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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方异体字与《干禄字书》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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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阴有余, 病阴痹。足厥阴肝脉也, 脉循股

阴入毛中, 环阴器,上抵少腹, 故脉气有余者, 是其阴

气盛。故为阴痹者 ,谓阴器中寒而痛。不足,病生热
痹。厥阴脉气虚者 ,少阳来乘, 阴器中热而痛也。痹,

痛之也。滑则狐疝风。厥阴脉气滑者,阳气盛,微

热, 以其气盛,微热乘阴, 故为狐疝风也。风,气也。狐
夜不得尿, 日出方得。人之所病与狐同,故曰狐疝。一

曰孤疝, 谓三焦孤府为疝, 故曰孤疝也。涩则病少
腹积厥气也。涩多血少气微寒, 以其厥阴多血少

气, 有寒故少腹中血积厥气也。兴按: “积”下《素问》、
《甲乙》并无“厥”字。《甲乙》校语云: “一本作‘积

厥’。”与《太素》同。少阴有余, 病皮痹隐轸, 少
阴, 足少阴肾脉也。从足涌泉上贯肝,入归中。肺主皮
毛, 故少阴阴气有余,病于皮痹, 又病皮中隐轸 ,皮起

风疾也。兴按:“隐轸”《甲乙》作“瘾疹”。不足病肾
痹。少阴之肺虚受寒湿之气入肾,故为肾痹也。兴

按: “肾”《素问》、《甲乙》皆作“肺”。滑则病肾风疝。
少阴气虚, 太阳气乘,微热, 故为肾风疝痛也。兴按:

“肾”《素问》、《甲乙》均作“肺”字。涩则病积溲血。
气少微寒为血多, 为血积,盛而氵尾血。太阴有余, 则
病肉痹寒中。足太阴,脾脉也。主肉, 故太阴盛,以

为肉痹寒中也。兴按:《素问》、《甲乙》均无“并”字。

不足病脾痹。太阴不足,即脾虚受邪, 故为脾痹也。

滑则病脾风疝。得足太阴脉滑则是脾虚, 阳明气

乘, 故脾病风疝之也。涩则病积心腹时胀满。得
太阴脉涩, 即少气微寒,多血故为血积。太阴脉注心

中, 心腹时胀满也。阳明有余,病脉痹,身时热。
胃足阳明脉正别上至髀, 入腹里, 属胃,散而之脾,上

通于心。故阳明有余不足, 心有病也。心主于脉,是以

阳明有余为脉痹, 身时之热者也。不足病心痹。阳
明气虚不足, 太阴乘,故为心痹。滑则病心风疝。阳
明气盛微热, 故心病风疝也。涩则病积时善惊。阳
明气虚阴乘, 微寒血多为积。积气时上冲心, 故喜惊

之也。太阴有余,病骨痹、身重。足太阴,膀胱脉

也。足太阳脉气有余盛,乘于少阴, 少阴主骨,今少阴

病名曰骨痹, 寒湿在骨,故身重之也。不足病肾痹。
太阳虚而不足, 则少阴肾气使盛, 故为肾痹。滑则为
肾风疝。太阳脉滑则阳盛, 微热乘肾,肾病风疝之。

涩则病积, 善时癫疾。诊得太阳脉涩, 则少气微
寒, 多血,下为血积也。善积气, 时上冲头, 则为癫疾

之也。兴按: “癫”《素问》作“巅”。少阳有余,病筋痹胁

满。足少阳, 胆脉也。肝主筋也,足少阳盛, 阴病,故为

筋痹, 肝病胁满也。不足病肝痹。阳虚阴盛,故为肝

痹也。滑则病肝风疝。得少阳滑者, 则少阳气盛,

微热乘肝, 故肝病风疝也。涩则病积时筋急目痛。
得少阳脉涩, 少阳气少微寒,多血为积也。足少阳脉

起目兑眦, 故脉寒筋急目痛也。

(收稿日期: 1997- 11- 07)

41

1998年 12月第 17卷第 4期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 NO. 4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