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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民寿，字景仁，号水月(一作冰月)，江西旴江(今江西南

城)人，南宋著名医家，著有《玉函经》注文、《决脉精要》、
《简易方》、《断病提纲》。由于黎氏著作长期以来流落海外，

国内罕有传本，以致医界鲜有知其著学者。近年来，随着黎氏

著作的复制回归，才使我们对黎民寿的医学成就与贡献有所了

解。黎民寿对脉学精思覃虑，造诣深远。其脉学思想主要体现

在《玉函经》注文和《决脉精要》中[1]。《玉函经》为五代杜

光庭撰。是书仿高阳生《王叔和脉诀》形式，为七言歌诀体。

全书以死脉为中心，“论脉理，辨五色，察五气”，视死别生，

判断疾病预后，“精细简赅，实胜于越人之《难经》、王叔和

之《脉经》”，在脉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黎民寿对《玉函

经》的注解，征引《内经》、《难经》、《伤寒论》、《脉经》
等脉学理论，兼以个人临床体会，逐句疏释，多有发明[2]。

黎氏在注《玉函经》前，另撰有《决脉精要》一书。该书

亦为七言歌诀，承传《脉诀》七表八里九道脉的分类方法，在

阐述 24 种常脉的基础上，兼述十怪脉及五行乖违脉等异常脉

5 病痰饮当以温药和之再释义的临床意义

痰饮停聚易造成津液充淫的假象，同时饮属阴邪，易伤阳

气。临床多以阳气阻遏和阳虚从温施治，这是医者的思维惯

性。在这种惯性下，治疗所有的痰饮，必用温法温药，痰饮病

久治不愈，常常是温药温法的泛化泛用。从前面论述看，治疗

痰饮，和之为法，温药主在提示通阳，阳通即可，“适事为

故”。通阳之法多种多样，辩证施用，不惟用温，温法温药不

宜泛用。
对痰饮壅盛证偏实者，宜速战速决，但应衰其大半则止，

邪去则阳通，邪去则和。如十枣汤和葶苈大枣泻肺汤等。
对痰饮不盛者，温、汗、利、下等辩证施用，温法温药不

宜泛化泛用。
对痰饮已有阴虚症状，应养阴润燥以祛邪。《血证论》所

谓的“水阴不滋，水邪也不能去”，程门雪《金匮篇解·水肿》
提出的“利水当顾其阴，阴复而溲自利”均是此意。

对痰饮阴虚症状不明显，辅以养阴润燥，使精化为气，有

助水湿痰饮之化，同时防止温燥伤阴。真武汤与小青龙汤中芍

药即属比例。
对燥与湿饮同病治疗，《医原》有指导性论述：“燥为湿

郁者，辛润之中，参苦辛淡以化湿，湿为燥郁者，辛淡之中，

参辛润以解燥”[2]。
经典指导临床，对经典的释义极其重要，不要仅仅参考和

注重相关文献的注释，还要不断的总结经典指导下临床的得失

以升华。此为一种尝试，请同行予以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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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由于歌诀简括，意有不显，黎氏又详加自注，深析脉理，

蔚为“精要”。现综核两书，对黎民寿的脉学思想作一简要探

析。
1 阐论脉理，周详精深

据现有文献可以考知，黎民寿是继 《内经》、 《难经》、
《脉经》之后，又一个对脉学理论进行深入阐述且独有建树的

脉学家。黎氏的阐论，虽然均以注释条文的形式出现，没有形

成系统的脉论专著，但其脉学主张和价值评判，仍然可以通过

这些散在的注文加以总结和分析。如他对《玉函经》“五般

土”的注文：“五土者，以气候言之也。凡人身五行与天地唯

一，以天地论，即人身可知；天地人三才既可知，即万物可知

矣。五行既通，无所不往。且如立春节后五日，东风解冻，此

乃五日五行足，一候变也。又五日蛰虫振，又五日鱼上冰。三

五一十五变，三才五行足，即雨水节也。一年七十二候，凡遇

五日，即一候变，土足也。五日未足，土之未来，候不变也。
如此一年七十二日，土可见也。五日虽五行足，而候不变者，

土气不全，即一候生灾。若人身一候不调，即百疾生……天有

五星，镇位乎中。地有五岳，中岳居中。人有五脏，脾主中

州。五土既皆居中，故知万物之中，四时之中，七十二候之

中，皆以土为主也。天若失土，则万象亡次序而不能圆覆于

上；地若失土，则万物无变化而不能轸载于下；人若失土，则

随禀受不备也。以此数论，则知天地万物，皆以土为要论。”
在《玉函经》“每季土王十八日”条下，亦注云：“土无

正形，寄旺四季。是则立春节后，肝木王七十二日。立夏节

后，心火王七十二日。立秋节后，肺金王七十二日。立冬节

后，肾水王七十二日。脾土则寄旺四季月后，各一十八日也。
此亦大法。”“土之形无乎不在。明土之形，识土之神者，得

土之尽矣。”
在《玉函经》“若人六脉动摇摇”条下，又注云：“五行

有真土，有伪土。真土者，神而无形；伪土者，质而有相。欲

求有相之质，不若探无形之神。明无识有者，得真土也。夫脾

为土质而有相，胃为土神而无形。察动知静，见形识神者，得

土也。”
土为脾象。以上有关土的论述，表达了黎氏在脉诊中对脾

胃的高度重视。黎氏在《决脉精要》“实脉歌”注文中明确指

出：“实应土之象，脾主中州而属土焉。”“人之脏非脾不养，

脾居其中，灌溉其四旁。脾气平和，则阴阳升降，上下往来，

流而无滞。脾若受邪而虚弱，则阳伏而散，中壅而窒塞，三焦

气满。形于诊者，由此而然之也。”
根据以上引文，可以看出黎民寿对脾胃脉诊意义的阐释，

可谓不惜笔墨，不厌其繁，酣畅淋漓，极其周详，其精细深

透，实非一般论脉者可以比类。
2 重视胃气，堪比《内》 《难》

胃气有无，是脉诊中的重要指标，尤其在危重证候的生死

关头，具有视死别生的关键作用。早在《素问》的《平人气象

论》、《玉机真脏论》，以及《难经·十五难》，均有重要论述。
黎民寿在《内经》、《难经》论述胃气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

临证经验，对胃气的脉诊意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如黎氏

在《玉函经》“六脉无邪无病体”条注云：“平人之常气秉于

胃，六脉无胃气不能生。和缓而平者，胃气也。”
在“又怕其中无胃气”条注曰：“《内经》云：‘四时皆

以胃气为本’。而定斋云：‘六脉无胃气则不能生’。且如弦脉

属木应肝，于时为春，若但弦而无胃气者，肝死也。”
在对弹石脉的注文中则指出：“此真肾脉见也。胃气先

绝，真脉独见，命本已丧，何可久也。”
黎氏对胃气的阐论，实源于他对脾土之脏的认识。脾脏生

理功能的重要，已如前述，但在脉诊中如何以脾土为枢机，对

疾病的轻重缓急或生死预后作出判断，关键在于对“脉神”的

把握。黎氏认为，不仅要识得胃气之形，更要体悟到胃气之

“神”。所谓“一脉无胃，则脉神去也”。脉有胃气，和缓有力，

根基不动，原气依然，绝无浮越空亡之象，即是有神之脉。
3 倡言真气，独有造诣

以真气论脉，始于 《内经》。 《素问·离合真邪论》 载：

“真气者，经气也”。《灵枢·刺节真邪篇》：“真气者，所受于

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但《内经》所言真气，究竟是经脉

之气，还是正气，在脉诊中有何实际意义，宋以前似乎少有论

及者。倡言重视真气的脉诊价值，实始于黎民寿。黎氏在其

《决脉精要》中，多次论及真气的脉诊意义。如其在《转豆脉

歌》云：“腑脏空虚真气散，三元正气已飘浮。”认为五脏六

腑空虚，真气耗散，正气亏虚，其死立至。而在《虾游脉歌》
注中则指出：“夫谷气以真气为本，相辅而周荣于一身，以应

十二脉之动。”一个人如果真气丧失，谷气独存，则使神无所

依，而魂魄飞扬，亦即形神离决，不能相保，自然死期不远

矣。在这里，黎氏提出了“真气为谷气之本”的命题，即脾胃

所受水谷精微之气的能力，实取决于脏腑真气的强弱有无。关

于二者的关系，黎氏在 《雀啄脉歌》 注中，进一步揭示说：

“夫五脏六腑生于真气，养于谷气。真气亡则无所本，谷气亡

则无所养。无所本者死，无所养者亦死。”说明，真气与谷气，

相互依存，相辅相成，须臾不可或缺。从黎氏所论真气来看，

显然有别于《内经》经气、正气的原旨，而是有所发挥，有所

引申。明代张景岳关于“真气即元气也”的论断，或可导源于

此。
4 申论气血，意兼自得

气血是脉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内经》以来，即为历代

医家所重视。而黎民寿对气血脉诊意义的论述，每每有他精辟

的见解。
从气血的关系和生理功能来说，黎氏《芤脉歌》论认为：

“人之一身所资赖者，惟气与血。血以荣之，气以卫之，故荣

血流通而无间断。”《濡脉歌》注云：“夫血荣气卫，相随以

行，流注于一身。其昼夜之有经不可失也。”在《紧脉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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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说到：“夫阴阳和则血气调，阴阳逆则血气争。平常之人

无所忤犯，阴阳未尝不和也。”在《缓脉歌》注中称：“血流

据气，气动依血，二者相资，不得相失。”在黎氏看来，气血

相资，荣卫相守，周流全身，无有间断。
从脉诊的意义来说，黎氏《涩脉歌》注称：“脉有阴阳，

阴阳适平，则血气不至于相胜，是为平人。”《弦脉歌》注中

也指出：“血荣卫气，脉之所依也。气卫于外，以充皮肤，血

荣于中，以荣经络。周一体而无间，应百脉而不违。此乃平人

之常也。”黎氏认为，阴阳平常之人，气血调和，形强体壮。
从养生的角度来看，黎氏认为：“血气之在人，壮则形体

强盛，衰则形体羸弱。惟人不知所以贵其生，而昼则醇酒淋其

骨髓，夜则劳室偷其气血，六淫外贼，七情内扰，于是真阳凋

瘁，荣卫耗竭，百病俱生，率原于此也。”
由上可见，黎氏论气血，不只是单纯从脉诊着眼，而是旁

及养生保健的大视野，透露出上工治未病的大胸怀。
5 脉证并重，四诊合参

脉诊是中医学的标帜。黎民寿十分重视脉诊的价值。他在

《决脉精要》的《原道歌》中开宗明义指出：“医之道大可通

仙，尺寸脉中定生死。”在《五行乖违脉歌》也称：“医门大

率脉为先，其理精微未易研。”注文又曰：“脉者，气血之先

兆。学医之道，先可识脉。但其理精微，其言之可尽？”“脉

理微妙，艺能难精，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很显然，

黎氏肯定了脉诊为医门之先的首要地位，但同时指出脉学精

微，易学而难精，需要精心研究，潜心体悟，才能心中洞然，

无所疑惑。
黎氏虽然十分重视脉诊，但在临床实践中，又不专赖于脉

诊，主张脉证并重。他在《玉函经》注中指出：“学医之道，

须知脉病证治四事。《难经》云：知一为下工，知二为中工，

知三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

也。”即学医之人要能举一反三，把脉诊和临床的病、证、治

三者结合起来，全面分析，综合考虑。因此，黎氏明确提出：

“证之与脉，不可偏废”的观点，强调脉证结合，不可分离。
为了做到脉证相兼，不可偏执，黎氏在疾病诊断中还十分

强调“四诊合参”的观点。他对伤寒中风初起证候的判断，就

多次强调问诊的重要。如在《玉函经》“唯有伤寒最无定”条

下注云：“伤寒者，古谓之大病。其死生存亡，在乎旬日之

间。伤寒之为病，自背得之，则入太阳，或入少阴。自面感

之，则入阳明之类。脉理难辨，又况伤寒看外证为多。未诊先

问，最为有准。”在同书“伤寒中风自难看”条下注文，又再

次指出：“伤寒者，古谓之大病。风者，百病之长也。其始得

之，脉亦难辨。又况伤寒中风，看外证虽多。未诊先问，最为

有准。孙真人云：问而知之，别病浅深，名为巧医。”在“病

候脉状多中取”条下又注云：“脉为医门之先，其理微妙，未

易研究。大抵问而知之，以观其外；切而知之，以察其内。”
黎氏诊察伤寒病，不仅重视问诊，还十分重视舌诊。在

《玉函经》注文中特别介绍了一种帛包薄荷洗舌擦舌的舌诊法。
他在“伤寒舌黑洗不红，药洗分明定吉凶”条下注云：“舌者

心之官，其色正赤，以象火也。伤寒病，舌上有膜，白滑如

胎，甚者或燥或涩，或黄或黑，盖热气之有浅深也。若寒邪初

传，未全成热者，则舌上胎滑也。及其邪传为热，则舌上之

胎，不滑而燥也。若热，则舌上之胎不滑而涩也。若热聚于

胃，则舌为之黄。《金匮》曰：舌黄未下者，下之黄自去。是

热已深也。若热剧于胃，则舌为之黑。《针经》曰：热病口干

舌黑者死，肾水克心火也。近代明医有用布帛包生簿荷，从舌

上下周遍洗潠，复以竹篾刮净，或复红泽，有再生者。洗之色

不转者，命不久也。”黎氏这种洗舌验病的方法，未见前人著

述，不仅反映了黎氏四诊合参的诊断观，也保留了南宋时期一

则鲜为人知的舌诊资料。
6 承传《脉诀》，分类有度

王叔和《脉经》在脉学理论建设方面的重大贡献之一，就

是第一次对当时临床脉诊的脉象名称和形态进行了规范和统

一，归纳提出了 24 种脉象。遗憾的是，未能进行分类。六朝

高阳生《脉诀》，虽有伪撰之嫌，但其按照脉有阴阳表里的理

念，将《脉经》 24 种脉象，分为七表八里九道脉，改《脉经》
“数”“芤”“革”三脉为“牢”“长”“短”，除遗漏数脉不

妥外，其七表八里九道脉分类法，实为高氏首创，对于执简驭

繁地掌握脉象大有裨益。这种分类，后代宗之者大有其人。仅

在南宋时期，先后就有施发的《察病指南》、黎民寿《决脉精

要》、杨士瀛《医学真经》等遵从之。黎氏的《决脉精要》，不

仅完全承传了《脉诀》的分类方法，而且在七表八里九道之

外，更添“十怪脉”之名，载录《内经》以来论述的十种异常

脉象。更值得指出的是，黎氏在《玉函经》注文中，还对七表

八里的分类，进行了简要的理论说明。他在《玉函经》“大抵

七表八里脉，相连九道作程途”条下，注云：“表者以阳言

之，故脉有七，以象少阳奇数也。里者以阴言之，故脉有八，

以象少阴偶数。亦犹脏腑之表里，皆阴阳内外之相依者。如

此，故取于表里而言也。道者通也，其脉有九，与表里之脉相

通应也。”这就表明，黎氏不仅赞同《脉诀》的分类方法，而

且有他自己的理性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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