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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时珍教切脉》是对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所撰《濒湖脉学》的当代解读。
李时珍，字东璧，蕲州（今湖北蕲春）人，是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出身于医学世家，年少时即随父
亲诊脉看病。
其父总结历代医籍，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而著有《四言举要》。
而李时珍在其父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发皇经义，又著《濒湖脉学》，因其晚年号濒湖老人，故
以此而命名，是历代初学脉诊之人的案头读本。
原书分“七言脉诀”与“四言举要”两个部分。
“四言举要”部分是由其父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根据宋代崔嘉彦《紫虚脉诀》进行删补而成，
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脉象的机理、诊脉之法、五脏平脉、辨脉提纲、诸脉形态、诸脉主病、杂病脉象等
；而“七言脉诀”部分，则是介绍了二十七种不同脉象的形态特征、相类似脉的鉴别，以及单脉与多
脉相兼所主的病证等。
在中医四诊“望、闻、问、切”中，切脉虽然位于四诊之末，但却是不可忽视的最重要的一环。
中医断病，四诊相互关联、内外对应。
望形色、闻声息、问环境习惯，皆主要观察外显现象；而查内部的气血、阴阳、虚实、寒热等病理情
况时，则以切脉为主。
简言之，望、闻、问三诊是诊病之现象，而切脉才是诊病内部的根本，是医生下药制方的决断依据。
虽然诊病要四诊合参，但中医的特点是以内治为主，因此准确地掌握切脉尤其重要。
作者在脉诊上的最大贡献，是在西晋王叔和所著《脉经》的基础上，又增补了三种脉象，将《脉经》
所述的二十四种脉象发展成为“浮、沉、迟、数、滑、涩、虚、实、长、短、洪、微、紧、缓、芤、
弦、革、牢、濡、弱、散、细、伏、动、促、结、代”，共计二十七种脉象，在发展中医脉诊理论以
及断病的准确度等方面又推进了一大步。
之后李士材的《诊家正眼》又在此基础上新加入了“疾脉”，至此，形成了后世医家沿用至今的二十
八种脉象。
另外，原书将复杂的脉象形象化、简单化地描述，是其又一突出的风格特色，使读者更易理解掌握，
并且全书均以歌诀形式编纂，简洁明了，朗朗上口。
比如“体状诗”，其以大量形象生动的比喻，将脉象的形态特征浅显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以浮脉为例，“七言脉诀”中用“浮脉惟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
三秋得令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这样简单的四句概括浮脉，形容其脉位——“惟从肉上行”，即
脉位浅；形态——“如循榆荚似毛轻”，即手摸如触羽毛；切脉断病的意义——“三秋得令知无恙，
久病逢之却可惊”，即医家推断预后情况是良好或不好。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时珍教切脉>>

内容概要

　　迄今为止，中医的精义和灵魂仍然只存在于传统中。
中医不只重视养疗之方、调治之法，中医更重视对身体的全面理解。
更在乎对“自然”的亲近。
中医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种哲学态度，更是一种日常行为。
中医甚至认为，即使疾病也具有某种健康倾向。
　　回归到真正的中医世界。
首先应从中医名典的阅读开始。
　　脉象是脉搏跳动时指下的形象。
脉象的产生与心脏的搏动、肺气的敷布、脾统血、肝藏血、肾精化血以及人体气血的盈亏与脉道是否
通利等密切相关。
当脏腑气血有病时，人不一定会有所察觉，但最初的信号必然会从脉象上首先表现出来，这就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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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人人皆有脉气经络与脉气脉与经络不同／脉气从何而来／有脉气，血脉才能运行／切脉以了解十
二经脉与奇经八脉的走向为基础人体之气有三中医将气分为营气和卫气脉气的形成运行图从脉象表现
判断气血情况寸口脉可以反映全身气血的变化情况在寸口脉切不到的脉也可能是正常脉睡可以养气血
，睡也可以损气血一天十一时辰的人体正常脉象正确的医家切脉法人高矮不同，医家切脉时三指的松
紧也应不同／男女寸口脉有左右之别／人的气血与魂魄神谷的关系／切脉七诊法／切脉有九候法在寸
口如何切脉寸、关、尺三部所对应的脏腑一招四式养气血从生病到病愈，切脉能知道一切传统全身三
部九候诊法常用诊脉的方法和步骤四季、五脏的正常脉象脉象因人、因时而异／从脉象看五脏的情况
／各个季节的正常脉象各不相同寸口脉象的正常变化图以四季的正常脉象为依据断病四季切脉判病法
饮食五味对脉象的影响与各种面部病色相应的脉象人的情志表现与脉象的变化卷二 脉有浮沉迟数病有
寒热表里从四种基本脉象辨病的表里与寒热从脉的快慢与沉浮可知病在部位及身体的寒热如何切四种
基本脉象浮脉和容易与其相混的脉／沉脉和容易与其相混的脉／迟脉和容易与其相混的脉／数脉和容
易与其相混的脉／四种基本脉象的综合运用浮脉和容易与其相混的脉的比较图沉脉和容易与其相混的
脉的比较图迟脉和容易与其相混的脉的比较图数脉和容易与其相混的脉的比较图自己给自己把把脉从
各种脉象诊病与浮脉相应的病在体表／与沉脉相应的病在脏腑／得迟脉说明病人外感寒邪，或体内有
寒，滑脉说明体内邪实壅盛，涩脉则说明邪气内聚／弦脉说明病在肝胆，紧脉说明人体受寒或某部位
疼痛／长、短、细、大、虚、实各脉所示的病／缓、濡、弱、徼、动、革各脉所示的病／促、结、代
各脉所示的病感染风邪的脉象与身体表现感染寒邪的脉象与身体表现暑邪致病的脉象与身体表现燥邪
致病的脉象与身体表现湿邪致病的脉象与身体表现火邪致病的脉象与身体表现常见相兼脉象与主病卷
三 脉分妇幼切脉更能知病之可治与不可治杂病的脉象中风与中痰的脉象／风、寒、暑、湿邪病的脉象
／切脉知生死／饮食劳倦内伤的脉象／疟疾、泄泻、下痢及呕吐的脉象／咳喘的脉象／失血与淤血的
脉象／遗精、白浊、三消、淋闭与便结的脉象／癫、狂与痫病的脉象／喉痹与眩晕的脉象／痛证的脉
象／脚气、痿病、痹病与五疸的脉象／水肿胀满的脉象／积聚与中恶的脉象／痈疽的脉象／肺痈与肠
痈的脉象发汗可治病养生病脉若有神、有根、有胃气则人能活各种内伤的常见脉象各种原因所致腹泻
的脉象各种原因所致咳嗽的脉象消渴病(糖尿病)的症状形成风热或虚火所致喉痹(咽炎)的脉象眩晕症
的常见外冶法头痛病因与脉象各种原因所致腰痛的脉象各种原因所致脚气的脉象各种痹病的脉象积聚
的形成与胴痈疽的形成与脉象早晚关注脉象变化很重要妇女和幼儿的脉“喜脉”切法／切妇人脉可知
胎儿情况／切小儿的脉：一指定三关女性生理周期间的脉象变化妇女妊娠各阶段的脉切各年龄段小儿
的脉奇经八脉诊法督脉病的脉象／任脉病的脉象／冲脉病的脉象／阳蹝脉与阴蹝脉病的脉象／脉象／
阴维脉与阳维脉病的脉象用任督二脉养气血仙家以“打通任督二脉”而高寿切脉知生死没有胃气的脉
／虚大无根的脉／脉形散乱的脉十种预示病危的脉卷四像最高明医家一样，切出二十八种脉象浮脉脉
象，与浮脉手感相近的脉／用浮脉诊病认识浮脉并动手切按切脉时，如何甄别浮脉与相近的脉用浮脉
诊病沉脉脉象／与沉脉手感相近的脉，用沉脉诊病认识沉脉并动手切按切脉时，如何甄别沉脉与相近
的脉用沉脉诊病迟脉脉象／与迟脉手感相近的脉／用迟脉诊病认识迟脉并动手切按切脉时，如何甄别
迟脉与相近的脉用迟脉诊病数脉脉象／与数脉手感相近的脉／用数脉诊病认识数脉并动手切按切脉时
，如何甄别数脉与相近的脉用数脉诊病滑脉脉象／与滑脉手感相近的脉，用滑脉诊病认识滑脉并动手
切按切脉时，如何甄别滑脉与相近的脉用滑脉诊病涩脉脉象／与涩脉手感相近的脉，用涩脉诊病认识
涩脉并动手切按切脉时，如何甄别涩脉与相近的脉虚脉脉象，与虚脉手感相近的脉，用虚脉诊病认识
虚脉并动手切按切脉时，如何甄别虚脉与相近的脉实脉脉象／与实脉手感相近的脉／用实脉诊病认识
实脉并动手切按切脉时，如何甄别实脉与相近的脉用实脉诊病长脉脉象／与长脉手感相近的脉／用长
脉诊病认识长脉并动手切按切脉时，如何甄别长脉与相近的脉短脉脉象／与短脉手感相近的脉／用短
脉诊病认识短脉并动手切按切脉时，如何甄别短脉与相近的脉洪脉脉象／与洪脉手感相近的脉／用洪
脉诊病认识洪脉并动手切按切脉时，如何甄别洪脉与相近的脉用洪脉诊病微脉脉象／与微脉手感相近
的脉，用微脉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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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经络与脉气脉与经络不同脉，存在于活体之中。
只有在活着的人体身上才可以找到脉。
脉，因气而出现，气盛则脉盛，气微则脉微。
脉，依气而生，有气才有脉。
脉，是血脉的意思。
这里的脉，其实就是指脉管，它在人体中起着隧道的作用。
脉是气血运行的先决条件，是容纳血液并让其运行其中的有形器官。
它像网络一样遍布于我们的全身，如同大地上遍布的大小不等的河流，分布在机体的每个角落。
这样的分布使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能输布全身，并起到濡养人体的作用，从而保证了生命的正常活动
。
脉不是一个孤立的结构，它内和心脏相合，外布于皮肤肌肉之间，这样的分布使得血液在心脏的作用
下循行于全身，最后回到心脏，形成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从而使机体上下相通、内外相应。
这很典型地体现了中医所讲求的“整体”观念，它将血脉和整个机体紧密联系起来，以一种“整体”
的眼光认识血脉的生理作用，从而把握血脉与机体的关系，这才是中医的文化精髓。
不仅如此，血脉的运行还与呼吸紧密相关。
于此，在后文中会详细讲解，在此不多做介绍。
在现代中医的实际运用中很多时候将“脉”与“经络”视为是同一个概念。
事实上，“脉”与“经络”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中医中是先有“脉”的概念，且它是运行血气的一种
人体结构。
而“经络”是秦汉时期医家为解释人体的感传现象，从当时的水利工程学中引进而确立的中医术语。
二者起源不同，描述的对象也不一样。
古代经络概念在起源上是“脉”的同类，时间上是“脉”的后续，文献上是“脉”的代名词。
《汉书?艺文志》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以起百病之本。
”它把“血脉”与“经络”并列，说明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经络是由经脉、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和奇经八脉所组成。
经络在内能连属于脏腑，在外则连属于筋肉、皮肤。
脉，有“经脉”与“血脉”之分。
中医的“脉”不仅仅是指试“脉”的脉，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血脉，二是包括十二经脉与奇经八
脉统称的十四经脉。
有时候，中医中的试“脉”的脉，又指动脉的血管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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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时珍教切脉》：切脉并不玄奥：医家切脉，在常人看来极为深奥，但就浮、沉、迟、数四种基本
脉象而言，只要结合自觉症状，用正确的手法细心把脉，即使不是医家也极易掌握。
大医家级切出二十八中脉象，而二十八种脉象均由四种基本脉象变化而来，常人只要能切出四种基本
脉象，便不难领悟变化而出的其他脉象，所磁盘切脉首先在于切出四基脉。
在四种基本脉象中，脉的沉、浮指触力度极易辨识，而脉的迟、数说穿了就是脉动的快慢，所以辨识
也极为简单。
脉会告诉你身体是否健康：六邪之气侵人人体，必然引起营卫二气的变化，而脉的浮、沉、迟、数则
是这种变化在脉象上的具体反映，因此只要能在寸口切出某一脉象，便能诊知病的性质、轻重和病所
在的部位。
我们常说的体内有寒，或体内有热，或体是否虚，通过把脉就能了解得一清二楚，也只有如此才能在
生活中用正确的访求祛寒泻热，以及补虚；也只有这样，才不会因为方法不当而出现“闭寒”或“燥
热生火”等加重病状的情况。
病在肌表，或病在肮脏，通过切脉更能准确分辨。
知道了病所在的部位，对病的轻重，自己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也才能有效地避免误区或被医家所误。
准确诊断才能有效调养：中医望、闻、问、切，虽然四者需要相互合参，但切脉一直是医家倚重的最
主要方法，虽然诊病准确，常人却很少涉及，这无疑是日常调养常步入误区的根本原因。
体证与解读精读今解本，中医修习自助。
李时珍，明代大医家。
三十八岁被武昌楚王召任“奉祠正”。
兼管良医所事务，其后进京任太医院院判，有极为丰富的诊疗经验。
切脉最能了解身体的真实情况详细讲解二十八种脉象的切法与用法全国解读中医脉学经典《濒湖脉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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