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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与《脉经》“阴阳脉”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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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阴阳脉”是理解《伤寒杂病论》和《脉经》的重要概念之一。“阴阳脉”在《伤寒杂病论》和《脉经》中均可指脉象的

阴阳属性和脉位的前后；在《伤寒杂病论》中，阳脉、阴脉常相互比较以辨识复杂、危重病证；在《脉经》中，阴阳脉还用于

表示指力轻重，呼吸出入，以及辨识经脉之虚实。“阴阳脉”涵义在《伤寒杂病论》和《脉经》的异同，反映了汉代及以前诊

脉方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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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寒杂病论》约成书于公元２０２—２０５年，包
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在《伤寒论》的

开篇，《平脉法》《辨脉法》两篇内容均为脉法专论，

论述各类脉象性质、指下特点、各脉主病、四时脉象、

平人脉象等。在《伤寒论杂病论》主体内容中，每篇

均以“病脉证并治”为篇名，强调“脉”在辨证识病中

的重要性，且论中“脉证并治”“观其脉证”等文句，

处处体现了仲景重视脉诊，以脉定证、凭脉辨证，用

脉象将理法方药一线贯穿的学术思想。

《脉经》为魏晋王叔和（公元 １７０—２５５年）所
著，约成书于公元２１０—２５９年［１］，全书共１０卷，９８
篇，１６５７条，９万字余字。《脉经》是王叔和继承了
《黄帝内经》《难经》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以及扁

鹊、华佗等医论医著，并结合王叔和本人临证经验和

学术思想而成，是上古至魏晋以前重要医学文献之

集合。《脉经》为脉学著作，辑录了大量前代脉学医

籍，如《脉法赞》《四时经》《扁鹊阴阳脉法》《扁鹊脉

法》等，其中大部分著作早已佚失。王叔和《脉经》

广论各家学术思想，但是却非常尊崇仲景著述，《脉

经》中约三分之一为《伤寒杂病论》内容［２］，且在卷

五各名家论脉的部分，将“张仲景论脉”置于开篇卷

首，然后才是扁鹊、华佗论脉。因此，《脉经》可以说

是王叔和以继承仲景脉学思想为主，并结合扁鹊等

其他医家脉学思想的脉学著作。

《伤寒杂病论》中多次出现“阳脉”“阴脉”之

语，对于其涵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阴阳脉是仲景

脉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正确理解原文旨意的关键。

《脉经》与《伤寒杂病论》成书年代相距未远，且王叔

和继承并发扬了仲景脉学思想。因此，本文拟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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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和《脉经》原文，探讨其中阴阳脉涵义

的异同，以期更准确地理解阴阳脉的涵义，了解汉代

及以前诊脉方法的衍变，从而更好地识脉辨证。

１　阴阳脉涵义相同点

１．１　阴阳是脉象的属性　《伤寒论·辨脉法》开卷
即言：“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

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

脉者死。”这是将阴阳作为辨脉的总纲，以阴阳归纳

脉象属性。但是，对于《辨脉法》《平脉法》此二篇是

否为仲景原作，历来学者众说纷纭，因此研习者鲜

矣。有一种观点认为，此二篇为王叔和托伪之作，非

仲景原作。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王履、黄仲理、方有

执、喻嘉言、柯韵伯［３］、任应秋［４］等；也有一些学者

笃信此二篇为仲景《伤寒杂病论》原著内容，如钱

潢、张志聪、王庆国［５］等；钱超尘［６］则认为该二篇出

自六朝医师之手，被张仲景收录于《伤寒杂病论》

中。《脉经·张仲景论脉》中引用《平脉法》的内容

时用“师曰”，按照《脉经》全书体例，凡引张仲景原

著均用“师言”“师曰”；扁鹊所论，用“扁鹊曰”；出

自《素问》《难经》诸书者用“经言”“经曰”，所以推

断该部分内容应为王叔和引用张仲景著作。

仲景重视脉诊，而开篇这一论述则是脉诊的总

纲，强调病有阴阳，脉亦有阴阳。仲景曰：“夫脉当

取太过不及”，“阳脉”“阴脉”是通过脉动、脉形、脉

势、脉率等的太过与不及来辨别。“阳脉”为太过之

脉，如大、浮、数、动、滑等，多见于阳、热、实证；“阴

脉”为不及之脉，如沉、涩、弱、弦、微，多见于阴、虚、

寒证。因此，辨脉之阴阳，有利于我们执简驭繁地判

断病位、病性及预后，正如《金匮要略》所云：“三十

六病，千变万端，审脉阴阳，虚实紧弦”。

《脉经·辨脉阴阳大法》曰：“凡脉大为阳，浮为

阳，数为阳，动为阳，长为阳，滑为阳；沉为阴，涩为

阴，弱为阴，弦为阴，短为阴，微为阴”。这一观点与

《伤寒杂病论》基本一致，《脉经》还将此观点进一步

丰富。因为脉象复杂，往往会出现阴阳脉相兼脉象，

如“一阴一阳，一阴二阳，一阳一阴，一阳二阴”等，

均指阴脉、阳脉并见者。如沉滑脉为“一阴一阳”

脉；沉滑而长为“一阴二阳”脉；浮涩脉为“一阳一

阴”脉；长而沉涩为“一阳二阴”脉。王叔和在《脉

经》中还进一步说明，临床见阳脉多为腑病，见阴脉

多脏病，且“阳病易治，阴病难治”。将脉象的阴阳

属性与疾病的病位、病性及预后相联系，并以此指导

诊断与治疗，形成阴阳脉辨治体系，此阴阳脉诊体系

继承于张仲景，而在《脉经》中进一步发展。

１．２　阴阳是脉象的部位　在《伤寒论》和《金匮要
略》中，阳脉、阴脉后为具体脉象，如“阳脉涩，阴脉

弦”“阳浮而阴弱”等，此处阴阳是指脉象的部位。

以关为界，关前寸部为阳；关后尺部为阴。历来也有

一些医家持不同观点，如程郊倩认为阳为轻取，阴为

重按［７］。但是，用这一观点解释《伤寒论》原文却解

释不通。“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如果

按照程氏观点，“阳微阴浮”就是轻取为微脉，重按

为浮脉。但是，众所周知：“浮脉为轻取即得，重按

稍减”，因此这一观点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仲景原

意。《伤寒论·辨脉法》曰：“阴脉不足……阳脉不

足……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尺脉弱，名曰

阴不足。”该条文明确指出阳脉不足即寸脉微；阴脉

不足即尺脉弱。因此，阳脉即指寸部脉；阴脉即指尺

部脉，“阳微阴浮”就是指寸部脉较微，提示邪气轻

微；尺部脉较浮盛，提示肾阳来复，所以病情向愈。

同《伤寒杂病论》一样，《脉经》中阴阳脉多数情

况也是指具体脉位。《脉经·辨尺寸阴阳荣卫度

数》曰：“从关至尺是尺内，阴之所治也；从关至鱼际

是寸口内，阳之所治也”。王叔和不仅指出“关前为

阳，关后为阴”即“寸为阳，尺为阴”，而且明确指出

寸、关、尺三部所候人体部位及脏腑。《脉经·分别

三关境界脉候所主》曰：“寸主射上焦，出头及皮

毛……关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虽然

《难经》首倡诊脉独取寸口，但并未明确寸、关、尺分

部等问题，至王叔和《脉经》才明确了两手寸、关、尺

的分布和脏腑分候等问题，并沿用至今。

《脉经》还将阴阳脉分别代表脉象性质与脉位

前后相互结合，以判断病情顺逆。如《脉经·从横

逆顺伏匿脉》曰：“脉居阴部，反见阳脉者，为阳乘阴

也。”阳乘阴是指浮、大、数、动、滑等阳脉出现于属

阴的尺部。“脉居阳部，反见阴脉者，为阴乘阳也。”

阴乘阳是指沉、涩、弱、弦、微等阴脉出现于属阳的寸

部。《脉经·辨脉阴阳大法》曰：“寸口脉浮大而疾

者，名曰阳中之阳……寸口脉沉细者，名曰阳中之

阴。”在此处，寸口为阳，而又出现浮大而疾的阳脉，

称“阳中之阳”，多表现为身热、腹满；寸口部出现沉

细的阴脉，为“阳中之阴”，所出现病证多为气郁不

舒之证。

２　阴阳脉涵义不同点

２．１　《伤寒杂病论》阴阳脉互参以精准辨证　仲景
阴脉、阳脉常互参，而不是单独出现，如论中“阳浮

而阴弱”“阳脉涩，阴脉弦”“阳微阴弦”“脉阴阳俱

紧”“脉阴阳俱浮”等。仲景通过寸部与尺部脉象的

对比以明确正邪消长以及人体气血阴阳虚实情况。

如《金匮要略》“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阳微指寸

口脉微，指上焦阳气不足、胸阳不振；阴弦指尺脉弦，

主阴寒内盛，水饮内停。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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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可以看出仲景

脉法是以寸口诊脉为主，并辅以趺阳脉、少阳脉、少

阴脉诊等遍身诊法，以更精准地判断病情、辨证施

治。在《伤寒杂病论》中，绝大多数脉象是指寸口

脉，而趺阳、少阳、少阴等脉诊多不是单独出现，而是

与寸口脉相对比的。《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

治》曰：“寸口脉沉而迟……趺阳脉伏……少阳脉

卑，少阴脉细。男子则不便小利，妇人则经水不

通。”寸口、趺阳、少阳、少阴四个部位的脉象合参，

以分析辨证水气病这一复杂疾病。还有如《伤寒

论》“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等均是阳脉（阳明脉）、

阴脉（少阴脉）互参，以判断病情。《伤寒杂病论》中

阳脉与阴脉互参，反映了汉代遍身诊法的应用特点。

２．２　《脉经》阴阳脉表指力轻重　在《脉经》中，“阳
脉”“阴脉”有时也指诊脉时的力量轻重，即阳脉为浮

取；阴脉为沉取。《脉经·辨脉阴阳大法》中“浮之损

小，沉之实大”为“阴盛阳虚”脉；“沉之损小，浮之实

大”为“阳盛阴虚”脉。在此处，“阳”为浮取，指轻按；

阴为沉取，指重按。这一点与《伤寒杂病论》不同。

２．３　《脉经》阴阳脉指呼吸出入　在《脉经·诊损至
脉》中，王叔和引用扁鹊之论，以呼吸定阴阳。“脉出

者为阳，入者为阴”“脉一出一入曰平……一日一夜，

行于十二辰，气行尽则周遍于身，与天道相合，故曰

平。平者，无病也，一阴一阳是也。”指出吸入为阳，呼

出为阴，脉气有出有入，按照一定速率在经脉中运行。

该篇中还将脉率与呼吸相联系，以推算在一呼一吸之

间气血在经脉中运行的距离，“一呼一吸为一息，气行

六寸”。人体与天地四时相应，如果经气按照呼吸节

律行遍周身，正好为一昼一夜、十二时辰，则人体与天

道相合，为无病。此篇将呼吸与脉动相联系，并将平

人脉象作为标准，以区别病脉，体现了扁鹊脉学中“天

人相应”“生气通天”的思想。

２．４　《脉经》阴阳脉探经脉虚实　在《脉经》中，有
时用阴阳脉以说明经脉病的虚实属性。《脉经·平

人迎神门气口前后脉》曰：“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

阴实者，手厥阴经也”，此处“脉阴实”是指心经经脉

的实证。同样，在《脉经·平三关阴阳二十四气脉》

中“左手关前寸口阴实者，心实也”也是指心经经脉

的实证，表现为“心下有水气，忧恚发之”。在《脉

经》中，对于经脉的实证，采用刺本经的治法；对于

经脉的虚证，采用“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的治法［８］。

即经脉实证采用泻其实的办法，而经脉虚证通过针

刺相表里的经脉来补虚。

３　结语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概括一

切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事物，其涵义广泛，“其大

无外，其小无内”。脉诊是中医临证重点也是难点，

“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将阴阳理论贯穿于脉诊过

程中，有助于归纳和辨识错综复杂的脉象。

通过对比《伤寒杂病论》和《脉经》中阴阳脉涵

义之异同，可以看出王叔和继承仲景脉学思想，以阴

阳为脉象总纲，以阴阳分脉位前后，并将二者相互结

合以判断病情顺逆。王叔和在继承仲景学术思想的

基础上，结合当时流传较广的扁鹊脉学体系，还用阴

阳表示指力轻重，脉气出入，以及经脉病的虚实属

性。王叔和规范、丰富了阴阳脉之涵义，体现了当时

不同医学流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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