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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暥濒湖脉学暦和暥脉诀汇辨暦为基础棳采撷各家学说棳结
合祖传和师授的论脉精华与临床经验撰写而成暎简要介绍了脉
学的起源与发展棳脉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棳脉学的基本内容椈重点
论述了六脉棬左右手寸关尺棭在中医诊断上的重要地位椈以暟歌诀暠
和暟释义暠的编写方式棳详细阐述了常见的棽椃种脉象和凭脉断病暍
参考脉等内容椈书中还选编了极具临床意义的典型医案暎本书内
容丰富棳博古通今棳写作手法暟亦文亦医暠棳可读性强棳具有很好的
临床实用价值棳适于中医药院校师生阅读棳也是中医临床医师必
不可少的参考书暎



脉诊自古有暟神乎其技暠的美誉暎历代医家对之穷究几千年
而未见冰释暎脉学内部潜存的丰富信息对我们来说并非是一目
了然的棳而是暟含情脉脉暠棥 她是一门具有高深学术思想和应用价
值的科学棳脉学所蕴含的精深哲理和诊病的玄机棳一直是人们努
力揭示暍探索与研究的课题暎

古往今来之贤哲神医棬秦越人暍华元化暍张仲景暍李时珍等棭棳
都是熟读古籍暍深谙医理暍兼通数经暍勤求古训暍发遑古义暍融会新
知的集大成者暎他们长期坚持暍锲而不舍地暟读经典做临床暠棳练
就了非凡的暍具有暟先见之明暠的诊脉断病之本领棳取得了丰富的
诊疗经验棳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棳立论著书棳从而不断完善棳更
加丰富了传统中医的科学理论暎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暍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说椇暟近百
余年西学东渐棳再加上当今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作用棳使得一些
中医师诊治疾病棳常以西药打头阵棳中药做陪衬棳不论病情是否需
要棳一概是中药加西药暎更有甚者不切脉暍不辨证棳凡遇炎症均以
解毒消炎处理棳如此失去了中医理论对诊疗实践的指导棳则不可
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临床人才暎对此棳中医学界许多有识之士颇
感忧虑和痛心疾首暠暎又加上脉学自古就有暟不言传论暠棳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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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难窥其奥棳大多半途而废暎然而培养中医名医棳脉诊是不能
丢的棳继承是基础棳创新是归宿棳以理论为指导棳以实践为依托棳深
谙中医经典理论棳灵活运用棳以实现中医应有的价值暎

鄂西巴东邹君运国棳出生于中医世家棳自幼酷爱中医暎他熟
读经典古籍棳结合祖传暍师授的实践经验棳续贤余绪棳发遑古义棳勤
求古训棳融会新知暎在暟中医中药中国行暠和暟中医名医培养战略暠
蓬勃开展的大好时机和背景下棳他撰写了暥六脉玄机暦一书暎该书
采撷众说棳专主辨驳暍考同伐异棳阐述脉学的重要地位和科学价
值暎作者以工练的笔法棳精深的造诣棳熔裁平实之内容棳使本来文
意深奥的脉学理论棳变得简单而通俗易懂暎因此棳本书对于中医
院校学生和年轻的中医临床医生来说都是很有参考价值和临床

指导作用的暎
我被作者暟追求真理不服输棳虽为执策亦欣慕暠的创作激情和

勤于学习的精神所感动棳因而欣然为之作序暎希望我们中医院校
的学子乃至医学界都能履行暟博学暍审慎暍明辨暍笃行暠的学术精
神棳只有这样才会学有所得暍学有所长暍学有所进暍学有所成暎向
广大读者推荐本书棳旨在让同仁们互相勉励棳为祖国医学的发展暍
为中医在世界医学界的又一次复兴和辉煌而奋斗棥

湖北民族学院医学院院长

湖北中医学院博士生导师
 

棽棸棸椆年棾月棽椃日



中医脉学是一门古老的暍玄妙的暍深奥的暍伟大的科学棳与我
国的暥周易暦一样神奇和举世无双暎她是祖国医学史乃至世界医
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巨星和瑰宝暎脉学的历史悠久棳源远流长棳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诞生了棳与中医学的起源是同步的棳而且创始
人是岐黄棬黄帝和岐伯棭暎脉学的理论雏形是暥黄帝内经暦的问世椈
暥难经暦的出现又使脉学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椈脉学理论的形成
是王叔和的暥脉经暦的诞生棳并为中医的诊断理论增添了光辉的一
页棳为中医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暎

脉学是一门科学棳与哲学暍思维学暍心理学暍代数学暍预测学暍
中医学密不可分椈它包罗万象棳吸纳万有棳内容十分丰富棳上涉天
文暍下及地理暍中悉人事暍无所不包暍应有尽有暎可以说它是生命
的学问暍宇宙的真理暍文化的智慧暍价值的源泉椈它不仅是中国的棳
也是东方的棳更是世界的椈不仅是古代的暍也是现代的暍更是将来
的暎

近百年的西学东渐棳掀起了一场西医热棳使用中医脉学的人
也就渐渐地少了起来棳甚至遭到了冷落清秋棳就是暥中医诊断学暦
上提起过棳但也只是片言只字棳并且讲的是藏头露尾棳从而塞住了
初学者的道路棳于是脉学只好隐退江湖棳流落民间暎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椇暟中国医药学是
一个伟大的宝库棳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暎暠本着暟古为今用暠暟他



为我用暠的方针和精神棳在暟中医中药中国行暠和暟中医名医培养战
略暠活动口号的鼓舞下棳笔者搜集大量脉学方面的书籍棳进行暟去
粗取精暍去伪存真暠的整理椈并参以祖传暍师授的论脉精华棳进行有
机的处理和整合棳终于完成了这部关于中医脉诊学的书籍棳命名
为暥六脉玄机暦暎

本书的编著原则和基本要求是椇重视暟三基暠棬基础理论暍基本
知识暍基本技能棭暍暟六性暠棬思想性暍科学性暍先进性暍启发性暍实用
性暍继承性棭棳体现暟三特定暠棬特定对象暍特定要求暍特定限制棭暍暟六
贴近暠棬贴近实际暍贴近生活暍贴近大众暍贴近临床暍贴近经旨暍贴近
时代棭棳文字方面亦今亦古棳亦文亦医棳亦俗亦专棳使初学者借证有
资棳力省功倍暎

近年来棳国家掀起暟中医中药中国行暠和暟中医名医培养战略暠
的热潮棳这给中医中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暎相信这一举措
会迅速在中国大地乃至世界各地落地生根棳遍地开花棳并能茁壮
成长为暟参天大树暠棳成功的庇护中医中药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的一
切生机暎

暟望见了龙光棳就知道古宝剑藏在什么地方椈发现了宝气棳就能
够找到明珠的出处暎暠事实上中医脉学不啻古剑暍明珠的宝贵棳我们
要抛弃暟鸳鸯绣罢从君看棳莫把金针度与人暠的传统暍保守的暟秘而不
传暠的观念棳应该把它挖掘出来棳为人民服务棳为人类造福暎

棽棸棸椆年棿月于湖北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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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学渊源

脉学是一门了不起的科学暎无论是在继承和棬或棭发展科学
的时候棳人们总不能只做些马后炮式的事后诸葛大论暎科学应是
有预见性的暎可以这样说棳世界上没有哪一门学科能经历几千年
的研究而未见冰释的棳然而脉学就是其中之一棬当然暥周易暦也是
其中之一棭暎

何剑说椇暟岐黄当日的神明天从棳造就了脉学的博大精深椈扁
鹊的入虢之诊棳体现了脉学的神乎其技暎它不仅源远流长棳历史
悠久棳而且风吹浪打棳岿然独存棳唯有暥周易暦能与之媲美棳中医学
与之派对暠暎事实上棳中医的脉学不仅古老暍神奇棳而且省时暍准
确棳它不仅是中国特有的棳还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棳它在中医学领域
中棳默默无闻地贡献着棳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暎因此棳覃修阳先
生说椇暟只要中医学还存在棳就不能让脉学失传暎原因在于棳中医
的四大经典著作棳除了暥神农本草经暦之外的其他三部棳都是脉学
的经典理论暎中医脉学源远流长棳根深蒂固棳且独树一帜棳枝繁叶
茂棳它成功地庇护了中医学这片辽阔的沃土及土地上的一切生
机暠暎既然如此棳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中医脉学的历史暎

第一节 脉学的起源与发展
杨泽雄说椇暟任何一门科学都是有一定时间过程的棳不可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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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所有到突然从天而降暎脉学也是如此棳有史记载棳脉学的创
始人是黄帝和岐伯棳在暥黄帝内经暦中可以得到佐证暎也就是说棳
脉学的起源应该是暥内经暦的成书年代以前棳据考证暥内经暦的成书
不晚于西汉棳那么棳脉学的起源很可能是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暠暎
暥神农本草经暏序暦曰椇暟记曰椇医不三世棳不服其药暎郑康成曰椇
暜慎物齐也暞暎孔冲远引旧说云椇暜三世者棳一曰黄帝针灸棳二曰神
农本草棳三曰素女脉诀暞暎暠其中棳暥素女脉诀暦已亡佚棳无法稽考暎

毕竟我们不是考古专家棳更不是古人棳要真正把脉学的渊源
探究个水落石出棳必须要穿越几千年的时空去翻岐黄之案棳这对
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棳就好像讨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问题
一样纠缠不清棳所以我们只能借助有限的历史记载来进行推测暎

无论是中医界还是周易界棳都承认暟医易相通暠的古训暎可以
推测棳三皇时代棳伏羲作易暍黄帝作医暍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并不是
子虚乌有的暎所以说棳脉学的起源大约在先秦时期的推断是正确
的暎

家父和师傅经常说椇暟岐黄发明三部九候棳是谓如揭日月椈越
人首推四诊合参棳亦当并重不朽椈仲景强调脉症并治棳理当彪炳千
秋椈叔和重现脉因证治棳就此流芳百世椈基于此棳后世医家才借证
有资棳力省功倍暎所以我们尝到甘泉棳却不能忘怀掘井之人棳如此
可作苍生大医棳反此又与含灵巨贼何异暠椏 所以笔者本着弘扬祖
国传统医学的思想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棳来对脉学的起源与发展
略作浅析暎
一暍先秦时期

据考证棳脉学的起源与中医学的起源是同步的棳是以暥黄帝内
经暦一书的问世为标志的暎暥黄帝内经暦包括暥素问暦和暥灵枢暦两部
分暎共计论文一百六十二篇暎暥素问暦中的暥脉要精微论暦暥平人气
象论暦暥玉机真脏论暦等是脉学有史书可查的重要参考文献暎

暥黄帝内经暦棬简称暥内经暦棭的起源棳至今是一个谜棳所以说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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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作脉也只能是姑且认为是对的棳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古代烽火不
断棳经卷散佚而造成的暎不管怎么说棳脉学的起源是在先秦时期
的推断是毋庸置疑的暎
二暍秦汉时期

秦越人所著的暥黄帝八十一难暦棬简称暥难经暦棭补充了暥内经暦
的不足棳奠定了脉学的理论基础暎从第一难至三十三难是重点论
脉的部分暎但秦越人是战国时期齐国人棳应该是先秦时期棳据考
证暥黄帝八十一难暦成书于秦汉之际暎可见棳当时的尊君思想棬权
威思想棭尤为严重棳我认为所谓的黄帝和扁鹊可能是脉学的始祖
和继承人棳但是否留下作品值得怀疑棳很可能是后世棬嫡传弟子棭
假托圣人之名而作的典籍棳或者是中医的师带徒的结果椈也有可
能是岐黄暍扁鹊等圣贤提出医学的理论先导棳由于只是片言只字棳
记录不方便棳后世弟子将其暟零碎的思想暠整理成简棬木简和竹简棭
以传后世棳遂托名而为之暎相传扁鹊的弟子将扁鹊一生的学术思
想整理成暥扁鹊脉经暦棳但无法考证暎但现存的暥难经暦一书中棳的
确写有暟秦越人述暠几个字棳不管该书作者是谁棳该书成书于秦汉
时期当真无疑暎

暟医圣暠张仲景所著的暥伤寒杂病论暦棬就是现在的暥伤寒论暦和
暥金匮要略暦棭对脉学的贡献也是不菲的棳书中提出了暟脉症并治暠
的方法棳补充了暥内经暦暥难经暦的不足暎相传其弟子将他关于脉学
的论述整理为暥仲景脉经暦棳现已残缺暎偶尔在民间还能找到几条
仲景对脉学的论述条文暎

华佗棳是东汉末年杰出的外科医生棳被曹操误杀后棳其经卷散
佚棳暥华佗神方暦暥中藏经暦还存在暎至于暥华佗脉经暦已经残缺不
全棳不便稽考暎
三暍晋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棳名医辈出棳最著名的要数晋太医令王叔和棳所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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暥王叔和脉经暦棬简称暥脉经暦棭棳是脉学理论形成的开山之作暎暥脉
经暦的问世棳标志着中医脉学的理论正式形成暎它与暥内经暦暥难
经暦暥伤寒杂病论暦合称为脉学的四大经典著作棳是脉学的万世楷
模棳历代医家推崇备至暎

除了暥脉经暦之外棳这一时期的脉学著作林林总总棳现就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大作录于下椇

皇甫谧暥甲乙经暦      蓍  婆暥脉经暦
巢元方暥诸病源候论暦 李  暥脉经暦
甄 权暥脉经暦 张  及暥脉经暦
秦承祖暥脉经暦 许建吴暥脉经钞暦
刘元宾暥诊脉须知暦 杨仁斋暥医脉真经暦
刘三点暥方脉举要暦 王  贶暥指迷方暦
四暍宋金元时期

在唐宋之际的五代时期棳脉学史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棳五
代时期的高阳生假晋太医王叔和之名棳著成暥脉诀暦棳又被俗家妄
注暎而后世医家家传户颂棳使脉学蒙上了千古阴霾暎幸宋代蔡西
山棬代表作有蔡西山暥脉经暦棭暍戴同父棬代表作有暥脉诀刊误暦棭大声
疾呼暍明证其罪暎

宋金元时期的脉学著作多如牛毛棳择其具有代表性之作录用
之椇

勿听子暥俗解八十一难暦 通真子暥脉要新括暦
李希范暥脉经暦 李东垣暥此事难知暦
张 杲暥医说暦 朱丹溪暥脉诀图说暦
青溪子暥脉诀暦 刘  开暥脉诀暦
魏伯祖暥脉说暦 华子颙暥相色经诀暦
唐强明暥诊脉要诀暦 王适斋暥难经图说暦
滑伯仁暥诊家枢要暦 王世相暥医开暦
朱震亨暥脉因证治暦 黎民寿暥脉诀精要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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