

                                 
① 此汤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石印本补。 
② 颃颡  音航嗓。颃，《集韵》：“同吭，咽也。”颡，《集韵》：“音桑，义同。”后通嗓，喉也。《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头面部》：“玉堂在口内上
腭，一名上含，其窍即颃颡也。”清·张志聪《侣山堂类辩·音声言语论》：“肝脉循喉咙，入颃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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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筋皆会于节，膝踝肘腕者，筋骨之关节，故痈生于肘膝①。缘卫②郁不能外发，一得厥阴之热，
淫蒸腐化，则生疮痈。然虽热过营伤，而阳回痘发，卫气不陷，亦为厥阴之功。痘传厥阴之脏，
半死半生，当于厥热胜复之际，先事预防也。 

甘桔柴芩汤 

甘草一钱，生 桔梗二钱 柴胡一钱 黄芩一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咽痛者。 

风盛咽燥，加生地、白芍。 

参甘归芍括葵汤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生 当归一钱 芍药二钱 生地一钱 栝蒌根三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消渴者。 

苓桂参甘芍药附子汤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 茯苓三钱 桂枝二钱 附子二钱 芍药二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腰痛腹痛者。 

苓桂参甘归附汤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 茯苓三钱 桂枝二钱 附子二钱 当归二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厥逆不止者。 

吐泄治同太阴。 

当归芍药地黄汤 

甘草一钱，生 芍药三钱 生地三钱 当归一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发热太过者。 

芍药黄土汤 

甘草一钱 白术一钱 附子一钱 阿胶一钱 地黄一钱 芍药二钱 黄芩一钱 灶中黄土三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便血者。 

痘家便血者死，以水寒土湿而木陷也。宜暖水燥土，而清风木。 

白头翁汤 

白头翁二钱 黄连一钱 黄柏一钱 秦皮一钱 

                                 
① 膝  《十一种》本作脓，据《全书》本改。 
② 卫  原作“胃”，音近之误，据蜀本、集成本、下文“卫气不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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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便脓者。 

土虚木操，腹痛胁痛者，加甘草、阿胶。 

地黄芍药芩柏汤 

甘草一钱，生 芍药二钱 生地一钱 元参二钱 黄芩一钱 黄柏一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疳疮者。 

外以黄连、石膏、甘草、青黛等分，研细，时时涂之。 

甘草归地汤 

甘草一钱，生 当归一钱 生地一钱 芍药二钱 桔梗二钱 元参二钱 丹皮二钱 黄芩一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痈脓者。 

三阴治法 

痘家日传一经，六日而至厥阴，阳平而不入于腑，阴平而不入于脏，经尽卫发，此勿药而
有喜者。补泻之法，俱不可用，但须发表而已。阳盛则①离经而入腑，阴盛则离经而入脏，入
腑者有吉而无凶，入脏者少生而多死。此与伤寒、寒疫之证一也，而痘家之三阴，更为危险。
以其表寒闭束，甚于大人，卫气难发而易陷，死者十九也。 

凡病腑热则宜寒泻，脏寒则宜温补，此定法也，而痘家一证，则但有温补之法，而无寒泻
之条。盖伤寒攻下，皆在表解之后，痘家未有表解之时，是无可攻下之日也。若阴盛入脏，而
温补及时，十犹②救五，若温补后期，则九③死一生，若稍用寒凉，则百不一生矣。 

临痘证者，贵于在经而先觉，不贵于入脏而后喻。救之于履霜之前，则为良工，挽之于坚
冰之后，是为下士也。 

庸工谬妄 

痘理微妙，贤智不解，况中古医工，庸愚凡陋，何足知此！其于古先圣哲言之谆切者，犹
且背驰千里，况此之未经论著者乎！其荒唐讹谬，不必责也。至于《琐言》、《正宗》之类，巨
恶元凶，罪深孽重。而俗子庸夫，群而习之，以扇其虐，丑类凶徒，久而愈繁。此生灵之大祸，
仁人之深优，极当劈版焚书，不可留也。 

                                 
① 则  《全书》本作而，据《十一种》本及上下文改。 
② 犹  原作“死”，据蜀本、集成本改。 
③ 九  原作“十”，据集成本、石印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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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悬枢卷四 
昌邑黄元御坤载著 

小儿疹病，即大人温疫。风伤卫气，卫闭而营郁，营气内陷则死，外发则生。非解仲景中
风，不知温疫，非解温疫，不知疹病。 

疹病之义，岐伯、仲景，俱曾言之，而议论未详。后世庸工，不知凉营发表，而率用寒下，
徒伤里气。而卫闭不泄，营气郁沦，遂殒性命。庭树方蘗，而遭攀折，山木始生，而夭斧斤。
朝荣夕落，蕙兰与萧艾同伤，夏茂秋零，松柏共蒲柳先殒。半枕黄粱，已非故我，一榻槐安①，
竟为异物。人悉言愁，我欲赋恨，作疹病解。 

疹病解第四 

疹病根原 

疹病者，温疫之伤卫气也。此因金水敛藏，卫阳未泄，是以风袭于气分。风伤大人，则为
温疫，小儿则为疹病，其②病一也，而证亦同焉。 

血藏于肝，气统于肺，肝血温暖而升发，肺气清凉而降敛，自然之性也。气性闭敛，而风
性疏泄，风伤卫气，泄其皮毛，卫愈泄而愈欲敛，敛而不启，内遏营血，故营郁而为热。六日
经尽，营血郁勃，发于汗孔，红点圆平，其名曰疹。 

小儿寒水蛰藏，相火未泄，营血本自清和。一袭邪风，相火升炎，亦同大人，故感冒温疫，
营郁而疹发。疹点周密，营郁散越，则热退而病除矣。 

凡人中风，未尝病疹，温疫之邪，胶粘闭塞，封固难开，小儿肌表固密③，是以感之则疹
生焉。 

疹病之与中风，同是风邪，但气则疫疠而时则春夏④，血蒸而表密，故热散而发疹点，证
与中风不同也。 

疹病隐显 

小儿温疫传经，亦同大人，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
厥阴。六经既尽，营血外发，而生疹点。或发于三日之前，或发于六日之后，表邪之轻重不同，
经气之衰旺非一也。 

盖卫气敛闭，营郁热发，外无泄路，倘里有奥⑤援，则内传腑脏，如⑥脏阴未衰，表里异气，
营热不得内传，经尽之后，营热郁隆，自然外发。其经阳素旺，则热盛于三日之前，其经阴不
衰，则热盛于三日之后。邪轻而表疏，则外发之期早，邪重而表密，则外发之期晚。若卫闭而
营不能泄，则郁闷躁烦，昏狂迷乱之证，色色皆起。遇脏阴素虚，则营热内蒸，终不外发，五
脏燔烁，则人死矣。或发之未透，隐见于皮肤之内，郁而为痒，是为隐疹。隐疹者，营之半发
而未透者也。隐疹之家，营热郁积，久而肌肉腐溃，发为风癞。 

风癞由于隐疹，仲景论之于《伤寒·脉法》、《金匮·水气》之中，岐伯论之于脉要精微及
风论之内，而隐疹之名，岐伯未言，实始仲景。此先圣疹论之始也。 

太阳经证 

                                 
① 槐安 即槐安梦，亦称南柯梦。《石湖集·次韵宗伟阅番乐》诗：“尽遣余钱付桑落，莫随知梦到槐安。” 
② 其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补。 
③ 小儿肌表固密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补。 
④ 春夏 原作“夏春”，据蜀本、集成本乙转。 
⑤ 奥 同“燠”，热也。《正韵》：“奥与燠同。”《说文》：“奥，热在中也。” 
⑥ 如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上文“倘里有奥援”补。 



 44 

发热头痛 

太阳在六经之外，感则先病。太阳之经，总统营卫，风自外感，而伤卫气，故太阳先病。
风性疏泄，窍闭而风泄之，开其皮毛，气莫能敛，是以卫伤。卫秉肺气，素以收敛为性，风伤
卫气，皮毛露泄，而卫气愈敛，其性然也。卫闭而遏营血，血中温气不泄，是以发热。太阳寒
水之经，病则令气郁发，证见恶寒，温疫营遏热盛，故但热而不寒。其经自头下项，行身之后，
营卫壅塞，不得顺行，故头项腰脊骨节俱痛。卫司于肺，胸中宗气，卫之根本，卫郁窍闭，宗
气壅逆，逆行上窍，泄之不及，卫激而出，故生嗽嚏①。卫为风袭②，遏闭营血，营血不达，郁
而生热，是卫伤而营病也。宜③青萍汤，浮萍泻卫气之闭，芍药泻营血之郁，甘草、大枣，补
其脾精，丹皮、生姜，调其肝气。使风随汗散，卫开而营泄，则不生疹病矣。以方在太阳，血
热不深，用表药发之，只是汗出，尚无红斑也。 

青萍汤 

浮萍三钱 芍药二钱 甘草一钱，生 大枣三枚，劈 生姜二钱 丹皮二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覆衣，取汗。 

治疫疹初起，太阳证之轻者④。 

夏月热甚，须以元参佐之。 

脉紧无汗 

风伤卫气，脉浮头痛，发热汗出，以风泄于外而气不能闭也。若脉浮而紧，发热恶寒，身
疼腰痛，烦躁无汗而喘促者，是气闭于内而风不能泄也。 

温疫亦然，凡风强则疏泄而有汗，气强则敛闭而无汗。有汗者轻，表疏则营郁易发，无汗
者重，表密则血热难宣，此当以青萍石膏清散经邪。是时未传六经，营郁尚浅，风消热泄，则
斑点不生，一汗而解矣。 

青萍石膏汤 

浮萍三钱 石膏二钱，生，研 杏仁二钱，泡去皮尖 甘草一钱，炙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 

流水煎半杯，温服，覆衣。 

治疫疹初起，太阳证之重者⑤。 

烦热燥⑥渴 

疹传阳明少阳，燥动火炎，则生烦渴。若方在太阳，而烦渴已见，此其三阳素旺，将来多
传阳明之腑。盖温疫之邪，受在少阳厥阴两经，足少阳从相火化气，足厥阴以风木主令。胃阳
旺而燥盛，则风火激烈而烦渴以生，脾阴旺而湿盛，则风火清宁而烦渴不作。如烦渴见于太阳
寒水之经，则火盛水负，湿亏燥盈，是其素秉如此矣。 

火炎就燥，必传胃腑，此在大人，或有表解而病此者，小儿表密，必连经证。宜白虎加元
麦青萍汤，清金而发表，绝其传腑之源也。 

白虎加元麦青萍汤 

石膏二钱，生 甘草一钱 知母一钱 粳米半杯 元参一钱 麦冬二钱，去心 浮萍二钱 
                                 
① 逆行上窍……故生嗽嚏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补。 
② 卫为风袭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补。 
③ 宜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补。 
④ 治疫疹初起，太阳证之轻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⑤ 治疫疹初起，太阳证之重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⑥ 燥 原作“躁”，形近音同之误，据蜀本、集成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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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煎至米熟，取半杯，热服，覆衣。 

治疫疹初起，阳气素旺者①。 

寒热胜负 

太阳以寒水主令，病则令气遏郁，而见恶寒。凡太阳经病，表阳闭束，发热而恶寒者，其
常也。水旺则寒胜其热，火旺则热胜其寒。 

君火胎于营血，相火者，君火之佐也。温疫营郁热发，动其君相之火，火必胜水。寒水未
至颓败，犹稍见恶寒，寒水败亡，则寒从热化，但热而无寒。疹家稍见恶寒者轻，但热无寒者
重。凡病不宜水旺，而寒水之在疹家，则贵若拱璧②，宜补不宜泻也。 

阳明经证 

鼻干口燥呕吐泄利 

阳明经在太阳之次，太阳表邪不解，以次内传，二日则及阳明。其经挟口环唇，行身之前，
经气上壅，则鼻口干燥而胸膈胀满。戊土上逆，碍甲木降路，甲木郁遏，而贼戊土，胃不能容，
则作吐泄。温疫阳盛阴虚，但恐吐泄之亡阴，不虑吐泄之亡阳，吐泄亡阴，则入胃腑，吐泄者，
疹家传腑之根也。 

青萍葛根汤 

浮萍三钱 葛根三钱 石膏二钱 元参一钱 甘草一钱 生姜二钱 

流水煎半杯，热服。 

治阳明经疹病，口燥鼻干，烦热不眠者。 

青萍葛根芍药汤 

浮萍三钱 葛根三钱 石膏二钱 元参一钱 甘草一钱 生姜二钱 芍药一钱 

流水煎半杯，热服。 

治疹病阳明经证备，而③泄利者。 

青萍葛根半夏汤 

浮萍三钱 葛根三钱 石膏二钱 元参一钱 甘草一钱 芍药一钱 生姜二钱 半夏二钱，洗 

流水煎半杯，热服。 

治疹病阳明经证备，而④呕吐者。 

经热传腑 

阳明经病，此在大人，汗之太过，则津亡而入胃腑，汗之不及，则热郁而入胃腑。小儿表
密，不患⑤其多汗之亡津，只虑其无汗而热闭。小儿温疫，方在阳明之经，法宜透泻其表，以
散经热。汗出热散，自无入腑之虑。若表邪不解，阳旺之人，必传胃腑，传腑则不得不用承气
诸方矣。 

阳明腑证 

                                 
① 治疫疹初起，阳气素旺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补。 
② 拱璧 《左传·襄二十八年》：“与我其拱璧。”《疏》：“拱，谓合两手也。此璧两手拱抱之，故为大璧。”在此作珍宝解。 
③ 阳明经证备而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疫病解第二此方方后语“治温疫阳明经证，泄利者”补。 
④ 阳明经证备而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疫病解第二此方方后语“治温疫阳明经证，呕吐者”补。 
⑤ 患 原作“忠”，形近之误，据蜀本、集成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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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热谵语腹痛便秘 

伤寒中风，一传阳明之腑，腑热熏蒸，开其皮毛，则见大汗。汗愈泄而土愈燥，表病则以
汗解，而腑病则以汗增。疫邪固涩，汗出颇难，而小儿表密，更无自汗表解之理。虽传胃腑，
而表证自在，此与伤寒中风之腑证不同，即与大人温疫之腑证亦殊。然有汗无汗之间，长幼自
别，而潮热澹语，腹痛便结之条，亦不得迥相悬隔。盖汗亡而土燥，与无汗而火郁，皆成腑病，
殊途同归，无有二也。 

腑阳旺而脏阴亏，营热内蒸，不得外发，此疹家殒命之原。相其轻重，泻以承气三汤，而
加养阴凉血之味，脏阴续复，经热不能内陷，自然外发矣。 

调胃承气加芍药地黄汤 

大黄三钱，生 甘草一钱，生 芒硝一钱
① 芍药二钱 生地三钱 

流水煎半杯，入芒硝，火化，温服。 

治疹病阳明腑证，烦热谵语便秘者②。 

小承气加芍药地黄汤 

大黄二钱 厚朴二钱，炒 枳实二钱，炒 芍药二钱 生地三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疹病烦热谵语，痛满便秘者③ 

大承气加芍药地黄汤 

大黄四钱 芒硝二钱 厚朴二钱 枳实二钱 芍药二钱 生地四钱 

流水煎半杯，入芒硝，火化，温服。 

治疹病烦热谵语，痛满便秘而燥者④。 

攻下缓急 

温疫非必传胃腑，以其原无内热，只是外感，与温病之内热素积者不同。然营郁热盛，遇
胃家阳旺，则表里感发，传腑甚易。虽未必人人传腑，而腑证颇多。但用承气攻下，必在表解
之后。若表证未解，须以青萍、石膏、知母、生地清润肠胃，凉泻肺心，而透发其表，不可攻
下。如六日之外⑤，经尽腑郁，势不可待，乃用下法。腑热既清，营郁自发。第俟其自发，不
如承气之中，参以表药，使其腑热泻于魄门，经热泻于汗孔，一方而双解之，更为善也。 

庸工不论经腑，逢人则下，固是错误，即腑病将成，经病未解，而遽下于六日之前，亦为
孟浪。小儿脆弱，那可肆意如此也。 

白虎加青萍地黄汤 

浮萍三钱 生地三钱 石膏二钱 知母－钱 甘草一钱，生 粳米半杯 

流水煎半杯，热服，覆衣。 

调胃承气加白芍青萍汤⑥ 

                                 
① 一钱 其下原衍“生”，据蜀本、集成本删。 
② 治疹病……便秘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③ 治疹病……便秘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④ 治疹病……而燥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⑤ 外 原作“分”，据蜀本、集成本改。 
⑥ 调胃承气加白芍青萍汤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本章正文“承气之中参以表药”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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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三钱 芒硝一钱 甘草一钱 芍药一钱 浮萍三钱 生姜二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少阳经证 

目眩耳聋口苦咽干胸痛胁痞呕吐泄利 

少阳经在阳明之次，阳明表邪不解，以次内传，三日则及少阳。其经自頗下项，行身之侧，
由胸而走胁肋，归癸水而化相火。病则经气不降，逆克戊土，戊土被贼，不得下行，遂与少阳
之经，彼此缠迫，故有心胸痞塞，胁肋鞕满之证。相火上炎，浊气升突，故有口苦咽干，目眩
耳聋之条。胃腑被逼，不能容纳水谷，故作吐泄。少阳居表里之间，阴阳之介，阳盛则传于腑，
阴盛则传于脏。温疫营郁热旺，脏寒不作，但有阳盛而传腑者，未有阴盛而传脏者。缘温疫之
病，热在营血，而营血之热，全因相火之郁。伤寒中风，寒热往来之证，至此则第苦热来而不
病寒来，以其相火郁隆，寒不胜热也。 

柴芩栝蒌芍药汤 

柴胡三钱 黄芩二钱 半夏二钱 甘草一钱，生 生姜二钱 大枣三枚 栝蒌根三钱 芍药三钱 

流水煎半杯，热服，覆衣。 

治少阳疹病，目眩耳聋，口苦咽干，胸痛胁痞者。 

大柴胡加元参地黄汤 

柴胡三钱 黄芩二钱 半夏二钱 芍药二钱 枳实一钱 大黄二钱 生姜二钱 大枣二枚 元参二钱 生地三钱 

流水煎大半杯，温服，分二次。 

治少阳疹病，半入阳明胃腑，呕吐泄利者。 

三阳传胃 

温疫三阳经病，营郁热盛，阳旺之人，则传胃腑。或自太阳，或自阳明，或自少阳，内传
之来路不一，视其腑热郁发之早晚也。 

卫统于肺而实化于阳明，卫旺营虚，皮毛敛涩，腑热燔蒸而表无泄路，营郁莫达，此疹病
所由死也，若腑阳非盛，营热不能内传，经尽之后，自然外发。斑点一生，营郁解矣。 

痘家营闭而卫不能发则死，疹家卫闭而营不能发则死。卫气之发，赖乎阳明，营气之发，
赖乎太阴，故痘家最忌阳明之虚，疹家惟恐阳明之旺。滋太阳之寒水，泻少阳之相火，助己土
之湿，而润庚金之燥，治阳明腑证之大凡也。 

内外感伤，一切百病，悉由阳虚，不宜润药，其最宜滋润者，惟有此种，多服地黄、天冬，
愈善也。 

太阴经证 

腹满嗌干 

太阴经在少阳之次，少阳表邪不解，以次相传，四日则及太阴。其经自足走胸，行身之前，
温疫营郁热盛，三阴之经，化气于三阳，故病传太阴，则腹满而嗌干。与温病略同，但内热之
新故虚实不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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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化于阳明，营生于太阴，阳明旺而太阴衰，则卫闭而营不能发，太阴旺而阳明衰，则营
发而卫不能闭。营发则斑见而人生，卫闭则热亢①而人死。疹家斑点发生，全赖脾阴之旺，滋
益脾精，以泽燥土，疹家太阴之定法。 

内外百病，悉缘太阴之湿，而惟疹病，则惟恐其燥。己土非燥，营热不至里蒸，终当外发
也。 

青萍地黄汤 

浮萍三钱 生地三钱 丹皮二钱 芍药二钱 甘草一钱 生姜二钱 大枣三枚 

流水煎半杯，热服。 

治疹病太阴经证，腹满嗌干者②。 

少阴经证 

口燥舌干 

少阴经在太阴之次，太阴表邪不解，以次相传，五日则及少阴。其经自足走腰，行身之后，
以癸水而化君火。少阴百病，皆水胜而火负，而惟温疫，则火胜而水负，故口燥舌干而渴。以
其营郁热发，君相燔蒸，一水不敌二火，而再值木生火长之时，则水亏火盈，必然之势。滋益
肾水，以清壮火，疹家少阴之良规也。 

青萍天冬汤 

浮萍三钱 天冬三钱 生地三钱 元参二钱 丹皮一钱 生姜三钱 栝蒌根三钱 

流水煎半杯，热服。 

治疹病少阴经证，口燥舌干者③。 

厥阴经证 

烦满发斑 

厥阴经在少阴之次，少阴表邪不解，以次相传，六日则及厥阴，六经尽矣。其经自足走胸，
行身之侧，循阴器而上行，故烦满而囊缩。厥阴肝木，司营血而胎君火，又与少阳相火两相表
里，温疫之病，受在营血，营郁热发，君相之火俱炎，传至厥阴，热盛极矣。是时肝血不枯，
水土滋润。营热不能内传，外发皮毛，自见红斑。经传厥阴，法宜凉营血而滋风木，泻皮毛而
清相火也。 

青萍当归汤 

浮萍三钱 当归二钱 生地三钱 丹皮二钱 芍药二钱 生姜二钱 甘草一钱  

流水煎半杯，热服。 

治疹病厥阴经证，烦满囊缩，而使之发斑者④。 

红白续发 

红斑外发，则营郁泄越，但卫闭未能豁开，其发非一次可尽。凡欲发斑，则生烦躁，脉必
浮数。陆续出至二三日，继以白斑，则透发无遗矣， 

                                 
① 亢 原作“见”，据蜀本、集成本改。 
② 治疹病太阴经证，腹满嗌干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疫病解第二此方方后语“治温疫太阴经证，腹满嗌干者”补。 
③ 治疹病太阴经证，口燥舌干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疫病解第二此方方后语“治温疫太阴经证，口燥舌干而渴者”补。 
④ 治疹病……而使之发斑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疫病解第二此方方后语“治温疫厥阴经证，烦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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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斑者，卫气之外泄也。白斑将发，人必烦郁昏晕，脉必浮大洪数，既发则脉静人安。别
无余虑。红斑易生，白斑难生，非郁极不能外发。将发之时，烦乱昏狂，困极欲死者，往往有
之也。 

紫黑迟见 

疹家斑点外发，愈早愈轻。卫旺而表密者，往往经尽乃发，甚有迟至数日之后者。大概已
过六日，便是斑发之期，愈迟愈险。 

若营弱不能遽发，过时斑见，而色变紫黑，则多至殒命。以其经热郁蒸，营血腐败，后期
而发，遂难救药也。于其紫斑隐见，未能透发之时，速服清散之方，犹可挽转。是皆失于发表，
故至于此。 

出没隐见 

疹点透发皮肤之外，按阵续生，新者已出而旧者未没，此为顺证。若卫敛表固，营弱不能
透发，隐见皮里，顷刻即回，此为不救。其次则虽不立回，而终隐皮里，不能透露，此为隐疹。
隐疹之家，营郁热伏，未经表散，久而血肉腐溃，发生风癞之疾，数年之后，亦伤性命。若早
用发表，必无此祸也。 

水停腹胀 

疹家营热郁发，营藏于肝，其病自在厥阴。厥阴以风木主令，木郁风盛，津血耗伤，必生
消渴。渴而多饮，土燥木达者，下窍疏泄，则水不停留。若土湿木郁，疏泄不行，必有停水。
疹点出后，水停腹胀者，十之八九。此缘脏阴素旺，不能消水。若在痘家，便是三阴脏寒之证，
疹家脏阴不亏，则经热外发，反得其益。其经热隆盛，脏寒固不发作，而积水停瘀，必当泻之。
其后腹满胁胀，头目晕眩，咳喘气逆，干燥思饮，而水入即吐，不能容受，以猪苓泻其积水。
溲溺一通，浊气下达，则眩晕咳喘诸证俱瘳矣。 

猪苓汤 

猪苓三钱 茯苓三钱 泽泻二钱 滑石一钱，研 阿胶一钱，炒，研 

流水煎半杯，入阿胶，消化，温服。  

治疹后水停，胀满咳喘诸证者①。  

呕吐蚘虫 

《伤寒·厥阴》有蚘厥之证，缘木郁蠹化，故生蚘虫。脏寒不能安蚘，故四肢厥逆，而吐
蚘虫。非第伤寒，凡内外百病而见吐蚘，必是脏寒。惟温疫则是热证，缘其经热盛发，脏寒必
不内作。即其脏阴素旺，益以饮冷生寒，而疹家原不以脏寒败事，虽见吐蚘，不与伤寒、杂病
同论。未可温里，只宜凉营发表，但不当用寒泻耳。 

疹后昏愦 

斑发之后，轻者即起，重者余热未清，犹有烦郁谵妄之证，再服清散之剂，便可慧爽。而
皮毛已开，汗液当泄，纵不服药，余热自当渐除。不过三日之内，无不清白，静候亦可，莫须
多事也。 

疹后泄利 

                                 
① 治疹后水停，胀满咳喘诸证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50 

疹后泄利，全缘土湿水渍，以太阴湿旺，而渴饮水停，木郁风动，行其疏泄，水道不开，
则谷道失敛，故生泄利。水去土燥，泄利自止，不须服药。若其不止，恐肝脾过陷，致生痢病，
宜以五苓疏木泻水，以燥土湿也。 

五苓散  

茯苓三钱 猪苓二钱 泽泻二钱 白术二钱 桂枝一钱 

研细，饮服二三钱，日三次。服后多饮暖水取汗。 

治疹后泄利渴饮，小便不利者①。 

疹后脓血 

疹后泄利不止，肝脾郁陷，致成下痢脓血之疾。庸工谓是疹后余热，非也，此缘土湿木遏，
郁生下热，膏血腐败，故便脓血。宜白头翁汤清其湿热，加甘草、阿胶、桂枝、茯苓，培土清
风，疏木而泻湿也。 

白头翁加甘草阿胶苓桂汤 

白头翁三钱 黄连一钱 黄柏一钱 秦皮一钱 甘草一钱 阿胶二钱 桂枝一钱 茯苓三钱 

流水煎半杯，入阿胶，消化，温眼。 

治疹后便脓血者②。 

疹后目疾 

疹后营郁不能透发，余热伤眼，眦烂睛红，久而不愈，此肝气不调之故。肝窍于目而司营
血，血热未清，肝气抑遏，故令病此。以凉营达木，泻湿清风之药，调其肝气，木荣风息，眼
病自瘳。 

芍药桂苓胶地汤 

芍药三钱 桂枝一钱 生地三钱 甘草一钱 茯苓三钱 阿胶二钱 生姜二钱 

流水煎半杯，温服。 

治疹后目疾③ 

六经治法 

疹家六日经尽，血热外发，而见红斑。其在三日之前，早服表药，一汗解矣，营郁既泄，
不至发斑。若三日之后，以至经尽，而服表药，血热已深，虽有汗出，犹发斑点。治法总宜发
表，前三日则加清金泻热之药，后三日则加凉血滋阴之品。要以表邪透发，经热肃清为主。发
之不透，余热缠绵，淫渍种种诸疾，为害非小也。 

经腑殊方 

疹家未病之前，原无内热，既病之后，亦无内寒。阳盛者，则有传腑之条，阴盛者，则无
入脏之证。阳盛传腑，则宜寒泻，阳平而不入于腑，始终在经者，则寒泻无用，但须发表而已。
善治者，在前三阳，则以汗解，在后三阴，则以斑解。详分经腑，细斟汗下，慎勿在经而用攻
下之剂，亦莫入腑而用发散之方。汗下不谬，经腑清平，疹家之能事毕矣。 

汗下宜忌 

                                 
① 治疹后泄利渴饮，小便不利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② 治疹后便脓血者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③ 治疹后目疾 原脱，据蜀本、集成本及前后文例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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痘病寒伤营血，营闭而卫郁，疹病风伤卫气，卫闭而营郁。营开卫发，则生痘粒，卫开营
发，则生疹点。以营热散于皮毛，故见红斑，而发自汗孔，故斑点正圆。营热外发则生，内郁
则死。其内郁之原，必缘阳旺而腑热。腑热则宜寒泻，但内热之证，尚属后起，其先全是外热
不解。阴旺之家，终无内郁①之热，阳旺之人，表里感应，内郁日积，迟乃发热耳。阴旺而无
内热者，固不可误清其里，即阳旺而内热未实，亦但可凉解表邪，未宜遽用寒泻，伤其里气。 

病在经络，而攻其脏腑，此为粗工。若脏阴素旺之人，则中气败亡，而殒性命，所关非小。
庸愚谬妄，凡治疹病，必用寒泻，已是不通，甚且泻之三日之内，方传阳经之时，则无论阳旺
阴旺，总无是处矣。 

                                 
① 郁 原作“面”，据蜀本、集成本及上文“内郁之原，必缘阳旺而腑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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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悬枢卷五 
                                                            昌邑黄元御坤载著 

伊公，丞相文端公之孙，大司马学庭公之子，名赞咸，字益庵。聪明好古，博综百氏，而
尤爱农黄之学。玉楸子解温疫痘疹，四部俱成，此前贤所未喻，亦先圣之罕言。荒荒坤轴①，
落落玄宗，室无问字之人，门乏②好奇之客。惟公清规远镜，洞辟灵台，玄鉴虚凝，廓开智府，
挑银釭③而夜诵，卷珠箔以晨披，得其寰中，超以象外。流水是其今日，明月乃其前身，百年
以来，一人而已。采其清言微旨，作四问之篇。 

伊公四问第五 

伊公问旨 

癸酉八月，玉楸子成《四圣悬枢》。论温疫痘疹之法。少司马伊公问曰：温疫痘疹四病，
异同之义云何？玉楸子曰：感于秋冬，谓之伤寒，感于春夏，谓之温病。温病者，一人之病，
非众人所同病也。其州里传染，众人同病者，是为疫疠。疫分寒温，春夏谓之温疫，秋冬谓之
寒疫。痘即大人之寒疫，疹即大人之温疫也。 

问温五条 

问：经所言热病为何？玉楸子曰：热病即温病也，病于春者谓之温，病于夏者谓之热。《素
问·评热病论》：先夏至日④者为病温，后夏至日⑤者为病暑⑥。暑即热也，以时令而异名也。 

问：温病与伤寒何殊？玉楸子曰：《素问》：热病者，伤寒之类也，而实非伤寒。伤寒感秋
冬之寒，温病感春夏之风，时令不同，而寒温异矣。 

问：温病与温疫何殊？玉楸子曰：温病之根，得之冬伤于寒而有内热，感则表里皆病。温
疫冬不伤寒，而无内热，但是表病。阳盛之家，而后里病也。 

问：冬伤于寒，何缘而有内热？玉楸子曰：冬气封藏，天地闭塞，阳蛰九地之下，则寒水
得令。人于冬时，纵欲亡精，阳泄而火飞，是以变寒而为热也。 

问：冬伤于寒，何缘而春必病温？玉楸子曰：凡外感之深，必因内伤之重。阳气重伤，病
则寒深，阴气重伤，病则热深。表里热剧，皮毛不开，是为温病。盖卫气以收敛为性，平日内
热郁伏，一遇风邪，伤其卫气，卫闭则营郁。营血郁蒸而欲泄于内，风气发扬而欲泄于外，内
外交泄而卫气愈敛，其性然也。效而不启，乃成温病。春夏风多，是以最易感伤。若脏腑平和，
素无内热，则旋感而旋解，不成温病也。 

问疫五条 

问：疫分寒温，前贤不解，先生推仲景微义，以发眇⑦旨，今吾闻所不闻，快矣！但犹有
疑焉。秋冬则曰伤寒，春夏则曰温病，寒疫亦以秋冬名，温疫亦以春夏名。温病温疫，俱缘中
风，仲景《伤寒》所列中风，实非春夏之温病，是为何时之邪也？玉楸子曰：仲景中风，秋冬
之病也，秋冬之月，不皆寒天，其时日暖风和而病外感，自是风淫而非寒邪。然究与三春之炎
风，九夏之温风，气候迥别，故但名中风，而不可以为温热也。 

                                 
① 坤轴 犹言地轴。《恒山碑铭》：“其足也，下捺坤轴，元神之都府。” 
② 乏 原作“之”。形近之误，据蜀本、集成本及上下文义改。 
③ 银釭 银灯。《梁元帝集·草名》诗：“金钱买含笑，银釭影梳头。” 
④ 至日 原作“日至”，据蜀本、集成本、王冰次注本《素问·热论》、《素问悬解·评热病论》乙转。 
⑤ 至日 原作“日至”，据蜀本、集成本、王冰次注本《素问·热论》、《素问悬解·评热病论》乙转。 
⑥ 先夏至日……为病暑 原载王注本《素问·热论》，黄氏移于《素问悬解·评热病论》。 
⑦ 眇 通“妙”。《易·系辞》：“眇万物而为言。”王肃《注》：“眇，今本作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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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寒疫温疫，感异风寒，邪既不同，证自悬殊，其分别之义安在？玉掀子曰：风为阳邪，
而性疏泄，寒为阴邪，而性闭涩，故温疫之脉浮缓，其证发热而有汗，寒疫之脉浮紧，其证恶
寒而无汗。温疫卫闭而营郁，是以经尽而出红斑，寒疫营闭而卫郁，是以经尽而发白汗。汗者，
卫气之所蒸泄，斑者，营血之所逼现。其病解既别，其病发亦判，不相混也。 

问：温疫得之风邪，当与中风同法，寒疫得之寒邪，当与伤寒同法，今温疫不用桂枝，寒
疫不用麻黄，其法不同，何居？玉楸子曰：春夏温病，秋冬伤寒，虽感天地之风寒，然不因岁
气之偏。至于疫疠，阴阳愆伏①，寒暄错乱，或盛夏而零寒露，或隆冬而飘温风，节候乖常，
是以成疫。其分寒温于冬夏者，大略如此，而未始尽然，固②难以桂枝麻黄统治错综无定之寒
温也。 

问：寒疫温疫之传脏腑，同乎不同？玉楸子曰：温疫有表热而无里热，不必传腑，阳盛者，
里热作，乃传于腑。寒疫有表寒而无里寒，不必传脏，阴盛者，里寒动，乃传于脏。寒疫传脏，
未始不入腑，其入腑者，亦是寒而非热也。温疫传腑，未始不入脏，其入脏者，亦是热而非寒
也。温疫非无寒，而寒终不胜其热，入腑而病热者多，入脏而病寒者少。寒疫非无热，而热终
不胜其寒，入脏而病寒者多，入腑而病热者少也。 

问：温疫热胜，法宜清泻，寒疫寒胜，法宜温补，否耶？玉楸子曰：温疫之热，在表不在
里，法宜清散其表热，不必清里，表热入腑，而后用清泻之剂。寒疫之寒，在表不在里，法宜
温散其表寒，不必温里，表寒入脏，而后用温补之方。是当透发表邪，非有里证，不可误用攻
补。后世庸工之于疫疠，不论寒温表里，概用硝黄泻下，十治九误，此助天为虐者也。 

问痘七条 

问：痘始何时？书昉③何代？玉楸子曰：黄帝、岐伯、越人、仲景四圣，谈医不及痘证，
然疫疠之疾，岐伯于运气诸篇，往往及之。痘即大人寒疫，未有大人独病而小儿不病者。推其
渊源，实始上古，但先圣未言耳。痘书之作，则起后世，大抵皆赵宋以后之人也。 

问：小儿寒疫，何为而发豆颗？玉楸子曰：寒疫营闭而卫郁，营开卫泄则为汗，疫邪固涩，
而小儿表密，卫气不能透发，故冲突皮肤，而发豆粒者。使窍开而汗出，卫郁泄于皮肤之外，
不作痘形也。 

问：痘粒之丰圆④何故？玉楸子曰：寒邪外闭，三日而传三阳，卫郁盛满，发于汗孔，外
为皮肤所限，旁为汗孔所束，卫郁发越，颗粒充盈，不得不丰圆也。 

问：痘粒之散漫何故？玉楸子曰：肺藏卫气，而司皮毛，金性收敛，卫外而敛皮毛，故谓
之卫。卫盛则皮肤敛束而致密，卫虚则皮肤松懈而疏豁。卫郁外发，冲其皮肤，而裹束不紧，
旁无界限，是以散漫而不丰圆也。 

问：痘属⑤外感，可以汗解耶？玉楸子曰；何为而不可也！大人寒疫，必以汗解，小儿不
得汗解，故发痘粒。若可汗解，何必以痘解。譬如大人，强以固表之药敛之，使之不得汗解，
而以痘解可乎。 

 问：痘家最恐表虚，不能完满收结，今以汗泄卫阳，能无后虑？玉楸子曰：大人汗解，
不必皆死，小儿无汗，不必皆生。卫虚者，汗之亦死，不汗亦死，卫盛者，不汗亦生，汗之亦
生。若用人参黄芪于表药之中，则卫虚可汗，而何况实者。苟非过汗亡阳，保无后虑⑥也。 

                                 
① 愆伏 时序失调也。《淮海集·喜雨得成》诗：“一气或错缪，愆伏相寇兵。” 
② 固 原作“问”，据蜀本、集成本改。 
③ 昉 始也。《列子·黄帝》：“众昉同疑。”晋·张湛《注》：“昉，始也。” 
④ 圆 原作“问”，据蜀本、集成本及下文“不得不丰圆也”改。 
⑤ 属 原作“盛”，据蜀本、集成本改。 
⑥ 虑 原作“虚”，形近之误，据蜀本、集成本及上文“能无后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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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痘书何故而错谬如是？玉楸子曰：造化之理，非圣不作，非明不述。百世一圣，而至
犹接踵，千里一贤，而生同比肩，圣明之少也如是。即有圣作，必待乎述，况后无明者之述，
即有明述，犹须乎作，况前无圣人之作。以俗子腐生而冒圣作之才，以顽民悍夫而明述之业，
此蟪蛄①而谈春秋，朝菌②而议晦朔耳，何当于是哉！ 

问疹四条 

问：生平所观疹痘之书众矣，无如此之明白清畅，犀照③无遗者也。但小儿痘发而不再病，
疹则感而又病，其义何居？玉橄子曰：小儿痘病，卫气大发，窍隧疏漏，复感寒疫，则与④大
人，同以汗解，故痘不再生。小儿疹病，即大人温疫，其痘后未尝不病寒疫，则其疹后何能不
病温疫，是以可一而可再也。 

问：疹病可以汗解乎？玉楸子曰：寒疫营闭而卫郁，温疫卫闭而营郁，营开卫发则为痘，
卫开营发则为疹。营卫透泄，皆能作汗。痘疹者，营卫晚发而不得早泄者也，若早发其汗，卫
郁既泄，则痘粒安生！营郁既泄，则疹点⑤何来。既成痘疹，悉缘失治，原非必生之病，胡不
可以汗解也！ 

问：疹病即大人温疫，先生但解温疫可矣，何为又解疹病？玉楸子曰：温疫一也，而少长
大别，则证状亦自微异。小儿年齿幼小，然或怀质抱真而秉良资，大人春秋盛壮，然或淳漓朴
散而负空器，则补泻温清之法，自难尽同也。 

问：小儿疹病，既即大人温疫，何疹发之时，小儿独病，大人不染耶？玉楸子曰：《灵枢》
九宫八风之篇：太乙随一岁八节，而居八方，太乙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风从所居之乡来，
为实风，如冬至后四十六日，风自北来，夏至后四十六日，风自南来。主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如冬之南风。夏之北风也。伤
人者也。仅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曰：避虚邪如避矢石，邪勿能害。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
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风从东南来，名曰弱风。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风有刚弱，人
有少长，感以大王之风⑥，宋玉《风斌》。少者不伤，此大王之雄风也。袭以婴儿之风，风从东方来，名曰婴儿风。长
者不病。同声相应，同气相感，自然之理也。 

 
 
 

                                 
① 蟪蛄 《说文新附》：“蟪蛄，蝉也。” 
② 朝菌 菌类植物，朝生暮死。喻生命极短也。《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 
③ 犀照 传说犀角可以使水中通明，真像毕现，后遂以之喻洞察幽微。 
④ 与 《博雅》：“于，如也。” 
⑤ 点 原作“卫”，据蜀本、集成本、上文“痘粒安生”改。 
⑥ 大（音代）王之风 《文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而至，王*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
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