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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的话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医学科学和优秀传统文化，为

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

极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在保障人

民健康中的重要作用，中医药事业迎来了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局

面，中医教育、科研、临床都取得显著成就，无论在防治流行

性乙型脑炎等疫病临床成果，还是抗症新药青蓄素和双氢青蓄

素的发明等成果都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广泛关注，彰显了申医

药独特的优势 ; 一批批辈声海内外著名中医专家先后涌现，如

施今墨、秦伯未、蒲辅周·…..他们是这一时期杰出的中医代表。

他们勇于探索，医术精湛，深受爱戴，令人敬仰。这些杏林贤

达，措首穷经，呕心沥血，历练卓识，心传身受，积 生所得，

整理撰写了一大批反映近世中医新经验、新成果的著作，大大

促进了中医理论和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这些著作，字字珠矶，

毫无虚浮，或亲笔撰写，或口述整理，写作态度严谨认真，非

新知新见不妄赘言，非亲历亲验不敢妄写，可谓珍贵至极，难

得一见。所作医论，溯本求真，主论严谨;所述医案，鲜活翔

实，辨析独歪1]; 所录经验，真实详明，效验可靠。不仅指导了



批批后世中医学子走上了中医成才之路，还打造了-批批申

医优势重点学科品牌，构筑起中医药发展历史上的新坐标。但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由于出版时间距今较为久远，现今已

很难觅到踪影，甚至一些名老申医也渐被人们遗忘。

继承和发扬名老中医经验，是保护和传承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需要，是振兴和繁荣申医药事业的必然选择。有鉴于此，

我们组织策划了〈现代名老中医珍本丛干1]) 系列图书，挖掘整理

全国范围内的名老中医传世名著，以修订再版的形式重新面世，

旨在传承和弘扬名老申医学术经验，提高中医临床辨治水平，让

更多的中医学子领略当代临床大家的风采，追寻当代|陆床大家的

脚步，为中医在世界瞩目申崛起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特别需要指出，本丛书所介绍的经验心得多为名老中医长

期临床感悟，凡辨证用药，颇有独到之处，例如对中药超大剂

量的使用，乃是建立在该老申医几十年使用心得的基础上，对

其适应证、有效及中毒剂量、药后反应等有着成熟的经验，更

可能有因地、因时、因人而异的因素在内，非有真知卓识者不

能臻此，所以敬请读者切勿盲目模仿，无实际经验者宜慎用。

对此经验，应师其法而活用其量，用量多少应视病症具体而定，

不能丢掉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切勿偏执某人之经验而死守其

用量可也。尤其是患者或家属更要在有经验的专业医师指导下

使用，绝对禁止盲目抄用。对于书中部分名词术语、计量单位、

现已淘汰的检验项目和方法，以及国家己明令禁止使用的药材

等，为保持原书原貌，本丛书未予删改，请在临床实际应用中

予以注意并更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其片反菊亏

〈萧通吾脉诀及脉案 〉 自 1981 年出版后，得到广大读者

的欢迎，故在 1986 年又出版了第 2 版。 但距今也已 25 年，书

店早已难觅踪影。 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及人民军医出版社的诚

邀，今再推出增补版。 为了更好地继承萧老的诊脉经验，比较

全面地了解其脉诊学术思想，故在原书内容的基础上，将"绪

言"合并在 "掌握六大纲脉"内容中论述，不再单列。 增加了

绪论，主要介绍萧老的生平简介、 医事传略及脉学学术思想。

在脉学学术思想、中系统介绍了萧老的诊脉要诀，从分辨脉象阴

阳属性、掌握脉象六大纲脉、 确定脉位先定左关、 诊脉手法贵

在三要、 诊脉应用五十动法、诊脉应当结合六气、诊断脉象分

辨八纲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萧老的脉学学术观点及诊脉经验。这

些内容对诊脉辨证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各论则介绍了原书

28 脉 ， 萧氏家传人迎、 气口脉论，及妇人诊脉法内容。

虽然，我们在此次出版时做了上述修订，但由于我们的

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作者于山西中医学院

2010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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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已故名老中医萧通吾先生，善治内、妇各科疾病。

萧老擅长脉诊，在继承五世家传 〈脉诀 〉 的基础上，经过 60

多年的临床实践，验证了各种脉象与疾病变化的关系。通过诊

察脉象的变化，来分辨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机和识别病证的

真伪，以及判断疾病的进展与预后等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为了继承萧老的经验，我所组织跟随萧老学习过的医师顽

祺及萧老之子萧汉堡二同志，对萧老的经验进行了整理 ， 定名

为 〈萧遇吾脉诀及脉案 〉。本书按二十八脉分类，又增选了萧

氏家传的人迎、气口脉论一节，故为二十九类。其中除伏脉一

类，因现存资料中无适当证例可选外，其余均附有脉案，脉证

对照，便于参考。

在整理出版过程中，原有记录资料有不够完备的地方，

如脉案中许多患者年龄写为"成人" ，因时过境迁，人事变动，

无法补救，故仍照原文编写。 此外包括校对工作方面也还存在

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指正。

山西省中医研究所中医基本理论研究室

198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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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 

萧通吾( 1890-1973 年)，男，字广远，汉族，河北武安市人，

出身于中医世家。 1902 年家乡连年旱灾，元以谋生，遂与家父、 伯

父迁居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 7 岁开始读私塾，在父辈行医

的影响下， 12 岁弃儒随父辈学医，初步掌握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

诊治疾病的基本技能。 父辈先后去世后，因同族兄弟行医者众多，

1913 年迁居太谷县任村定居，开有"隆太和"药铺，边看病边卖药，

悬壶乡里。 "隆太和"药铺声誉日隆，求诊者络绎不绝。

1953 年太谷县任村成立第八诊所，他积极响应，将药铺归

并诊所，并在诊所工作。 数月后因诊务繁贮，积劳成疾，突发脑

血栓半身不遂回家休养。 1955 年身体刚刚康复，即应太谷县人民

医院的邀请，供职于中医科。 在太谷工作期间，省城众多的患者

慕名求诊。 为了工作方便起见， 1962 年 2 月奉山西省卫生厅调

令，于山西省中医研究所高干门诊工作。 他行医 60 余年，医术

精湛，疗效卓著，医德高尚，颇负盛名，被评为山西省名老中

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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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传略 | 

( 一 )全力承庭训 是壶故里

萧通吾先生出生于萧氏中医世家，是第五代传人。 他的父亲

和伯父是山西榆次、 太谷一带的著名中医，人称"大萧" "二萧" 。

伯父善治急性热病，疗效卓著;其父善治内科虚劳杂症和妇科疾

病，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萧老自幼熟读诸子百家，为学习中医

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后来受到家庭的熏陶，耳濡目染，萌发

怜惜患者之心，立志继承家训，学习医学，正式拜伯父和父亲为

师。 在父辈的严格要求和耐心教育下，熟读 《汤头歌诀 ~ <<濒湖

脉学 ~~萧氏家传脉诀~~药性赋~~ 医学三字经》 等启蒙医书，

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为掌握好医学基础知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后进一步学习 《黄帝内经 ~~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

等经典著作，在父辈深入浅出的讲解下，不仅掌握了基本的中医

学理论，而且对经典古籍中重要篇章进行了精读和背诵。 在此基

础上，每天随师侍诊，记载病案，抄方取药，并参与中药炮制和

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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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散、膏 、 丹的制作，进一步打下了中医基本功。

通过临床实践的锻炼，萧老深感学习中医名家 、 遍览历代医

学名著、继承家传宝贵经验，是学习中医的重要途径。 自此对温

病学说和内外妇儿各科的代表著作 、 著名医家医案医话进行系统

学习，尤其对《脉经) <<东医宝鉴)) <<临证指南医案》等著作的学

习有深刻的体会和心得。 他认为叶天士立方遣药变通前人之法，

自出机朽，理论亦多有独特见解，读后能使人广开思路，颇多启

迪。

经过 8 年的随师学习，萧通吾先生于 23 岁时开始独立行医。

他悉心整理研究先辈遗留的医案，总结临床经验，数年后成为当

地小有名气的中医。 由于他医术精湛，不仅善治内科和妇科疑难

杂症，而且对一些重症治疗无望的病人，通过四诊合参，根据天

人相应、五运六气和五行生克制化的理论，常常能够较准确地推

算出大致死亡日期。 尤其对于贫困的患者经常不收诊费，反而馈

赠药品，因此他的名声大振，求诊者络绎不绝，在当地群众中有

很高的声望。

( 二 ) 得尚实践刻意创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中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是

来源于医疗实践而总结形成的，尤其是临床医学其实践性更强。

萧老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说"熟读王叔和，不如多临床"。 他

在随师学习中，不仅在门诊学习，而且随师出诊，对每个患者都

要进行望、闻、问、切全面诊断，提出自己的初步诊断和辨证论

治 、 处方用药的意见。 然后再与老师的处理结果对应。 对自己诊



二 医事传略

断和用药不当之处，认真地加以分析，直到理解其正确诊治原则。

例如，曾在门诊给一位 30 岁的女患者看病，老师诊断脉象后，

告诉患者已经怀孕了，只是身体较虚弱，注意饮食调养，避免过

度疲劳，即可足月顺产。 萧老当时对此诊断不明白其机理，根据

《素问 · 平人气象论》之"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娃子也"的理

论，妇女怀孕，脉象应当是两尺脉滑利有力，而此患者两尺脉浮

而细小，而两寸关脉细滑，与一般妇女怀孕脉象不符。 其师对他

说"育龄妇女一向月经规律， 突然过时不来，脉见缓滑流利，

两尺滑甚者，为气血充沛，育胎之脉象。 而今天所诊之妇人月

经不行，虽然见两尺脉浮而细小，但脉搏按之不绝， 是素体阴

血不足之表现，两寸关脉细滑，说明气血尚为调和，不影响怀

孕，故可诊断为怀孕。"从而加深了他对妇人怀孕脉象的理解与

应用。

在从医 60 余年的实践中，萧老一直坚持临床工作，对于上

门求诊者或要求会诊、 出诊者，有求必应，从不拒之门外。 由于

诊务繁忙，积劳成疾，突发脑血栓半身不遂。在他 70 余岁脑血

栓半身不遂好转后，仍坚持上午门诊工作。 有时患者半夜来求诊，

他带病应诊，从无怨言。 这不仅反映了萧老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

救死扶伤的高尚品德，而且也反映了他坚持临床、崇尚实践的务

实精神，也是他成为名医的成功之道。

通过医疗实践，萧老认为不断地研究总结临床经验，不断地

创新，发展中医理论，是一个中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他在 《萧

氏家传脉诀》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整理，与门人共同编著出版《萧

通吾脉诀与脉案》。 系统归纳总结了 28 脉左右手寸、关、 尺分部

主病的理论，并附医案加以佐证。 尤其对人迎、气口脉的理论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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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充实与发挥，他认为人迎脉左关前一分之处，其脉上不及寸，

下不及尺，独居于寸、关之间，在主病中除外感证多见外，在内

伤杂病中主肝气火旺、痰热上塞、 血热经多等病证; 气口脉在右

关前一分之处，上不达寸，下不及尺，亦居于寸、关之间，主病

以内伤饮食为主。 从而逐步形成诊断疾病首先注重脉诊 、 脏腑辨

证贯彻治疗疾病的始终、治疗虚劳杂病尤其重视调补脾肾 、 应用

运气学说诊断治疗疾病等学术思想。

( 二 ) 积极参与 捍卫中医

萧老先生在为广大人民群众诊治疾病 、 救死扶伤的医疗实践

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宝库，是中国文化遗

产的瑰宝，它不仅有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两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 、 繁衍以及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因而，他对中医学特别热爱，确立了为中医事业

奋斗终身的决心。 然而， 1912 年，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

江大攫提出废止中医的主张，引起中医界的反对。 1917 年余云蛐

在《灵素商兑》中提出中医不科学 、 应当废止的反动主张。 1929

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通过了 《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E生之

障碍案~，不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激起了中医界的极大愤慨。

萧老毅然参加了以杨医亚先生为首的全国"国医砾柱社"，并担

任太谷县范村分社助理员 。 他积极组织当地中医药人士，参加全

国的请愿运动，为"阐发国医国药之学术，期华夏神医发扬广大，

雪东亚病夫之耻辱，恢复民族固有的健康"，为保卫中医的合法

地位而斗争。 经过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共同斗争，为中医争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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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存在的地位。 萧老为此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 四 ) 言传身教培养学生

萧老在跟随父辈学医的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学习中医不仅

要自己勤奋学习， 而且随师学习是最有效的途径。 因此，他破除

"父以传子"的保守思想，以师带徒的方法培养中医人才。 新中

国成立前先后培养了十余位徒弟，他们成为太谷、榆次、太原等

地中医内科、 妇科、儿科、 骨科的业务骨干。 新中国成立后，萧

老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带徒，为地方和部队培养了一批中医人

才。

1 962 年，萧老已 70 余岁，身患脑血栓半身不遂刚刚好转，

不顾年老体衰，积极响应国家提出抢救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

经验的号召，选拔优秀的青年中医，开展了名医带高徒的学术继

承工作。 由于这些徒弟是中医院校毕业又临床多年的业务骨干，

故萧老从高起点来要求。 在理论学习中，要求进一步学习中医四

大经典著作，尤其对《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要深入

研究，掌握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和用药规律、用药剂量，做到辨

证准确，用药轻灵活泼。 对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等名著要

认真学习，深入理解其辨证用药的特点。 对家传 《萧氏脉诀》要

熟读背诵，体会其脉学的真谛。 做到边学习边写读书笔记和心得

体会。 在临床实践中，要求学生上午跟师应诊。 对患者学生进行

诊断，尤其对脉象要仔细诊查，提出初步的诊断辨证和处方用药。

然后认真地观察他诊断的方法，尤其对脉象的诊查、辨证用药等，

要求学生一一对应，切实做到深入理解和掌握，并将病例详细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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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ii.在协位Âi'tf-季

载。 学生如有疑问，他即时讲解。 例如，一位门诊患者，诊脉见

其右手气口脉滑大而数，时见动象，学生认为是饮食停滞的伤食

症。 萧老诊察脉象后认为是胸痹症，他说"气口脉滑大而数，

为痰热塞结，脾胃气逆不降，胸痹为患。"治以除痰清热、理气

降逆之法。 处方:生慧政仁 12g，瓜萎 1元，积壳钮， J 11 贝母句，

桔梗元，麦冬元，炙批把叶元，郁金元，冬瓜仁元，杏仁元，

陈皮饨，半夏曲泣，获苓句，甘草泣。 水煎服。 服上方 9 剂，

其病痊愈。 从而使学生对脉学的理解拓宽了思路。

萧老强调要运用中医的辨证思维，掌握和运用好中医望、闻、

问 、 切全面诊断的方法，辨证要准确，用药处方要刚柔相济，轻

起难关。 对西医学的诊断治疗方法他亦十分重视，要求学生尽量

掌握和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可以提高临床疗效。 例如， 一位

噎踊症的患者 ， 萧老诊断后，详细地分析了该患者西医检查诊断

的情况，认为有进行手术治疗的机会，比单纯应用中药治疗效果

好，建议患者立即进行手术治疗，然后再进行中药扶正培本治疗，

从而使其获得更好的疗效。

由于萧老在培养学生时认真负责 ， 百问不厌，启迪后学，注

意带教的方法，因此培养出一批中医骨干，成为中医院校教授、

主任医师、 管理人才，省直医疗单位的科室主任 、 名老中医，为

继承发扬中医药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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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于

|脉学概要 J 

脉诊是中医四诊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最具有中医特色的诊

疗方法之一。 它虽然居于四诊之末，但它是一种最重要的 、 行之

有效的诊断方法，是中医辨证论治不可缺少的重要客观依据。《古

今医统正脉全书 》 指出"脉为医之关键，医不察脉则元以别证，

证不别则无以措治，医为名脉，则成良医，证候不明，则为庸医。 "

萧老从虚劳杂症的症状复杂，难以诊断和辨证的特点分析，认为

脉诊可以反映正邪盛衰和病性之虚实，因此，他强调在诊断疾病

时，应当首先重视脉诊。 他说 "脉法为施治之本，善诊者，首

求病本，而脉为求本之法也。 盖五脏六腑居其中，气血之循行，

必见于脉，或内伤，或外感，脉皆应之。 识其脉而知其病，内伤

外感概不混淆，细心推求，不致误病也。"在运用脉诊中，除了

做到细致人微、寻求脉形、辨别病机外，还应当掌握 7 个重要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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