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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帝 内 经 》 中 涉 及 “ 厥 ” 的 篇 章 86 篇 ， 共 计 出 现 386 次 ， 其

重 要 性 不 言 而 喻 。 随 着 《 马 王 堆 汉 墓 医 书 》 《 张 家 山 汉 简 医 书 》

《 天 回 医 简 》 等 医 学 简 帛 的 出 土 ， 对 于 探 讨 大 致 同 时 期 成 书 的

《 黄 帝 内 经 》 提 供 了 直 接 而 有 力 的 证 据 ， 上 述 出 土 文 献 中 关 于

“ 厥 ” 的 用 字 及 内 涵 有 异 于 现 行 版 本 的 《 黄 帝 内 经 》 。 因 此 ， 笔

者 以 “ 厥 ” “ 瘚 ” “ 蹶 （ 蹷 ） ” 三 字 内 涵 源 流 为 基 础 ， 结 合 传 世 文 献

与 出 土 文 献 ， 对 《 黄 帝 内 经 》 之 “ 厥 ” 予 以 探 讨 ， 以 期 正 本 清 源

以 明 医 理 ， 有 益 于 指 导 临 床 实 践 。

1 “厥”之疑点

《 黄 帝 内 经 》 所 载 “ 厥 ” 可 分 为 两 类 ： 一 为 经 脉 名 ， 即 手 、 足

厥 阴 经 脉 ； 二 为 病 证 名 ， 如 踝 厥 、 臂 厥 、 暴 厥 、 尸 厥 、 煎 厥 之 类 。

前 者 之 “ 厥 ” ， 后 世 医 家 阐 释 为 “ 尽 ” ， 即 “ 终 末 、 尽 头 ” 之 义 ， 如 ：

杨 上 善 所 著 《 黄 帝 内 经 太 素 》 云 “ 厥 ， 尽 也 ” [1]； 马 莳 所 著 《 黄 帝

内 经 注 证 发 微 》 云 “ 厥 ， 尽 也 ” [2]； 张 志 聪 所 著 《 黄 帝 内 经 集 注 》

云 “ 夫 厥 阴 主 于 阴 尽 而 一 阳 始 蒙 ” [3]； 高 士 宗 所 著 《 黄 帝 内 经 素

问 直 解 》 云 “ 由 太 而 少 ， 则 终 有 厥 阴 ， 有 太 阴 之 阴 ， 有 少 阴 之

阴 ， 两 阴 交 尽 ， 而 有 厥 阴 ” [4]； 李 今 庸 认 为 “ 厥 阴 为 阴 气 将 尽 ， 阳

气 初 生 也 ” [5]。 后 者 之 “ 厥 ” ， 内 涵 大 致 有 四 ， 分 别 为 “ 气 机 逆 乱 ” ，

“ 四 肢 冰 冷 ” ，“ 眩 仆 昏 倒 ” 及 “ 丧 失 知 觉 、 意 识 ” 。

1.1 “厥”之用字疑点 《 黄 帝 内 经 》 成 书 的 同 时 代 及 之 前 时

期 ， 传 世 文 献 《 吕 氏 春 秋 》 《 韩 诗 外 传 》 《 史 记 》 论 及 经 脉 、 病 证

皆 用 “ 蹶 （ 蹷 ） ” 。 出 土 文 献 《 马 王 堆 汉 墓 医 书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甲 本 》 [6]50-60与 《 张 家 山 汉 简 医 书 · 脉 书 》 [6]340-364 简 文 中 除 脱 失 不

可 考 外 ， 病 证 之 厥 皆 书 为 “ 蹶 ” ， 经 脉 命 名 之 厥 前 者 书 为 “ 厥 ” ，

后 者 所 书 字 形 为 “ ” ； 《 张 家 山 汉 简 医 书 · 引 书 》 中 既 有 “ 引

蹶 ” ， 又 有 “ 引 瘚 ” [6]381-382， 《 天 回 医 简 》 中 除 《 天 回 医 简 · 经 脉 》

中 1 处 “ 瘚 痿 ” [7]150， 《 天 回 医 简 · 刺 数 》 中 1 处 字 形 为 “ 上 瘚 下 止

陰 ” [7]84 外 ， 其 余 经 脉 命 名 之 厥 与 病 证 之 厥 可 见 字 皆 书 为 “ 蹷

（ 蹶 ） ” 。 传 世 文 献 与 出 土 文 献 论 及 经 脉 、 病 证 大 量 用 “ 蹶

（ 蹷 ） ” ， 又 兼 用 “ 瘚 ” 字 ， 与 传 世 《 黄 帝 内 经 》 及 后 世 众 多 医 学 著

作 用 “ 厥 ” 迥 然 有 异 。

1.2 “厥”之内涵疑点 经 脉 命 名 之 “ 厥 ” 若 作 “ 尽 头 、 终 末 ”

解 ， “ 厥 ” 字 含 义 源 流 中 除 此 外 别 无 他 例 ， 病 证 之 “ 厥 ” 的 “ 晕

倒 、 昏 倒 ” 内 涵 在 《 黄 帝 内 经 》 成 书 的 同 时 代 及 之 前 时 期 亦 无

如 此 用 法 （ 后 述 “ 厥 ”“ 瘚 ”“ 蹶 （ 蹷 ） ” 内 涵 源 流 中 可 证 ） 。

“ 厥 ” 字 释 义 最 早 见 于 成 书 于 东 汉 的 《 释 名 · 释 疾 病 》 与

《 说 文 解 字 》 ， 二 者 释 “ 厥 ” 之 义 不 同 。 《 释 名 》 中 对 于 “ 厥 ” 之 释

义 仅 为 《 黄 帝 内 经 》 “ 厥 ” 义 内 涵 之 一 ， 论 述 厥 病 的 诸 多 文 章 以

《 说 文 解 字 》 “ 厥 ， 发 石 也 ” 为 依 据 ， 引 申 为 采 石 需 要 憋 气 发 力

而 喘 不 过 气 昏 倒 。 查 阅 《 说 文 解 字 系 传 》 《 说 文 解 字 义 证 》 《 说

文 解 字 通 训 定 声 》 及 段 玉 裁 《 说 文 解 字 注 》 并 无 此 延 伸 ， 仅 凭

“ 发 石 也 ” 作 上 述 阐 释 ， 存 在 臆 测 及 牵 强 附 会 之 嫌 。

2 厥

古 文 字 学 将 殷 商 甲 骨 与 金 文 ， 以 及 西 周 与 春 秋 金 文 、 战

国 简 帛 中 的 “ ” 隶 定 为 “ 氒 ” [8]， 为 “ 厥 ” 之 古 字 。 根 据 “ 厥 ” 字 使

用 频 率 及 其 语 义 特 点 ， 大 致 可 分 为 以 下 4个 时 期 。

2.1 殷商时期 分 为 殷 商 甲 骨 与 殷 商 金 文 ， 前 者 之 “ 厥 ” 字 其

义 为 地 名 [9]或 表 拟 测 [10]， 后 者 之 厥 字 ， 有 观 点 认 为 不 作 代 词 [9]，

另 一 观 点 认 为 作 指 示 代 词 ， 并 作 例 证 [11]。

2.2 西周及春秋时期 出 土 文 献 （ 周 之 甲 骨 与 金 文 ） 中 “ 厥 ”

《黄帝内经》之“厥”相关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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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人 称 代 词 [12]。 传 世 文 献 《 今 文 尚 书 》 中 “ 厥 ” 主 要 作 人 称 代 词 ，

次 作 指 示 代 词 ， 兼 做 语 气 助 词 、 连 词 、 副 词 ， 《 诗 经 》 中 亦 主 要

作 人 称 代 词 与 指 示 代 词 ， 兼 做 语 气 助 词 [13]； 《 易 经 》 中 “ 厥 ” 共

2 处 ， 皆 作 他 称 代 词 [14]。 有 学 者 对 传 世 文 献 《 今 文 尚 书 》 与 《 诗

经 》 比 对 研 究 后 认 为 在 周 平 王 东 迁 后 代 词 “ 厥 ” 基 本 被 “ 其 ” 取

代 [13]， 查 传 世 文 献 此 观 点 可 得 佐 证 ， 如 《 左 传 》 中 “ 厥 ” 共 38 处 ，

作 人 名 、 地 名 共 28 处 ， 第 三 人 称 代 词 “ 厥 ” 共 见 10 例 ， 代 词 “ 其 ”

出 现 近 1 800 余 次 [15]， 未 见 “ 厥 ” 作 病 名 ； 《 国 语 》 中 “ 厥 ” 共 7 处 ，

3 例 作 “ 人 名 ” ， 代 词 “ 厥 ” 凡 见 4 例 ， 指 示 代 词 “ 其 ” 共 1 066 处 [16]，

《 国 语 · 楚 语 》 载 “ 若 药 不 瞑 眩 ， 厥 疾 不 瘳 ” ， 亦 见 于 《 尚 书 · 说

命 》 与 《 孟 子 》 ， 孟 子 释 为 “ 若 药 之 攻 人 ， 人 服 之 不 以 瞑 眩 愦 乱

则 其 疾 以 不 愈 也 ” [17]，“ 厥 ” 释 为 “ 其 ” ， 此 非 后 世 手 足 逆 冷 之 “ 厥

疾 ” ； 《 郭 店 楚 简 老 子 （ 甲 本 、 乙 本 、 丙 本 ） 》 [18]与 《 马 王 堆 帛 书 老

子 》 [19]中 未 见 “ 厥 ” 字 ， 前 者 用 “ 亓 ” （ 同 其 ） ， 后 者 用 “ 其 ” 。 平 王 东

迁 后 “ 厥 ” 被 “ 其 ” 基 本 取 代 的 判 断 是 正 确 的 ， 但 不 是 完 全 取

代 ， 春 秋 至 战 国 中 ，“ 厥 ” 用 作 代 词 仍 有 零 星 出 现 。

2.3 战国时期 《 山 海 经 · 中 山 经 》 载 “ 其 根 苍 文 ， 服 者 不 厥 ” [20]198，

“ 厥 ” 根 据 其 前 后 文 多 为 病 证 判 断 ， 当 为 某 病 证 。 《 孟 子 》 [21] 中

“ 厥 ” 见 8 例 ， 7 例 作 指 示 代 词 ， 1 例 “ 若 崩 ， 厥 角 稽 首 ” ， 此 处 “ 厥 ”

与 “ 叩 ” 或 “ 顿 ” 同 义 、 作 动 词 ， 后 发 展 出 新 的 动 词 含 义 ， 即 同

“ 撅 ” ， 义 为 挖 掘 ， 如 ： 《 山 海 经 》 云 “ 相 柳 之 所 抵 ， 厥 为 泽 溪 ” [20]289；

《 荀 子 》 云 “ 和 之 璧 ， 井 里 之 厥 也 ” [22]。 东 汉 《 说 文 解 字 》 所 载 “ 厥 ，

发 石 ” 当 为 承 续 此 义 。

2.4 秦一统至两汉时期

2.4.1 传 世 文 献 《 吕 氏 春 秋 》 中 无 “ 厥 ” 作 人 称 代 词 与 指 示

代 词 ， 皆 用 其 [23]， 未 见 “ 厥 ” 作 病 名 ， “ 厥 ” 见 3 处 ， 皆 为 人 名 。 《 淮

南 子 》 [24]中 “ 厥 ” 仅 见 1 例 ， “ 厥 德 孔 密 ” ， 当 为 指 示 代 词 ， 余 皆 用

“ 其 ” 。 《 史 记 》 中 “ 厥 ” 作 第 三 人 称 代 词 见 13 例 [25]， 引 用 《 今 文 尚

书 》 时 ， “ 厥 ” 保 留 了 5 处 ， 而 将 “ 厥 ” 替 为 “ 其 ” 达 56 处 [26]， 《 史 记 》

中 未 见 “ 厥 ” 作 病 名 。 西 汉 刘 向 《 说 苑 》 中 可 见 “ 厥 ” 作 指 示 代 词

2 例 [27]， 又 为 病 名 ， 如 《 说 苑 · 辨 物 》 云 “ 太 子 之 疾 ， 所 谓 尸 厥 者

也 ” [28]。

训 诂 学 著 作 中 ， 西 汉 《 尔 雅 · 释 言 》 云 “ 厥 ， 其 也 ” [29]， 东 汉

《 说 文 解 字 》 云 “ 厥 ： 发 石 也 ， 从 厂 欮 声 ” [30]， 东 汉 《 释 名 · 释 疾 病 》

云 “ 厥 ， 逆 气 从 下 厥 起 ， 上 行 入 心 胁 也 ” [31]。

2.4.2 出 土 文 献 出 土 文 献 如 《 居 延 汉 简 》 中 “ 厥 ” 作 代 词 见

1 例 ， 为 特 指 代 词 ， 悬 泉 汉 简 与 敦 煌 汉 简 代 词 “ 厥 ” 的 使 用 各 有

1 例 ， 汉 之 碑 刻 材 料 《 北 海 相 景 君 碑 》 及 《 石 门 颂 摩 崖 石 刻 》 可

见 “ 厥 ” 作 代 词 [27]。

出 土 医 学 文 献 中 “ 厥 ” 已 为 病 名 ， 如 马 王 堆 汉 墓 医 书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乙 本 》 [6]188-194踝 厥 、 骭 厥 、 阳 厥 、 臂 厥 ， 同 时 为 经 脉

名 ， 如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乙 本 》 厥 阴 脉 、 厥 阴 之 脉 ，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甲 本 》 厥 阴 脉 。

3 “瘚”

传 世 文 献 最 早 见 于 西 汉 · 史 游 《 急 就 篇 》 ， 其 云 “ 瘧 瘚 瘀 痛

瘼 温 病 ” [32]。

出 土 文 献 最 早 见 于 《 张 家 山 汉 简 医 书 · 引 书 》 ， 其 云 ： “ 引

瘚 ， 卧 ， 詘 兩 厀 ， 直 蹱 ， 并 摇 卅 ， 日 引 （ ？ ） 阴 。 ” “ 夜 日 卧 广 （ 瘚 ） ，

學 （ 觉 ） 心 腹 及 匈 中 有 痛 者 ， 無 （ 撫 ） 之 以 手 而 精 炊 （ 吹 ） 之 。 ” [6]382-383

《 天 回 医 简 · 经 脉 》 云 “ 瘚 痿 ， 耆 卧 ， 足 下 热 ” [7]150。

训 诂 学 中 ， 《 说 文 解 字 》 云 “ 瘚 ， 屰 气 也 ” ，“ 屰 ， 不 顺 也 ” [30]。

4 “蹶（蹷）”

4.1 传世文献 《 诗 经 》 中 蹶 字 多 见 ， 释 义 可 分 两 类 。 第 一 类

多 释 为 “ 动 ， 急 遽 貌 ” ， 并 引 申 出 疾 行 、 敏 捷 、 勤 勉 之 义 ， 《 国 语 》

《 逸 周 书 》 “ 蹶 ” 基 本 延 续 上 述 字 义 [33]； 第 二 类 释 作 地 名 与 姓 氏 。

《 老 子 道 德 经 》 传 世 王 弼 本 载 “ 侯 王 毋 已 贵 以 高 将 恐 蹶 ” ，

其 余 存 世 本 皆 作 “ 蹶 或 蹷 ” ， 《 帛 书 老 子 · 德 经 （ 乙 本 ） 》 作 “ 欮 ” ，

甲 本 中 “ 以 高 将 恐 欮 ” 5 字 脱 失 [19]39， 《 荀 子 · 富 国 》 又 载 “ 夫 是 之

谓 国 蹶 … … 则 其 倾 覆 灭 亡 可 立 而 代 也 ” [22]。 分 析 语 义 ， 上 述 《 荀

子 》 “ 蹶 ” 与 《 老 子 》 之 “ 蹶 ” 当 为 同 义 ， 因 此 《 帛 书 老 子 · 德 经 （ 乙

本 ） 》 之 “ 欮 ” 当 为 帛 书 抄 写 者 简 写 而 成 误 字 ， 《 荀 子 · 富 国 》 《 老

子 》 中 “ 蹶 ” 当 为 “ 倾 覆 、 灭 亡 、 垮 台 ” 之 义 。 《 庄 子 》 中 蹶 共 见 5

处 ， 释 义 分 别 为 “ 惊 动 貌 ”“ 急 遽 貌 ”“ 失 败 ”“ 蹈 、 踏 ” 。

《 吕 氏 春 秋 》 [34]“ 蹶 （ 蹷 ） ” 共 见 8 例 ， 病 证 之 “ 蹶 （ 蹷 ） ” 见 3 例 ，

其 余 5 例 分 别 释 为 “ 倒 仆 、 跌 落 ” “ 跌 撞 ” “ 蹈 、 踏 ” “ 跌 倒 ” 及 兽

名 。 《 吕 氏 春 秋 》 中 “ 蹶 （ 蹷 ） ” 承 继 了 《 荀 子 》 《 老 子 》 《 庄 子 》 中

“ 蹶 ” 之 义 ， 并 因 北 方 有 兽 行 动 时 具 有 此 特 点 而 命 名 为 “ 蹶 ” ，

同 时 “ 蹶 （ 蹷 ） ” 成 为 足 部 疾 患 。

《 淮 南 子 》 [35]中 共 见 “ 蹶 （ 蹷 ） ” 8 处 ， 除 1 处 “ 北 方 有 兽 ， 其 名

曰 蹶 ” 与 《 吕 氏 春 秋 》 同 义 外 ， 其 余 所 涉 “ 蹶 （ 蹷 ） ” 基 本 为 “ 倒

覆 、 灭 亡 ， 跌 落 ， 踢 踏 ” 之 义 。 《 韩 诗 外 传 》 [36]共 见 “ 蹶 ” 2 处 ， 皆 为

病 名 。 《 史 记 · 扁 鹊 仓 公 列 传 》 [37]所 涉 病 证 名 “ 暴 蹶 ” “ 尸 蹶 ” “ 风

蹶 ” “ 热 蹶 ” ， 经 脉 名 “ 足 蹶 阴 之 脉 ” 均 见 于 《 黄 帝 内 经 》 ， 《 黄 帝

内 经 》 中 上 述 “ 蹶 ” 皆 作 “ 厥 ” ， 《 史 记 》 其 余 各 篇 所 涉 “ 蹶 ” 之 义

基 本 同 《 淮 南 子 》 。

训 诂 学 中 ， 西 汉 《 尔 雅 · 训 诂 》 云 “ 蹶 ， 动 也 ” [29]， 西 汉 《 方 言 》

云 “ 跌 ， 蹶 也 ” ，“ 秦 晋 之 间 曰 狯 ， 楚 谓 之 劋 ， 或 曰 蹶 ” [38]， 《 说 文 解

字 》 云 “ 蹶 ， 僵 也 ， 从 足 厥 声 ， 一 曰 跳 也 ” [30]。

4.2 出土文献 《 马 王 堆 汉 墓 医 书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甲 本 》 中

“ 蹶 （ 蹷 ） ” 为 经 脉 病 变 ， 如 骨 蹶 、 阳 蹶 、 骭 蹶 、 臂 蹶 ； 《 张 家 山 汉

简 医 书 · 脉 书 》 中 经 脉 名 皆 书 为 “ ” ， 病 证 名 皆 书 为 “ 蹷 ” ； 《 天

回 医 简 》 中 除 1 处 “ 瘚 痿 ” 与 1 处 “ 上 瘚 下 止 ” 外 ， 其 余 经 脉 命 名

与 病 证 皆 用 “ 蹷 ” 字 。

5 医学之“厥”“瘚”“蹶（蹷）”探析

5.1 经脉命名探析

5.1.1 时 间 次 序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甲 本 》 3 例 皆 用 “ 殹 ” ，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乙 本 》 3 例 皆 用 “ 也 ” ， 《 张 家 山 汉 简 医 书 · 脉 书 》

中 1 例 用 “ 也 ” ， 其 余 共 17 例 皆 用 “ 殹 ” ， “ 殹 ” 作 为 句 末 语 气 词 是

战 国 时 期 秦 系 文 字 以 及 出 土 秦 简 的 用 字 特 征 ， 如 《 诅 楚 文 》

《 石 鼓 文 》 及 铭 器 秦 斤 与 秦 权 用 “ 殹 ” [39]。 早 期 秦 简 语 气 词 “ 殹 ”

使 用 频 率 明 显 大 于 “ 也 ” ， 中 、 晚 期 秦 简 语 气 词 “ 也 ” 使 用 频 率

已 大 于 “ 殹 ” ， 出 土 汉 简 中 则 大 量 用 “ 也 ” [40]， 基 于 以 上 规 律 ，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甲 本 》 与 《 张 家 山 汉 简 · 脉 书 》 成 书 时 间 先 后 不

能 作 定 论 。 因 此 ，“ 厥 ” 与 “ 蹶 （ 蹷 ） ” 孰 先 作 经 脉 名 不 能 定 论 。

5.1.2 出 现 频 率 《 黄 帝 内 经 》 成 书 之 前 时 期 ， “ 厥 ” 作 经 脉 名

见 于 马 王 堆 汉 墓 医 书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甲 本 》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乙 本 》 ， “ 蹶 （ 蹷 ） ” 作 经 脉 名 既 见 于 出 土 文 献 《 张 家 山 汉 简 医

书 · 脉 书 》 《 天 回 医 简 》 ， 又 见 于 传 世 文 献 《 史 记 》 ， 《 张 家 山 汉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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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书 》 出 土 于 湖 北 江 陵 ， 《 天 回 医 简 》 出 土 于 四 川 成 都 ， 《 史 记 》

作 者 司 马 迁 出 生 成 长 于 关 中 ， 以 上 地 域 、 时 代 皆 有 跨 度 而 皆

用 “ 蹶 （ 蹷 ） ” 。

5.1.3 字 义 内 涵 本 文 篇 首 已 引 论 “ 厥 ” 作 经 脉 名 之 厥 阴 的

内 涵 为 “ 阴 之 尽 头 、 终 末 ” ， 究 “ 厥 ” 字 内 涵 源 流 ， 在 《 黄 帝 内 经 》

成 书 之 前 无 此 含 义 ， 而 “ 蹶 （ 蹷 ） ” 在 春 秋 末 、 战 国 时 期 即 具 有

“ 倾 覆 、 灭 亡 、 垮 台 ” 之 义 ， 由 此 延 伸 出 “ 尽 头 、 终 末 ” 内 涵 并 被

当 时 医 家 所 借 用 赋 予 医 学 内 涵 当 不 为 过 。

基 于 以 上 原 因 ， 笔 者 倾 向 于 经 脉 命 名 之 厥 本 源 字 形 当 为

“ 蹶 （ 蹷 ） ” 。

5.2 病证名探析 《 黄 帝 内 经 》 成 书 之 前 时 期 ， 病 证 名 可 见 字

形 分 别 有 “ 蹶 （ 蹷 ） ”“ 瘚 ”“ 厥 ” 。

5.2.1 用 字 探 析 首 先 ， 传 世 文 献 战 国 末 期 《 吕 氏 春 秋 》 ， 西

汉 文 、 景 时 期 《 韩 诗 外 传 》 ， 西 汉 景 、 武 时 期 《 史 记 》 病 名 皆 用

“ 蹶 （ 蹷 ） ” ， 出 土 文 献 《 马 王 堆 汉 墓 医 书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甲

本 》 《 张 家 山 汉 简 · 脉 书 》 中 病 证 名 皆 用 “ 蹶 （ 蹷 ） ” ， 《 天 回 医 简 》

中 除 《 天 回 医 简 · 经 脉 》 1 处 “ 瘚 痿 ” 外 ， 其 余 所 涉 病 证 名 皆 用

“ 蹷 （ 蹶 ） ” 。 根 据 句 末 语 气 词 “ 殹 ” 与 “ 也 ” 的 使 用 特 点 ， 可 论 证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甲 本 》 《 张 家 山 汉 简 · 脉 书 》 成 书 不 晚 于 秦

初 ， 张 显 成 、 程 文 文 分 别 从 副 词 发 展 史 角 度 、 文 献 学 角 度 考 证

《 马 王 堆 汉 墓 医 书 》 成 书 不 早 于 战 国 末 期 ， 《 张 家 山 汉 墓 医 书 》

成 书 最 早 为 战 国 末 期 [41]。 《 天 回 医 简 》 成 书 及 抄 写 不 晚 于 汉 景

帝 、 武 帝 时 期 。 战 国 末 期 、 秦 初 延 续 至 西 汉 文 帝 、 景 帝 、 武 帝 时

期 的 出 土 文 献 与 传 世 文 献 如 此 契 合 ， 即 病 证 名 大 量 用 “ 蹶

（ 蹷 ） ” 。

其 次 ，“ 厥 ” 作 病 证 名 传 世 文 献 最 早 见 于 《 山 海 经 · 中 山 经 》 。

最 早 整 理 《 山 海 经 》 的 为 西 汉 刘 向 之 子 刘 歆 ， 《 韩 诗 外 传 》 《 史

记 · 扁 鹊 仓 公 列 传 》 中 所 载 虢 国 太 子 “ 尸 蹶 ” 病 在 刘 向 《 说 苑 》

中 载 为 赵 王 太 子 “ 尸 厥 ” 病 。 《 黄 帝 内 经 》 全 书 皆 用 “ 厥 ” ， 无 一

处 用 “ 蹶 （ 蹷 ） ” 。 《 黄 帝 内 经 》 最 早 见 于 《 汉 书 · 艺 文 志 》 ， 《 汉 书 ·

艺 文 志 》 据 《 七 略 》 而 成 ， 而 刘 歆 《 七 略 》 又 据 刘 向 《 别 录 》 而 来 ，

因 此 不 能 排 除 西 汉 刘 向 、 刘 歆 父 子 编 著 校 书 时 统 一 用 字 可 能 。

最 后 ， 出 土 文 献 唯 有 《 马 王 堆 汉 墓 医 书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乙 本 》 病 证 名 用 “ 厥 ” ， 从 抄 写 年 代 来 看 ，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甲

本 》 抄 写 早 于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乙 本 》 ， 前 者 之 “ 殹 ” 在 后 者 中

皆 作 “ 也 ” ， 而 无 “ 殹 ” 皆 用 “ 也 ” 为 汉 简 用 字 特 征 ， 因 此 存 在 抄

写 者 根 据 自 身 所 处 时 代 改 字 现 象 ， 同 时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乙

本 》 与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甲 本 》 中 有 9 组 异 文 、 共 35 例 是 乙 本 简

省 笔 画 仅 用 甲 本 声 符 字 [42]， 因 此 不 排 除 甲 本 “ 蹶 ” 在 乙 本 简 省

笔 画 而 作 “ 厥 ” 。 将 “ 蹶 ” 写 为 “ 厥 ” 者 不 乏 其 例 ， 如 前 述 《 老 子 》

中 “ 侯 王 毋 已 贵 以 高 将 恐 蹶 ” 在 北 大 汉 简 《 老 子 》 中 作 “ 侯 王 毋

已 贵 以 高 将 恐 厥 ” [43]。

“ 瘚 ” 作 为 病 名 ， 传 世 文 献 最 早 见 于 汉 元 帝 时 期 《 急 就 篇 》 ，

出 土 文 献 见 于 《 张 家 山 汉 简 医 书 · 引 书 》 《 天 回 医 简 》 。 传 世 文

献 《 急 就 篇 》 存 在 版 本 争 议 ， 目 前 学 界 认 为 第 七 、 三 十 三 、 三 十

四 章 为 后 人 附 入 [44]， 而 “ 瘧 瘚 瘀 痛 瘼 温 病 ” 不 在 上 述 篇 章 之 列 ，

当 为 汉 之 原 文 ， 可 知 “ 瘚 ” 字 于 汉 初 已 出 现 。 通 过 用 字 特 点 前

述 已 论 《 张 家 山 汉 简 医 书 》 成 书 不 晚 于 秦 ， 根 据 出 土 《 张 家 山

汉 简 医 书 》 的 247 号 墓 同 时 出 土 的 《 历 谱 》 可 知 ， 墓 主 为 秦 人 后

降 汉 ， 汉 惠 帝 元 年 （ 西 汉 建 立 第 8 年 ） 因 病 免 职 ， 吕 后 二 年 去

世 ， 因 此 墓 主 可 能 因 病 接 触 并 抄 写 医 书 ， 作 为 秦 人 极 有 可 能

接 触 到 的 医 简 为 秦 医 简 。 结 合 以 上 ， “ 瘚 ” 作 为 病 证 名 ， 不 晚 于

“ 蹶 （ 蹷 ） ” 出 现 ， 然 根 据 现 有 出 土 及 传 世 文 献 统 计 来 看 ， “ 蹶

（ 蹷 ） ” 出 现 的 频 率 明 显 高 于 “ 瘚 ” 。

5.2.2 内 涵 探 析

5.2.2.1 “ 厥 ” 之 内 涵 本 文 前 述 根 据 “ 厥 ” 字 使 用 频 率 及 其 语

义 特 点 所 列 4 个 时 期 的 出 土 与 传 世 文 献 中 ， 在 《 黄 帝 内 经 》 成

书 下 限 之 前 时 期 “ 厥 ” 作 病 证 名 见 于 《 山 海 经 · 中 山 经 》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乙 本 》 及 刘 向 《 说 苑 · 辨 物 》 ， 未 见 于 其 余 传 世 与 出

土 文 献 ， 且 其 用 字 存 在 前 述 争 议 ， 所 列 4 个 时 期 其 余 传 世 与 出

土 文 献 中 “ 厥 ” 字 皆 无 本 文 开 篇 所 论 及 的 《 黄 帝 内 经 》 “ 厥 ” 字

所 涉 的 4 种 基 本 内 涵 。

5.2.2.2 “ 蹶 （ 蹷 ） ” 之 内 涵 “ 蹶 （ 蹷 ） ” 在 战 国 及 秦 朝 、 西 汉 时

期 ， 传 世 非 医 文 献 中 含 义 多 为 “ 跌 倒 、 倒 仆 、 倾 覆 、 灭 亡 ” 之 义 。

“ 眩 仆 昏 倒 ” “ 丧 失 知 觉 、 意 识 ” 基 本 可 从 上 述 含 义 延 伸 而 来 ，

如 《 文 子 》 《 淮 南 子 》 皆 载 “ 形 劳 而 不 休 则 蹶 ” [24， 45]， 《 庄 子 》 载 “ 形

劳 而 不 休 则 弊 ” [46]， 《 说 文 解 字 》 载 “ 弊 ， 顿 仆 也 ” ， 此 亦 旁 证 “ 蹶 ”

具 有 “ 倒 仆 、 昏 倒 ” 之 义 ， 上 述 “ 蹶 （ 蹷 ） ” 之 原 义 、 延 伸 含 义 及 至

东 汉 末 年 张 仲 景 《 金 匮 要 略 》 亦 有 体 现 ， 如 “ 师 曰 ： 病 趺 蹶 ， 其

人 但 能 前 不 能 却 ” ， “ 尸 蹶 脉 动 而 无 气 ” [47]， 《 说 文 解 字 》 云 “ 蹶 ，

僵 也 ” ，“ 僵 ， 僨 也 ” ， 僵 、 僨 之 共 义 皆 为 “ 倒 仆 ” ， 亦 与 上 合 。

《 张 家 山 汉 简 · 引 书 》 载 “ 引 蹶 ， 危 坐 ， 信 左 足 ， 右 足 支 尻 ，

右 手 撫 股 ， 左 手 句 左 足 之 指 而 引 ， 極 之 ， 左 右 皆 三 而 已 ” ， 此 处

“ 蹶 ” ， 张 家 山 汉 简 整 理 小 组 、 高 大 伦 、 刘 朴 皆 释 为 “ 足 冷 症 ” [48]，

蒋 艳 、 张 显 成 释 为 “ 足 部 疾 病 ” [49]， 赵 丹 、 段 逸 山 释 为 “ 足 冷 症 ” [50]；

从 导 引 下 肢 推 论 此 处 “ 蹶 ” 当 为 下 肢 疾 患 ， 《 韩 诗 外 传 》 云 “ 无

使 小 民 饥 寒 ， 则 蹶 不 作 ” ， 可 知 “ 蹶 ” 为 体 虚 感 寒 之 疾 ， 《 吕 氏 春

秋 》 云 “ 郁 处 头 则 为 肿 ， 为 风 … … 处 足 为 痿 、 为 蹷 ” ， “ 多 阴 则

蹷 ” ， 《 素 问 · 厥 论 》 云 “ 寒 厥 之 为 寒 也 … … 则 从 五 指 至 膝 上

寒 ” ， 《 天 回 医 简 》 云 “ 蹷 ， 寒 气 在 肌 肤 间 ， 肘 膝 以 下 寒 ” ， “ 地 湿

莝 薄 产 蹷 ” [7]25。 以 上 内 容 相 合 ， 因 此 “ 蹶 （ 蹷 ） ” 具 有 下 肢 冰 冷 僵

硬 之 义 ， 即 足 冷 症 之 蹶 （ 厥 ） 。 经 络 循 行 中 足 三 阳 经 从 头 走 足 ，

使 阳 气 温 煦 于 足 部 ， 足 三 阳 经 阳 气 虚 衰 不 能 温 煦 于 下 、 阴 气

盛 逆 ， 或 足 三 阳 经 经 气 逆 上 不 下 、 下 肢 阳 气 虚 衰 皆 发 生 下 肢

冰 冷 之 足 冷 症 ， 如 《 素 问 · 通 评 虚 实 论 篇 》 云 “ 气 逆 者 ， 足 寒

也 ” ， 因 此 足 冷 症 之 蹶 （ 厥 ） 具 有 气 逆 之 病 机 。

《 灵 枢 · 经 脉 》 载 “ 踝 厥 、 骭 厥 、 阳 厥 、 臂 厥 ” ， 亦 见 于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 《 张 家 山 汉 简 · 脉 书 》 《 天 回 医 简 》 ， 前 文 已 论 证 当

为 “ 蹶 （ 蹷 ） ” ， 后 世 据 《 素 问 · 方 盛 衰 论 篇 》 “ 是 以 气 多 少 ， 逆 皆

为 厥 ” ， 释 上 述 “ 某 厥 ” 为 经 脉 厥 逆 ， 即 经 气 逆 乱 上 行 。 “ 是 动 则

病 … … 是 为 踝 （ 骭 、 阳 、 臂 ） 厥 （ 蹶 ） ” ， “ 是 动 则 病 ” 是 对 “ 某 厥

（ 蹶 ） ” 病 证 的 阐 释 。 关 于 “ 是 动 ” 内 涵 ， 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 李 锄 综

合 分 析 历 代 注 家 气 血 先 后 说 、 在 气 在 经 说 、 本 经 他 经 说 、 经 脉

脏 腑 说 等 观 点 后 ， 认 为 “ 是 动 ” 即 “ 经 脉 反 常 搏 动 或 经 脉 病 理

性 搏 动 ” [51]。 因 此 “ 某 厥 （ 蹶 ） ” 为 某 条 经 脉 异 常 变 动 所 产 生 的 一

系 列 病 证 ， “ 厥 （ 蹶 ） ” 具 有 异 常 变 动 的 内 涵 ， 究 “ 厥 ” 任 何 时 期

不 具 有 “ 动 ” 之 内 涵 ， 更 不 可 能 引 出 经 脉 之 异 常 变 动 。 《 诗 经 》

云 “ 天 之 方 蹶 ， 无 然 泄 泄 ” ， 战 国 末 、 西 汉 初 毛 亨 、 毛 苌 所 著 《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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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 释 为 “ 蹶 ， 动 也 ” [32]， 目 前 学 者 注 释 为 “ 蹶 ， 动 乱 ” [51]， 《 尔 雅 ·

训 诂 》 云 “ 蹶 ， 动 也 ” [52]，“ 蹶 ” 由 动 、 动 乱 引 申 出 病 证 之 经 脉 异 常

变 动 符 合 情 理 。

《 张 家 山 汉 简 医 书 · 引 书 》 载 “ 头 气 下 流 ， 足 不 痿 < 痹 > ，

首 不 蹱 （ 腫 ） 鼽 ， 毋 事 恒 服 之 ” , 张 家 山 汉 简 整 理 小 组 释 为 “ 痹 ” ，

因 《 说 文 解 字 》 “ ， 足 气 不 至 ” ， 而 头 气 下 流 至 足 ， 则 足 气 至 ，

张 雪 丹 、 张 如 青 释 为 “ ” ； 通 过 对 原 图 字 形 结 构 对 比 分 析 ， 又

痿 、 蹶 同 时 出 现 多 见 ， 且 《 吕 氏 春 秋 》 载 “ 郁 处 头 则 为 肿 为 风

… … 处 鼻 则 为 鼽 为 窒 … … 处 足 则 为 痿 为 蹶 ” 与 上 文 重 合 度 高 ，

蒋 艳 、 张 显 成 释 为 “ （ 即 蹶 ） ” [49]。 人 体 经 络 正 常 循 行 为 足 三

阳 经 从 头 走 足 ， 头 部 阳 气 由 上 而 下 流 通 温 养 于 足 部 ， 此 处 导

引 重 在 导 引 头 气 下 流 ， 当 存 在 阳 气 郁 而 不 下 或 逆 上 不 下 而 下

部 之 气 不 足 ， 《 吕 氏 春 秋 》 所 述 病 机 当 为 前 者 ， 《 素 问 · 方 盛 衰

论 篇 》 所 述 “ 是 以 气 多 少 ， 逆 皆 为 厥 ” 的 病 机 当 为 后 者 ， 《 黄 帝

内 经 》 中 “ 痿 痹 ” 仅 见 于 《 素 问 · 气 交 变 大 论 篇 》 1 处 ， “ 痿 厥 ” 除

《 五 常 政 大 论 》 1处 外 ， 还 散 见 他 论 13 处 ， 《 素 问 · 气 交 变 大 论 篇 》

《 素 问 · 五 常 政 大 论 篇 》 属 于 运 气 7 篇 ， 成 书 存 在 争 议 ， 综 合 以

上 几 点 ， 笔 者 倾 向 释 为 “ 蹷 （ 蹶 ） ” ， 并 具 有 气 逆 之 病 机 。

综 上 可 得 ， 医 学 病 证 名 之 “ 蹶 （ 蹷 ） ” 具 有 “ 眩 仆 昏 倒 ” “ 丧

失 知 觉 、 意 识 ”“ 下 肢 冰 冷 ”“ 异 常 变 动 ”“ 气 逆 ” 内 涵 。

5.2.2.3 “ 瘚 ” 之 内 涵 《 张 家 山 汉 简 · 引 书 》 载 “ 引 瘚 ” ， 此 处

“ 瘚 ” ， 张 家 山 汉 简 整 理 小 组 、 邓 春 源 、 高 大 伦 、 蒋 艳 、 张 显 成 皆

释 为 “ 逆 气 疾 病 ” [48-49]， 赵 丹 、 段 逸 山 认 为 有 “ 逆 气 上 冲 ” 之 病

机 [50]。 诸 家 所 释 多 因 《 说 文 解 字 》 所 云 “ 瘚 ， 屰 气 也 ” ， “ 屰 ， 不 顺

也 ” 。 《 说 文 解 字 》 成 书 距 《 张 家 山 汉 简 · 引 书 》 墓 主 下 葬 近 300

年 ， 此 间 文 字 内 涵 存 在 嬗 变 可 能 ， 如 同 为 东 汉 训 诂 学 著 作 《 释

名 》 与 《 说 文 解 字 》 释 “ 厥 ” 之 义 不 同 。 《 说 文 解 字 》 载 “ 蹶 ， 僵

也 ” ， “ 僵 ， 僨 也 ” ， 僵 、 僨 之 共 义 皆 为 “ 倒 仆 ” ， 按 《 说 文 解 字 》 之

义 解 ， 则 前 文 “ 引 蹶 ” 之 蹶 无 法 释 为 “ 足 冷 症 ” 。 因 此 在 辅 以 训

诂 学 著 作 时 需 参 考 原 文 推 论 ， 从 “ 引 瘚 ” 相 关 动 作 来 看 为 活 动

下 肢 ， 无 法 解 出 是 否 具 有 气 逆 病 机 ， 由 活 动 下 肢 释 为 “ 下 肢 冰

冷 ” 之 厥 较 释 为 “ 逆 气 ” 更 具 说 服 力 。

《 天 回 医 简 》 所 载 “ 瘚 痿 ， 耆 卧 ， 足 下 热 ” ， 亦 见 于 《 灵 枢 · 经

脉 》 “ 是 主 肾 所 生 病 者 … … 痿 厥 ， 嗜 卧 ， 足 下 热 而 痛 ” ， 结 合 历

代 医 家 注 释 以 及 厥 病 与 足 少 阴 肾 之 间 的 关 系 ， 此 处 厥 当 作

“ 下 肢 冰 冷 僵 硬 ” 解 ， 即 《 素 问 · 厥 论 篇 》 所 论 寒 厥 ， “ 足 下 热 而

痛 ” 符 合 《 素 问 · 厥 论 篇 》 热 厥 特 征 ， 此 处 之 “ 瘚 ” 即 后 世 下 肢 冰

冷 之 厥 。

《 张 家 山 汉 简 · 引 书 》 云 “ 夜 日 卧 （ 瘚 ） ” ， 根 据 原 文 其 治

法 为 “ 精 炊 （ 吹 ） ” 。 关 于 “ 精 炊 （ 吹 ） ” 治 法 ， 《 张 家 山 汉 简 · 引 书 》

中 还 见 于 如 下 条 文 ： “ 苦 腹 張 （ 脹 ） ， 夜 日 談 （ 倓 ） 卧 而 精 炊 （ 吹 ）

之 卅 ” ； “ 病 腸 之 始 也 ， 必 前 張 （ 脹 ） 。 当 張 （ 脹 ） 之 时 屬 意 少 腹 而

精 炊 （ 吹 ） 之 ” 。 《 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载 “ 浊 气 在 上 ， 则 生 瞋

胀 ” ， 因 此 “ 精 炊 （ 吹 ） ” 所 治 当 有 “ 气 机 上 逆 ” ， 此 处 之 “ 瘚 ” 有 气

逆 之 病 机 ， 从 医 理 角 度 可 佐 证 《 说 文 解 字 》 所 云 “ 瘚 ， 屰 气 也 ” ，

“ 屰 ， 不 顺 也 ” 。

综 上 分 析 ， “ 蹶 （ 蹷 ） ” 与 “ 瘚 ” 用 指 疾 病 时 内 涵 具 有 重 合 之

处 ， 因 此 二 者 有 时 可 以 相 替 ， 于 是 西 汉 武 帝 时 期 司 马 迁 《 扁 鹊

仓 公 列 传 》 用 “ 蹶 ” ， 西 汉 元 帝 时 期 史 游 编 《 急 就 篇 》 作 “ 瘧 瘚 瘀

痛 瘼 温 病 ” 。

6 结 论

作 为 经 脉 名 ， 厥 阴 字 形 最 初 当 为 “ 蹶 （ 蹷 ） 阴 ” 。 作 为 病 证

名 ， “ 蹶 （ 蹷 ） ” “ 瘚 ” 最 早 出 现 ， “ 蹶 （ 蹷 ） ” 具 有 “ 眩 仆 、 昏 倒 ， 丧 失

知 觉 、 意 识 ” “ 异 常 变 动 ” “ 下 肢 冰 冷 僵 硬 ” “ 气 逆 ” 内 涵 ， “ 瘚 ” 具

有 “ 下 肢 冰 冷 ” “ 气 逆 ” 内 涵 ； 《 黄 帝 内 经 》 同 时 期 或 更 早 时 期 的

出 土 或 传 世 文 献 中 ，“ 蹶 （ 蹷 ） ” 的 使 用 频 率 明 显 高 于 “ 瘚 ” 。

西 汉 刘 向 、 刘 歆 父 子 主 持 校 定 医 书 时 或 许 见 到 了 与 《 阴

阳 十 一 脉 灸 经 乙 本 》 用 字 类 似 版 本 ， 抑 或 因 “ 蹶 （ 蹷 ） ” 与 “ 瘚 ”

内 涵 多 有 重 合 ， 将 所 见 医 书 中 “ 蹶 （ 蹷 ） 、 瘚 ” 皆 以 “ 厥 ” 字 规 范

统 之 ， 于 是 出 现 了 《 黄 帝 内 经 》 无 论 经 脉 名 、 病 证 名 皆 用 “ 厥 ”

字 ， 使 “ 厥 ” 具 有 “ 蹶 ” 与 “ 瘚 ” 的 多 种 内 涵 ， 与 大 致 同 时 期 的 出

土 医 学 文 献 及 非 医 传 世 文 献 用 字 及 其 内 涵 迥 然 有 异 的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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