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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卷 &K 收载的 c>1>&K$" 文书#是一份藏医写卷#写于连缀在一起

的 " 张仿贝叶的长方形纸上#整幅纸页正面的内容为脉诊#背面的内容是药方" 脉诊的内容涉及脉

象诊病&诊脉的时间!部位&死脉和奇脉" 写卷未见题名!作者!编者!译者!抄写者和收藏者信息"

!关键词"!敦煌写卷&!脉诊&!藏医脉诊

6%,$4-%#2%'(/'*/'')(/($)')&/ 2/'+.,#$4()&N$"%(/'2%*$,$'%$'6+'-+/'E .,#)33'O/#(P(0)'

4+3.%0(/Q$'E!JMW'!-+

&

# K9"!*+06#-

(

'1/22$34/+.*+0 -#56/2(78 ;6*+- 9+35*5#5$:/2M*35/2=/:,$.*E

1*+$-+. ,$.*1-)K*5$2-5#2$# ;6*+- &1-.$<=/:;6*+$3$,$.*1-)>1*$+1$3# ?$*@*+0# 8AABAA& C ?$*@*+0 M/34*E

5-):/2H*Q$5-+ ,$.*1*+$# ;6*+- H*Q$5/)/0=]$3$-216 ;$+52$# ?$*@*+0# 8AAACF# ;6*+-

)!".(#/,(*!?5-0:6A,8.134)8=+1-0 5+78A80+# c>1>&K$" 86,+A3,7+7 80 1*+V3/:5+&K 34O#+6#-+0

H*Q$5-+ ,-+#312*453L2$3$2D$. *+ I2-+1$# C*8A* 86C,811+0 80 " .-11,-9/+-49/8;+,+A1-0@:/-,.-.+,6A300+A1+7

13@+1*+,>)*+A301+0180 1*+4,301687+861*+.:/6+91-;80@34)8=+1-0 5+78A80+# -07 1*+=-A;# 30 .,+6A,8.9

1830>Z3,1*+.:/6+91-;80@# 817+-/6C81* 1*+5-084+61-18306# 185+-07 .3681830 43,.:/6+91-;80@# .-,-73F8A-/

-07 7+-1* .:/6+>)*+,+86038043,5-1830 -=3:11*+181/+# -:1*3,# +7813,# 1,-06/-13,# A3.28613,A3//+A13,>

)7%1 8)#*.*!H:0*:-0@5-0:6A,8.1&!c:/6+91-;80@&!c:/6+91-;80@80 )8=+1-0 5+78A80+

+

论著
+

!!HIJ,&K>%LMKNA5->O>8660>K($$9LK$%>(K&M>K%>KKR

基金项目,(K&(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吐蕃文献分

类整理与研究.'&(geH&%R(

作者单位, &KKLKK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甄艳(&&KKK(R 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刘英华(

通信作者,刘英华

!!

9>:敦煌藏医写卷简介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KKR(卷 &K 收载的c>1>

&K$" 文书#原收藏机构编号为 c+//83118=n1-80 )3:+09

*3:-0@&K$"#是 & 件藏医写卷#写于连缀在一起的 "

张仿贝叶的长方形纸上#" 张纸的长缘用线缝合#成

为一幅近乎正方形的卷帘式纸页" 整幅纸页正面的

内容为脉诊'见封底图(#背面为药方#正面与背面

文字的方向相反" 以往发现的纸本敦煌藏文文献#

多是宽幅纸张沿短边粘接成卷轴#或是未装订的仿

贝叶长条形活页纸#也有少量装订成册的蝴蝶装#而

这一卷帘形制的写卷#为敦煌医书中所仅见"

这种在缀合的长条纸页面上书写的方式#与卷

轴相仿" c>1>&K$" 写卷#是整幅单面连续书写的#

而不是像贝叶书那样每个单页正反面交替书写" 写

卷正面近缝合缘处#有部分字划被缝合线遮掩#可据

此推断是单页书写之后才缝合的'抑或后来重新缝

合过(&反面的文字离缝合缘较远#没有字划遮掩现

象#很可能是在纸页缀合成幅之后才书写的"

藏医写卷正面文字共 &L 行,第 & 页 " 行#第 (

页 $ 行#第 % 页 " 行#第 " 页 " 行" 具体内容可分为

" 部分,

!

第 & 页第 & 行第 & 句" 该句之前文字残

缺#结尾处有圆满词#在双垂符间竖写 ( 个圆圈#是

为段落标示符#说明前述内容到此结束" 从残留文

字看#这一部分是讲诊断"

"

第 & 页第 & 行第 ( 句

W第 ( 页第 & 行第 & 句#专论-区分五脏病不同的诊

法555浮脉三部主病.#结尾处在双垂符间竖着写

有 " 个圆圈#表明该项内容结束"

#

第 ( 页第 & 行

第 ( 句W第 " 页第 ( 行双垂符间竖写的 ( 个圆圈之

前#阐述诊脉时间!位置!五脏脉位!寒热脉!疾病脉!

鬼邪脉#以及脉象预后等"

$

第 " 页第 ( 行双垂符

间竖写的 ( 个圆圈之后的 ( 行多文字#论述死脉!奇

脉"

在上述文字中#没见题名!作者!编者!译者!抄

写者!收藏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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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医写卷之脉诊内容译释

以下抄录写卷正面的文字#并予注释和汉译"

)原文*是对写卷原本文字的全部抄录#包括文字行

序和段落标示符&)注释*是对藏文含义的具体解

释&)译文*是对)原文*的汉译#为保持文义的连贯

性而便于阅读#不再保留标示符和写卷的版面特征&

)按语*则是就相关问题所加的补充说明"

;>9:第 9 页第 9 行第 9 R; 句

)原文*

!!!

)译文*

-11问是否寒风#有病也".

)按语*

词句以上残缺" 从残存的词句看#上文内容是

讲问诊"

;>;:第 9 页第 9 行第 < 句R第 ; 页第 9 行第 ; 句

)原文*

!

/ 0

"

# $

/ 0

% & '

( )

*

+,-

)注释*

!

原文中此处写有 #但被原抄写者自己用

横线划去"

"

食指

#

字面直译为-皮囊脉.#此处可译为-浮

脉." 按$月王药诊%,-浮脉以及虚脉者#总归寒热

二者中" 浮脉以及虚脉者#按之不显举之显#虚脉较

短而浮脉#略显持久而长也.

/&0M&

#-浮脉虚脉是风

也o

/&0M(

"

$

头#脑"

%

按"

&

大而摇动#指滑脉"

'

思想放松"

(

此处残损漫漶不清#按前后文#此

处可能是中指' (下的脉"

)

此句下是缝合处#下缘部分字迹被遮

盖#原文可能是 '记不住#想不起("

*

无名指"

+,-

小便不利类疾病"

这类排泄不畅的疾病#应包括大便干涩不通"

)译文*

'接上文( -区分 $ 种精脏'脏器(病差别的诊

法#第 & 手指'食指(下的脉浮者#风所中也" 由热

引起#头痛之类也" 所谓浮者#手指按时#'脉(大而

动摇#心中惶惶#凸起#此搏动之名为 6突起4

也" 11'中指(下脉浮#内弱'中空(不间断之类"

后指'无名指(下之11脉浮者#尿闭之类也".

)按语*

此处的诊脉方式#用-第 & 手指. -中指.和-后

指.#实则为医者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 依照一般

的惯例#凡正常人的 $ 个手指#都是从大拇指开始顺

序排列下去的#然而#在这里的.第 & 指-指的却是

食指#很显然#这里的记述并不是按照惯例来进行#

而是指通常诊脉所使用的 % 个指头"

唐代及唐以前中医脉学相关文献主要有$素

问%$难经%$脉法赞%$伤寒杂病论%$脉经%$王叔和

脉诀%$玄感脉经% $备急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

这段文字很可能是$脉诀+七表脉%中的-寸浮中风

头热痛#关浮腹胀胃虚空#尺部见之风入肺#大肠干

涩故难通.的译文" $王叔和脉诀%简称$脉诀%#多

认为系六朝高阳生托名之作" 今敦煌卷子中有汉文

古医书$七表八里三部脉%& 卷#据考其抄录年代在

唐代初期#可能是$王叔和脉诀%的早期传本之一"

其中-七表.题下论及-脉浮中风头热痛#关浮腹满

胃虚空#尺部得之风入肺#大便干涩固难通." 此处

的-脉浮.-大便干涩.#$王叔和脉诀%作-寸浮.-大

肠干涩."

;><:第 ; 页第 9 行第 < 句 R第 = 页第 ; 行段落标

示符

)原文*

!

"

/ 0

# $ %

& '

( )

* +,- +,.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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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 0

+,4 +,5

+67

+6-

+6.

+6/

+60

/ 0

+61 +62

/ 0

+63

+64

/ 0

+65

+87

)注释*

!

此句是对患者的要求#

即早晨患者醒后还没有活动!未进饮食之前诊脉"

食物"

吃"

"

此句讲诊脉时间" $甘露精

要秘诀续%,-诊时凌晨太阳升空时#未摇阴阳平息

之时诊.

/(0LM#

" $月王药诊%,-'诊脉的(时间东方刚

发亮#山顶黑暗已散去#扶桑朝阳正升起#阴之精微

尚未竭#阳之精气还未过.

/&0M(

"

#

原文中此处写有 #但被原抄写者自己用一

竖线划去"

$

手腕"

%

心脉#此处不是专指心脏

脉#而是指五脏的脉"

&

原文中此处写有 #但被原抄写者自己用一

竖线划去"

'

认真地诊察"

(

左手'腕部(之初为心脉" 按$脉

经%,-心部在左手关前寸口是也.

/%0(

"

)

'左手腕部(之中为肝 '脉(" 按

$脉经%,-肝部在左手关上是也.

/%0(

"

*

'左手腕部(之后为左肾'脉("

按$脉经%,-肾部在左手关后尺中是也.

/%0(

"

+,-

'右手腕部(之初为肺'脉(" 按

$脉经%,-肺部在右手关前寸口是也.

/%0(

"

+,.

'右手腕部(之中为脾'脉(" 按

$脉经%,-脾部在右手关上是也.

/%0(

"

+,/

'右手腕部(之后为右肾'脉("

按$脉经%,-肾部在右手关后尺中是也.

/%0(

"

+,0

缓急"

+,1

力大"

+,2

连续吸气呼气 & 次算作 &

息#其间脉动 $ 次#不缓不急#此为常脉" 按 $脉

经%,-脉来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

平.

/%0($

" $甘露精要秘诀续%,-讲解无病安居之脉

象#即是呼吸一息五至也.

/(0LMR

" $月王药诊%,-土

水火风'空(五之息#即呼吸出入之中#每息见有脉

五至#满足十至十四息#如此是为无病脉.

/&0M&

"

+,3

& 息脉动六七次者

为数脉" 按$脉经%,-数脉#去来促急.

/%0&

" '一曰 &

息六七至&一曰数者进之名( $月王药诊%,-叠缺疾

迟为病脉#五至以上为有热#五至以下为有寒.

/&0M&

"

+,4

& 息脉动三四次

为迟" 按$脉经%,-迟脉#呼吸三至#去来极迟.

/%0&

"

$月王药诊%,-五至以下为有寒".

/&0M&

+,5

脉粗大而数#脉大而疾" 按 $脉

经%,-寸口脉浮大而疾者#名曰阳中之阳#病苦烦

满#身热#头痛#腹中热.

/%0%

"

+67

脉大而缓"

+6-

原文中此处 中的 被原抄写者划掉"

+6.

腹鸣"

+6/

脉弱而沉" '脉沉细2(

+60

脉弱而浮" '脉浮细2(

+61

脉时强时缓#脉时急时

缓"

+62

脉搏时疾时

缓者有邪祟" 按$四部医典%,-鬼脉间歇疾缓无一

定" 邪脉脉律不匀多异反#不定停歇延长或重

叠".

/"0$M$

$脉经%,-脉来乍大乍小!乍长乍短者#为

崇.

/%0("

"

+63

文字残损漫漶不清#从

残存字符推测#此处可能是紧脉"

+64

糌粑"

+65

患者体壮而脉细#气息弱者难

治&患者体弱而脉粗#气息强者难治" 按$千金翼

方%,-人大而脉细#人细而脉大#11人壮而脉大#

人羸而脉大#此皆为逆#逆则难治.

/$0%KK

"

+87

人体壮息强者可治#体弱息弱者善" 按$千

金翼方%,-反此为顺#则为易治.

/$0%KK

"

)译文*

+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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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劳作!未进食#太阳刚出升之时# '在(

手11左!右的'掌后(横纹'后的(心脉'五脏脉(#

用 % 个手指按压的位置#认真地诊察,左手初为心

脉#中间肝#后为左肾" 右侧的第 & 为肺#中间脾#后

边右肾也" 脉搏动者#气息出入 & 次'& 息(#脉不疾

不徐'缓急适中(搏动 $ 次#11此为正常脉也" '&

息间(脉动六七次以上#为强'数(脉#为热#病脉也"

'& 息间(%!" 次以下者#为迟脉#属寒也" 脉粗大而

轻疾'2(者#有热风#头痛#颈以上热" 脉粗大而迟

缓者#有寒风#腹鸣#11懒散" 脉弱而沉者#内寒#

腰!肝和肾病" 脉弱而浮数者# 内弱# 热而纳

呆" 11有#不消化" 脉时强时迟缓者#有邪也" 脉

数而软#搏动快者#酒和饮料未消化也" 11弦而

动11者#糌粑不消化也" 左右脉相同地#哪个指头

下脉强者'对应的脏器(有热" 脉缓者寒也" 患者

体大脉细#息弱者难治也" 患者体弱脉粗大#息强

者11也" 体大者息强有力者可治#体弱小者息弱

者善也".

)按语*

此处记录了诊脉部位#是用手指在腕部诊脉#寻

找脉位的体表标志为-'掌后(横纹.#与$月王药

诊%中的论述一致#而不似$四部医典%中以-骨头突

起.为标志"

同时#文中记述了用医者的 % 个手指去诊察#

-左手初为心脉#中间肝#后为左肾" 右侧的第 & 为

肺#中间脾#后边右肾.#实际上这里指的是患者左!

右手的初!中!后 % 个脉位#而不是医者的手指" 中

医的-寸关尺.脉位名称在汉代已经出现#其位置到

% W$ 世纪最终明确" 文本中虽然通篇未出现-寸关

尺.或-冲甘恰.的记述#但是这种患者腕部左右脉

位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中医-寸关尺.的位置"

在脉位与五脏的对应关系上#文中-'患者的(

左手9心!肝!左肾&'患者的(右手9肺!脾!右肾.的描

述#与王叔和$脉经+两手六脉所主五脏六腑阴阳

逆顺%中-心部9左寸口&肝部9左关上&肾部9左尺中&

肺部9右寸口&脾部9右关上&肾部9右尺中.的记载相

一致" 对这一关系的记述不同于$四部医典%#而与

$月王药诊%一致" 不过#这段只提到五脏对应脉

位#而没有提及六腑与脉位的对应关系"

此外#这一段记述中还出现了-糌粑.这种藏地

特有的食物"

;>=:第 = 页第 ; 行段落标示符之后

)原文*

!

/ 0

"

)注释*

!

/ 0 脉如蛙跳" $月王药诊%,

-就像蛙在水中游#按之一来后即止.

/&0MR

" $四部医

典%第 & 章作 /"0$M$

#才郎堪布注释,-如蛙

跳#脉粗大有力而长#跳后即停.

/M0$"

"

"

啄食" $月王药诊%死兆脉,-脉中间歇似麻雀#咄咄

啄食之动态#四五力动而一歇.

/&0MR

" $四部医典%

'第 & 章(

/"0$M$才郎堪布注释,-就像麻雀啄食#一至

四次数目不定地啄食#脉搏也是时跳时停.

/M0$"

"

$脉经%,-扁鹊曰,脉病患不病#脉来如屋漏!雀啄

者#死'屋漏者#其来既绝而止#时时复起#而不相连

属也" 雀啄者#脉来甚数而疾#绝止复顿来也(" 又

经言,得病七八日#脉如屋漏!雀啄者#死.

/%0%"

"

#

如沸水11" 按$四部医

典%-七奇脉之家宅脉.中有-脉如热水沸腾者有口

舌是非.

/"0$M&

" 才郎堪布注释,-就像煮沸的热水#

无论中间和旁边咕嘟嘟地冒泡#快速而摇摆不定#脉

象也是疙里疙瘩大小不一#颤颤抖抖地搏动#这是口

舌是非之脉象.

/M0%K9%&

" $脉经%,-脉涌涌不去者#

死.

/%0%"

"

$

屋漏" 按$月王药诊%死兆脉,-脉

如朽屋逢雨漏#前漏后漏不接续.

/&0MR

" $甘露精要

秘诀续%,-死脉变态!不齐!停歇三者#脉象变态如

风摇旗尖#如同'鹞抖(尾端和屋漏.

/(0LLK

" $四部医

典%死兆脉象中有,-如屋漏.

/"0$M$

#才郎堪布注释,

-就像破旧的房屋漏水那样#脉跳无力#停而复来#

这是培根'粘液(病的死脉.

/M0$"

" $脉经%文见)注

释*

"

所引"

)译文*

'死脉和奇脉( -脉搏与蛙跳相似者#一跳跟一

跳的&如鸡啄食般咄咄有力而间歇的&如沸水

般11&如屋漏般搏动有力&如皮囊般变化者#三

脉11."

)按语*

唐代以前#中医脉学就有死脉或绝脉的脉象"

这些特殊脉象最早起源于$素问%的真脏脉或曰死

脉#如$素问+平人气象论%,-锐坚如乌之喙#如鸟

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发如夺索#辟

辟如弹石#曰肾死.

/L0

" 此后$难经+十五难%中有

死脉的记载#如,-来如解索#去如弹石. -来如雀之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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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如水之下漏#是脾衰见也.

/#0

"

古人记载死脉#都习惯用比喻的方法来形容其

脉状" 王叔和$脉经%将这些内容汇集为-扁鹊诊诸

反逆死脉要诀.#其中十几种死脉基本上都是用比

喻来表达的" 例如-脉来如屋漏!雀啄者死#脉来如

弹石!去如解索者死" 脉困病人#脉如虾之游#如鱼

之翔者死" 脉如悬薄卷索者死#脉如转豆者死#脉如

偃刀者死" 脉涌涌不去者死" 脉忽去忽来#暂止复

来者死11."

藏文医学写卷的这段文字描述了 " 种死脉和奇

脉跳动的特点#如蛙跳!如沸水!如啄食!如屋漏#因

文字残缺#后面的论述无法得知" 从已有的描述方

式来看#与唐及唐以前中医对死脉的认识有相似之

处"

总的来看#这一写卷书写风格前后一致#笔锋流

畅有力#在敦煌藏文写本中#有多件文书的书写特点

与之非常相近#由此推测#该写卷应该是专职抄写工

匠在敦煌地区抄写的#抄写者很可能是居住在敦煌

的藏族人" 其中虽然仍有少量古文的用法#如, 的

基字 下#有下加字 # 和 等元音符号反写等

特点#但总体上看来其文法比较规范#可推定为第 (

次厘定藏文#即 R 世纪中期之后不久的抄本"

写卷正面虽然遗憾为一残卷#但其脉诊的内容

应该早于$月王药诊%中的-脉诊十章." 这是已知

现存最早的藏医脉诊文献#为吐蕃时期的原本#是没

有经过改动的写本文献#因此#它是研究吐蕃时期藏

医史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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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一稿两投问题处理的声明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为维护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声誉和广大读者的利益#现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对一稿两投和一稿两用问题的处理声

明如下,

!

本声明中所涉及的文稿均指原始研究的报告或尽管 ( 篇文稿在文字的表达和讨论的叙述上可能存在某些不同之处#

但这些文稿的主要数据和图表是相同的" 所指文稿不包括重要会议的纪要!疾病的诊断标准和防治指南!有关组织达成的共

识性文件!新闻报道类文稿及在一种刊物发表过摘要或初步报道而将全文投向另一种期刊的文稿" 上述各类文稿如作者要

重复投稿#应向有关期刊编辑部做出说明"

"

如 & 篇文稿已以全文方式在某刊物发表#除非文种不同#否则不可再将该文投寄给他刊"

#

请作者所在单位在来稿介绍信中注明该文稿有无一稿两投问题"

$

凡来稿在接到编辑部回执后满 % 个月未接到退稿#则表明稿件仍在处理中#作者欲投他刊#应事先与该刊编辑部联系

并申述理由"

%

编辑部认为文稿有一稿两投嫌疑时#应认真收集有关资料并仔细核实后再通知作者#同时立即退稿#在做出处理决定

前请作者就此问题做出解释" 期刊编辑部与作者双方意见发生分歧时#应由上级主管部门或有关权威机构进行最后仲裁"

&

一稿两用一经证实#期刊编辑部将择期在杂志中刊出其作者姓名!单位及撤销该论文的通告&对以该作者为第一作者

的一切文稿#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 ( 年内将拒绝其发表&并就此事件向作者所在单位和该领域内的其他科技期刊进行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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