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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方论》原序

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

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

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

之士流，才数家耳。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证而无方，

或有方而无证，救疾治病，其有未备。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校定《伤寒

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促之

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

节略，敌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

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臣奇尝读魏志华佗传云:“出书一卷曰，

此书可以活人。”每观华佗凡所疗病，多尚奇怪，不合圣人之经。臣奇谓活人者

必仲景之书也。大哉炎农圣法，属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统，抚育元元，颁行

方书，拯济疾苦，使和气盈溢而万物莫不尽和矣。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

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传上。



前 言

《金匮要略》( 原名是《金匮要略方论》) 是中医学古典医籍之一，为汉代张

机( 字仲景) 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伤寒杂病论》经晋代王熙( 字叔

和) 整理编次后，其杂病部分曾一度散失，至宋仁宗时( 公元 1023—1063 年) 始

为翰林学士王洙在蠹简中发现，经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订，才成为此书。

该书是一部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中医学经典著作，对研究和发掘中医学有

重要价值。一千多年来，它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学的临床实践。但由于内容

残缺窜乱的较多，再加文辞古奥，兼有错简，因而给这本医籍的学习和研究带来

不少困难。为使医务人员易学易懂，便于掌握，更好地继承发扬中医学遗产，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 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发挥有益的作用，在院党委的领导和

支持下，特编写《金匮要略语释》一书。

本书编写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明代赵开美刻《仲景全书》为蓝本，其原文

次序，有的做了少量的移动。编写体例方面，在每篇之前均有简要的概论，略述

本篇的大意和数病合为一篇的意义，以及与《黄帝内经》的联系等，使读者在阅

读原文之前，对本篇内容有个概括的了解。篇后结语总结全篇的主要精神，并

扼要叙述有关各病的辨证和治疗，这样可以前后呼应，便于掌握其重点。在条

文之后，分【校勘】【词解】【提要】【语释】【方解】【临床应用】和【按语】数项。

【校勘】是根据其他版本或注家，对原条文中某些脱误或有疑义的文字和词句做

必要的校正。【词解】是对某些文字、名词和术语，加以通俗的解释。【提要】是

将本节条文的内容简明扼要地写出，便于掌握其主要精神。【语释】是根据中医

理论体系，以通俗的语言，对每节原文进行全面的解释和阐发，使读者加深对原

文的理解和体会。【方解】是根据原文的理、法，解释方药组成的作用，使理、法、

方、药有机地结合起来。方药计量仍照原样，使用时可按公制换算。【临床应

用】是根据文献记载和个人的临床经验，将该方对其他疾病的应用，做扼要的介

绍，借以扩大本方的治疗范围。【按语】是根据编者的体会，阐发【语释】中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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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并将类证、类方予以鉴别对比，以及与有关内容的前后联系等，使读者易

于掌握其“辨证施治”的基本精神。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写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

编 者

1981 年 2 月

于山东中医学院内科教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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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本篇属于概论性质，相当于《金匮要略》的总论，是仲景在《黄帝内经》《难

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杂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预后

和预防各方面，都做了原则性的举例说明，因此，本篇具有纲领性的意义。所

以，我们要想学好《金匮要略》，必须首先学好本篇作为基础。

【原文】问曰: 上工①治未病②，何也? 师曰: 夫治未病者，见肝之

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③，四季脾王④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⑤不晓

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夫⑥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

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 脾能伤肾; 肾气

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 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

不行则肝气盛，故实脾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

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 “虚虚⑦实实⑧，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

也，余脏准此。
【校勘】“酸入肝……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一段，《金匮要略心典》谓非仲

景原文，系后人旁注误入正文。是。

【词解】

①上工: 工指医生，上工就是技术高明的医生。

②治未病: 有两个意思，一是治未病的人，即在人体未发病以前进行预防;

二是治未病的脏腑，目的是防止疾病的传变。这里主要是针对第二个意思

而言。

③实脾: 即补脾的意思。

④四季脾王: 四时最后的一个月叫季月，王就是旺的意思。古人以五脏

配四时，肝旺于一、二月，心旺于四、五月，肺旺于七、八月，肾旺于十、十一月，

脾旺于三、六、九、十二月的后十八天，这四个月又都是四时之季月，所以说

“四季脾王”。我们只可领会其精神，不可过分拘泥。主要意思是正当脾气旺

盛的时候。

1



⑤中工: 指不太高明的医生。

⑥夫: 文言发语词。

⑦虚虚: 上一个虚字是指虚证，下一个虚字是动词，是指泻法，即虚证用泻

法治疗，就叫虚虚。

⑧实实: 上一个实字是指实证，下一个实字是动词，是指补法，即实证用补

法治疗，就叫实实。

【提要】举例说明肝病的传变规律和治未病脏腑的方法。

【语释】

上工治未病，是什么意思呢? 治未病就是治未得病的脏腑。举例来说: 如

见到肝脏有病，就知道肝病可以传脾病，应当在治疗时，除适当地治肝以外，还

要先补脾，来断绝其传变的途径，以预防相传。假若当脾气旺盛的时候，脾气不

虚，足以拒邪，这就不用补了，这是因为脏病唯虚者则受传，实则不受传; 脏邪唯

实则能传，虚则不传。不大高明的医生，不明白实则相传，虚则善受的传变规

律，一见到肝有病，不知道去补脾，只单独地去治肝，这样就不能治好疾病，必然

造成肝病未好，而脾病又起的后果。

因为肝为血脏，体阴而用阳，所以治疗肝虚的病，应当用酸味药以补之，用

焦苦味药以助之，再用甘味药以调之。

但这个治法，只适用于肝虚证，不能用于肝实证。《难经》上说: 虚者泻之，

叫虚其虚; 实者补之，叫实其实。这都是治疗上的原则错误。正确地治疗，是应

当补其不足而损其有余。其余四脏，均依此类推。

【按语】本节原文可分三段，自“问曰”至“惟治肝也”为第一段，是以肝病为

例，说明疾病的传变规律。肝病传脾在临床上是常见的现象，如肝气郁结，虽以

胸胁胀满或胀痛为主证，但多兼有脘闷、饮食减少或乏力、苔薄白腻等证; 再如

肝炎除肝大、肝区痛、肝功能不正常外，多兼有腹胀纳呆、倦怠乏力、舌淡胖有齿

印等证，这都是肝病传脾的表现。所以在治疗上应肝脾( 胃) 并治，始能收到满

意的效果。逍遥散就是治肝补脾，肝脾并治的代表方剂。自“夫肝之病”至“益

用甘味之药调之”为第二段，是说明肝虚的治法。因肝为藏血之脏，又为将军之

官，主疏泄，所以说肝是体阴而用阳，因酸入肝，“损其肝者缓其中”，酸甘可以化

阴，故酸甘可以补肝体。如肝虚证的筋脉弛缓、视物模糊，用补肝汤( 即四物汤

加酸枣仁、木瓜、炙甘草) 治疗，就是根据“补用酸，益以甘味之药调之”的原则所

制订的方剂。《临证指南医案·肝风门》曹氏案，用牡蛎、白芍、炒生地黄、菊花

炭、炙甘草、南枣肉，以治肝虚风动，方中生地黄、菊花均炒用，即取“助用焦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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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且肝阴虚者，必生内热，在酸甘的基础上，佐少量苦寒药。苦甘可以化

阴，能增强其养阴清热的作用。再者，焦苦之味近乎辛，一般是以辛药益肝用，

如滑氏补肝散( 酸枣仁、熟地黄、白术、当归、山萸肉、山药、川芎、木瓜、独活、五

味子) 治肝虚胁痛，症见胁下筋急，不得太息，目昏不明，爪甲枯青，遇劳即甚，或

忍饥即发。其方义就是肝体阴而用阳，以甘酸补肝体，以辛味补肝用。以上治

肝虚的用药，都符合本段的原则。自“肝虚则用此法”以下，为第三段，说明虚实

异治的法则



。

【原文】夫人禀五常①，因风气②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

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③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

风④，中人多死⑤，千般疢难⑥，不越三条: 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

所因也; 二者四肢九窍⑦，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 三者

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

干忤经络; 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 四肢才觉重滞，即导

引⑧、吐纳⑨、针灸、膏摩⑩，勿令九窍闭塞。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

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遣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

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 理者，是皮肤脏腑

之文理也。
【校勘】禀，徐本、沈本、《医宗金鉴》均作“秉”。是。

【词解】

①五常: 就是五行的意思。

②风气: 指六气( 风、寒、暑、湿、燥、火) ，是四季的正常气候，如气候反常，使

人致病，即“六淫”。

③元真: 就是元气，也叫真气，是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的功能。

④客气邪风: 指不正常的气候。泛指一切外邪而言。

⑤死: 作病字看。

⑥疢难: 疢音疹，作病解，疢难就是病苦的意思。

⑦九窍: 指上七窍( 耳、目、口、鼻) 和前后二阴。

⑧导引: 文中指按摩。

⑨吐纳: 是深呼吸，与导引疗法相似。

⑩膏摩: 是涂抹药膏的外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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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指出人与气候的关系和病因的分类，以及预防方法。

【语释】

人体和四时气候是息息相关的，四时气候正常则叫六气，不正常即叫六淫。

正常的气候能生长万物，对人体也有利; 不正常的气候能伤害万物，对人体也会

致病。就像水一样，既能载船运行，又能把船淹没。不正常的气候之所以能使

人致病，是因为人体先自虚弱，抗力不足，正是《内经》所说的“邪之所凑，其气必

虚”。如果人体强健，五脏的元气畅通无阻，正气旺盛，无论气候怎样变化，也都

能适应，不会致病，亦如《内经》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不正常的气候叫

“客气邪风”，当人体脏腑失和，“客气邪风”中于人体，轻则致病，重则致死。

一切疾病的致病原因，归纳起来只有三条: 一是脏腑虚弱，元气不足，经络

受邪，乘虚直入，叫内因。二是四肢九窍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四肢九窍内连脏

腑，全仗血脉相传，元真之气才能畅通无阻。如果血脉壅塞，不能流通，元真之

气也就不能畅行，而使外部皮肤发生病变，这种变化多由外邪侵袭所致，所以叫

外因。三是房事过度，刀斧砍伤，虫兽咬伤等一类，叫不内外因。用这种方法来

归纳，一切疾病的病因都可包括在内了。

如果人能内养正气，外慎风邪，不使“客气邪风”侵袭经络，便能保持健康。

即便受到邪气的侵袭，趁病邪还未深入的时候就抓紧早期治疗; 四肢才觉发沉

不适时，便可用导引、吐纳、针灸、膏摩等治疗方法，不使九窍阻塞。再能不犯法

律，躲避禽兽的伤害，适当的节制性欲，不要耗精过度，穿衣能适应气候，吃饭勿

过饱、偏食，调节适中，不使形体衰弱，元气经常通畅，病邪就不能侵袭到腠理

了。什么叫腠理? 腠，是皮肤的毛窍，是周身气血津液所凑会灌溉的地方; 理，

是皮肤与脏腑中间一条一条的纹理。

【按语】本节可分三段: 自“夫人禀五常”至“中人多死”为第一段，说明人与

自然界的关系和预防疾病的重要性; 自“千般疢难”至“病由都尽”为第二段，说

明病因的分类; 自“若人能养慎”以下，为第三段，说明预防及早期治疗的重要意

义。就其内容，可分两方面来看: 一是说明致病因素; 二是提示预防为主。致病

因素分两个方面，外因和内因。外因是客气邪风，内因是机体自虚。预防也分

两个方面: 预防外在因素，提出“客气邪风，中人多死”“不令邪风干忤经络”。

这和《内经》上“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的精神是一致的。预防内在因素，指出

“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并注意到房事、衣、食等方面的调节，这和《内经》

上“饮食有节，起居如常，恬淡虚无”的精神是一致的。尤其是“适中经络，未流

传脏腑，即医治之……”更是上节“上工治未病”的具体说明。最后“不遣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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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是总的要求，也是本段的小结。再者本节所讲的三因

与后世陈言( 字无择) 的三因学说不同，本节是以客气邪风为主，以经络脏腑分

内外; 陈氏从天人表里立论，以内伤外感分内外。很明显，陈言的三因学说是在

《金匮要略》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

【原文】问曰: 有未至而至①，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

过，何谓也? 师曰: 冬至②之后，甲子③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

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

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

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
【词解】

①未至而至: 上至字指时令，下至字指那个时令的气候。

②冬至: 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农历十一月间。

③甲子: 六十天为一个甲子。

【提要】指出气候与季节的相适应与不相适应的情况。

【语释】

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

气候的寒暖是随着季节而变化的，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相隔的时间

是有定数的，而气候寒暖的变化却不一定这样准确。譬如:“冬至”后六十天就

是“雨水”节气，因为“雨水”之时，冰雪溶解而为雨水，也是天气温和的起始，故

为少阳之时。此时阳气尚微，万物始生，故云阳始生。这个时间气候逐渐转暖，

即时至气也至，这是正常的现象。如果冬至后不到六十天，气候就暖和了，这就

是时未至而气已至，所以叫“未至而至”。已经到了六十天，气候仍然不温和，这

是时已至而气未至，故叫“至而不至”。“冬至”后已六十天，而气候不温和，反

而冷得很厉害，这就是时已至而寒冬的气候未去，故叫“至而不去”。到了六十

天，天气暖和的像夏天一样，这是时至气候太过的现象，故叫“至而太过”。总

之，未交“雨水”节气，而天气已温，或已交“雨水”节气，而天热如盛夏五六月

时，都为太过; 若已交“雨水”节气，而天未温和，或仍大寒不解，都为不及。因而

无论气候的太过或不及，都能影响人体而发生疾病。

【按语】此节说明气候失常，机体不能适应，是致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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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问曰: 经①云:“厥阳独行”，何谓也? 师曰: 此为有阳无阴，

故称厥阳。
【词解】

①经: 古时的《医经》，现已失传。

【提要】说明阴阳失去相对的平衡，是疾病的主要病机。

【语释】

古时的《医经》上说“厥阳独行”，这是什么意思呢? 人体在正常的情况下，

阴和阳互相协调，维持相对的平衡状态，才能保持健康。如果阳气偏盛，没有阴

来维系，就要有升无降，独行于上，所以叫“厥阳独行”。

【按语】本节主要说明阴阳不相协调，失去相对的平衡，是疾病的重要病机，

严重时会引起“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危险。这与《内经》所说的“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的精神是一致的。以上四节，主要说明杂病的病因和病机



。

【原文】问曰: 阳病①十八，何谓也? 师曰: 头痛、项、腰、脊、臂、脚
掣痛。阴病②十八，何谓也? 师曰: 咳、上气、喘、哕③、咽④、肠鸣、胀
满、心痛、拘急。五脏病各有十八，合为九十病; 人又有六微⑤，微有十

八病，合为一百八病。五劳、七伤、六极⑥，妇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
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⑦中表，小邪⑧中里， 饪⑨之邪，从口入者，

宿食也。五邪⑩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

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急，雾伤皮腠，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

经，极热伤络。
【词解】

①阳病: 是指属外表经络的病证。

②阴病: 是指属内部脏腑的病证。

③哕: 音月，即呃逆。

④咽: 音噎，指咽中梗塞。

⑤六微: 指六淫。

⑥六极: 指气极、血极、筋极、骨极、肌极、精极; 极是极度劳损的意思。

⑦大邪: 指六淫之邪。

⑧小邪: 指七情之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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