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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內經中“死”字意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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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 Every language has twofold aspects in meaning of characters such as ‘lead’ means 

guide as a verb and ‘lead’ means one of metals. Chinese character has several meanings because 

it is phonogram, even if those are exactly same in shapes. we have concern how different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Si(死)’ is in traditional medical classics.

Method : we try to find out the meaning of ‘Si’ excluding meaning of ‘Si’, ‘death’ in 
Huangdineijing.

Result : ‘Si’ means ‘death’ primary and means ‘serious disease to death’, ‘losing consciousness 

just like death’ and so on.

Conclusion : Someone who have concern traditional medical classics have to give attentions that 

characters in classics could get different meanings in same character.

Key Words : si(死), character, phonogram, Huangdineijing 

Ⅰ. 序論

我们使用的单词每个词对应一个意思。然

而，每一种语言按照用语的特点可能有两重意

思产生的情况。例如，在英语中“lead”作为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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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 [li:d]) 有领导的意思,而名词（发音是

[led]）则是“铅”的意思。用语的两重性导致误

译时常发生。比如“像骆驼穿针眼那么难”。这

就是代表性的误译。翻译把希伯来语的棕绳

“gamta”误认成了希伯来语中的骆驼“gamla”。

这样由于词语类似的形态造成的误译时有发

生，在汉字一样的表音文字系统中同样形态的

词也有不一样的意味的情况也有很多，所以更

应多加小心。

用语二重意味现有硏究，嚴東明的论文“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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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腹中论‘石之则狂’的新解”1)提到由于方法论

上类似性的汉字使用了很多，现实中需要有更

多这方面的研究。

黄帝内经“死”字来出现了495回，表音文字

二重意味的汉字的原因，其实不是所有的“死

“字都是”死亡”的意思，还要注意是否有另一种

意味。这里收集了不是死亡意思的例子，讨论

辨别“死”字的其他意味。

Ⅱ. 本論

1. 三部九候论第二十

【原文】

足太陽氣絶者 其足不可屈伸 死必戴眼2)

【白話解】

如足太陽經脈之氣敗絕，出現兩足不能屈伸

的症狀，而死亡的之時候，會出現目睛上視，

呆定不動的症狀3)。

【註釋】

黃帝內經素問今釋 : 戴眼 眼睛上視不能

活動 是病在危重階段所出現的一種危險症候

【考察】

此处的“死”字，白话解解释说明为“死亡

时”眼睛的状态，黄帝内经素问今释中解释为

人事不省的危急状态。因此，解释为恍惚接着

解释人事不省状态时出现了戴眼现象。

2. 擧痛論 第三十九

【原文】

或痛宿昔而成積者 或卒然痛死不知人 有
少間復生者 (中略) 寒氣客於五藏 厥逆上泄 
陰氣竭 陽氣未入 故卒然痛 死不知人 氣復
反 則生矣4)

1) 엄동명. 素問「腹中論」‘石之則狂’에 대한 새로운 해석. 

세명대학교 한의학연구소. 한의학연구소 논문집 3. 2001.

2) 洪元植. 精校黃帝內經素問. 서울. 東洋醫學硏究院出版部. 

1995. p.82.

3) 王洪圖 主編. 黃帝內經素問白話解.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4. p.154.

4) 洪元植. 精校黃帝內經素問. 서울. 東洋醫學硏究院出版部. 

1995. p.145.

【白話解】

有的腹痛長時間不好而形成積塊，有的突然

發生疼痛而昏迷不醒，過一會兒又蘇醒過來，

(中略) 如果寒邪侵五臟，逼迫使五臟陽氣逆，

使陰氣阻絶不通，陰陽之氣不能正常銜接，出

現突然疼痛、昏迷不醒的症狀。過一會兒，因

爲機體自身功能調整，陽氣進入體內與陰氣相

合, 病人就會蘇醒5)。

【考察】

此处的“死”有“失去知觉”的意思，人失去知

觉的意思。同样白话解解释为“昏死”，应该

被视为意识昏迷与精神恍惚的状态。下面出现

的内容可以结合起来解释不久之后生命恢复过

来的原因。

3. 大奇論 第四十八

【原文】

肝滿腎滿肺滿皆實 卽爲腫 肺之雍 喘而兩
胠滿 肝雍 兩胠滿 臥則驚 不得小便 腎雍 
脚下至少腹滿 脛有大小 髀䯒大跛 易偏枯 
心脈滿大 癎瘛筋攣 肝脈小急 癎瘛筋攣 肝
脈騖暴 有所驚駭 脈不至若瘖 不治自已 腎
脈小急 肝脈小急 心脈小急 不鼓皆爲瘕 腎
肝幷沈爲石水 幷浮爲風水 幷虛爲死 幷小絃
欲驚 腎脈大急沈 肝脈大急沈 皆爲疝 心脈
搏滑急爲心疝 肺脈沈搏爲肺疝 三陽急爲瘕 
三陰急爲疝 二陰急爲癎厥 二陽急爲驚 脾脈
外鼓沈爲腸澼 久自已6)

【白話解】

肝臟、腎臟、肺臟的經脈被邪氣壅塞而萬

實，當即就會發生腫脹的病變。如果肺脈壅

塞，就會出現氣喘而兩脅脹滿; 如果肝脈壅

塞，卽兩脅脹滿，睡眠惊悸不安，小便不通；

如果肾脉壅塞，就会出现脚下到少腹胀满，两

腿看上去粗细不同，有时大腿和小腿都发生肿

5) 王洪圖 主編. 黃帝內經素問白話解.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4.. p.250.

6) 洪元植. 精校黃帝內經素問. 서울. 東洋醫學硏究院出版部. 

1995. 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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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行走不便，像跛子一样，日久则成为半身

不遂。心脉满而大，体内热盛，　 就会出现手

足抽搐，筋脈拘攣，以及癫痫等症狀。肝脈小

而細，是肝臟虛寒，也就会出现手足抽搐，筋

脈拘攣和癫痫的症狀。如果肝脈搏動疾速如馬

在奔驰一樣，是突然受到惊吓所致；如果脈搏

在指下突然按不到，又有失音的症狀，也是因

爲受到了惊吓，無需治療，過一段時間可以自

行恢復正常。腎脈、肝脈、心脈細小而急，跳

動無力，是氣血積聚在腹內，發爲“瘕病”。肝

腎脈均見到沉脈，是“石水”病；如果均見到浮

脈，則是“風水”病；如果肝腎脈搏均見到小而

弦的，是將要發生惊病；如果腎脈大急而沉，

都是寒氣積聚的“疝氣”病。心脈博動滑利而疾

速的是“心疝”病；肺脈博動爲沉象的是“肺疝”

病。膀胱和小腸脈緊急，是“瘕病”；脾脈和肺

脈緊急，是“疝病”；心脈和腎脈緊急，是“痫

闕”；胃脈和大腸脈緊急，是“惊病”；脾脈見沉

象，幷有向外鼓動的趨勢，是“腸澼”病，虽然

日舊，由於內臟的氣沒有受到大的傷害，还是

會自行恢復正常的7)

【考察】

此处的“死”字的白话解解释为导致死亡的

病症，但反复比较前后内容，所有五脏的脉象

说明了不同的病症。因此，这种情况“死”也可

以解释成病症。因此，“死”并不意味着死亡，

而应该理解成 “人事不省”的含义。

4. 調經論 第六十二

【原文】

血與氣幷 則爲實焉 血之與氣幷走於上 則
爲大厥 厥則暴死 氣復反則生 不反則死8)

【白話解】

如果氣血都停留積聚在經脈中，則形成了實

性病證。如果血和氣都逆行停聚在人體的頭

7) 王洪圖 主編. 黃帝內經素問白話解.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4. pp.304-306.

8) 洪元植. 精校黃帝內經素問. 서울. 東洋醫學硏究院出版部. 

1995. p.218.

部，則會形成大闕病，大闕病可以見到病人突

然昏倒，人事不省，好像突然死亡了一樣。如

果氣血能復返下降，恢復到正常，則病人還能

蘇生過來，否则就會造成眞的死亡9)。

【考察】

此处的“死”字白话解解释为“暴死”，由于

之后气韵得到恢复又活了过来，所以解释为“死

亡”意味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此处的“死”，不

是“死亡”的意味，而是“人事不省”的意思，而后

面”不反则死“的”死“字是指如果气韵无法恢复则

“死亡”，此处“死”应当认定为“死亡”。

5. 至眞要大論 第七十四

【原文】

帝曰 其生病何如 
歧伯曰 厥陰司天 客勝則耳鳴掉眩 甚則欬 

主勝則　脇痛 舌難以言 少陰司天 客勝則鼽
嚔頸項强 肩背瞀熱 頭痛少氣 發熱 耳聾目
瞑 甚則胕腫 血溢瘡瘍 欬喘 主勝則心熱煩
躁 甚則脇痛支滿 太陰司天 客勝則首面胕腫 
呼吸氣喘 主勝則　腹滿 食已而瞀 少陽司天 
客勝則丹胗外發 及爲丹熛瘡瘍 嘔逆喉痺 頭
痛嗌腫 耳聾血溢 內爲瘛瘲 主勝則　滿欬仰
息 甚而有血手熱 陽明司天 淸復內餘 則欬　
嗌塞 心鬲中熱 欬不止而白血出者死 太陽司
天 客勝則　中不利 出淸涕 感寒則欬 主勝
則喉嗌中鳴10)

【白話解】

黃帝說：客氣與主氣相勝，會引起什麼樣的

疾病呢？

岐伯說：它们引起疾病的情況如下：

厥陰司天，客氣勝就會發生耳鳴、振掉、眩

暈、甚至咳嗽等病證；主氣勝就會發生胸脅

痛、舌強硬不能說話等病證。少陰司天，客氣

勝就會發生鼻流淸涕、噴嚏、頸項強硬、肩背

9) 王洪圖 主編. 黃帝內經素問白話解.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4. p.371.

10) 洪元植. 精校黃帝內經素問. 서울. 東洋醫學硏究院出版部. 

1995. 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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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熱、頭痛、少氣、發熱、耳聾、視物不清、

嚴重的會出現浮腫、血溢、瘡瘍、咳嗽、喘息

等病證；主氣勝會發生心胸煩熱、躁扰不寧，

嚴重的會出現兩脅疼痛、支撐脹滿等病證。太

陰司天，客氣勝就會發生頭面浮腫、呼吸氣喘

等病證；主氣勝就會出現胸腹脹滿，進食後頭

昏等病證。少陽司天，客氣勝就會發生皮膚丹

疹，以及丹毒、瘡瘍、嘔吐氣逆、喉痹、頭

痛、咽喉腫腫、耳聾、血溢，內則肢體抽搐拘

攣等病證；主氣勝就會出現胸滿、咳嗽、仰面

呼吸，嚴重的會發生出血、兩手發熱等病證。

陽明司天，客氣燥金位於主氣相火之位，金氣

本不能勝火氣，但因燥金過勝，淸凉之氣有餘

於內，就會發生咳嗽、衄血、咽喉阻塞不暢、

心膈中發熱、咳嗽不止咯出白色泡沫的，叫做

咳白血，这是肺陰嚴重受傷的表現，多屬於難

以治愈的死證。太陽司天，客氣勝就會發生呼

吸不暢、胸中不利、鼻流淸涕、感受寒邪發生

的咳嗽等病證；主氣勝會發生隨着呼吸而咽喉

中發生响聲等病證11)。

【考察】

此处的“死”字白话解解释为“死亡”的意

思，但是结合前后文内容的描述，全部都是在

根据三阴三阳的司天之气说明是一个病症。因

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解释为一种症状而不

是“死亡”，翻译成“不省人事”更为合适。

6. 五色 第四十九 

【原文】

雷公曰 其不辨者 可得聞乎
黃帝曰 五色之見也 各出其色部 部骨陷者 

必不免於病矣 其色部乘襲者 雖病甚 不死矣 
(中略)
雷公曰 人不病卒死 何以知之  
黃帝曰 大氣入于藏府者 不病而卒死矣
雷公曰 病小愈而卒死者 何以知之
黃帝曰 赤色出兩顴 大如母指者 病雖小愈 

11) 王洪圖 主編. 黃帝內經素問白話解.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4. pp.589-590.

必卒死 黑色出於庭 大如母指 必不病而卒死
雷公再拜曰 善哉!  其死有期乎12)

【白話解】

雷公問：您能給我講講不從觀察五官診察疾

病的情況嗎?

黃帝回答說五色：在面部的表現，有其固定

的位置。如果在某個部位出現色澤隱晦如陷骨

中的，就必定是發生了疾病。如果五色出現在

相乘的部位上，即子色出現在母位，即使病情

很重也不會死亡。

(中略)

雷公問：人未患疾病卻突然死亡，是什麼原

因呢?

黃帝回答說：這是由於劇烈的邪氣乘人體正

氣虛弱之時侵入髒腑，所以沒有明顯的疾病征

象就突然死亡。

雷公又問：疾病稍微好轉卻又突然死亡，怎

樣才能解釋這種情況呢?

黃帝回答說：兩顴出現拇指大小的赤色，即

使疾病稍微好轉，仍然會突然死亡。天庭出現

拇指大小的黑色，雖然沒有明顯疾病征象，也

會突然死亡。

雷公拜了兩拜說：講得好啊!上述所言突然死

亡的時間有規律嗎?

黃帝回答說：通過觀察五色出現在面部的位

置，按照五行生克乘侮的原則，就可以推測死

亡的時間13)。

【考察】

此处的“死”字白话解解释为“死亡”的意

思，但从描述来看，文章整个在叙述五色相关

的疾病，因此在此情况下，也应理解为病症。

如果把“不病卒死”中的“死”理解成不是病症而是

“死亡”的话，意思就错误理解成“没有得病就突

然死亡”。因此这里应该理解成“即使没有得

病，突然失去意识而昏倒”。更为为恰当。

12) 洪元植. 精校黃帝內經靈樞. 서울. 東洋醫學硏究院出版部. 

1995. pp.226-227.

13) 王洪圖 主編. 黃帝內經靈樞白話解.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4. pp.32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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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天 第七十二 

【原文】

陽重脫者 易狂 陰陽皆脫者 暴死不知人
也14)

【白話解】

若阳气过度损伤，则容易导致阳气外脱，虚

阳浮越于外，形成狂证。若阴阳俱脱，便会暴

死或突然不省人事15)。

【考察】

此处的“死”字意思为“无意识”。我们应当明

白它的意思。黄帝内经·举痛论的情况一样

“死不知人”中的“死”和“不知人”的意思都不是死

亡，而应理解为“失去意识”。

8. 官能 第七十三 

【原文】

爪苦手毒 爲事善傷者 可使按積抑痺 各得
其能 方乃可行 其名乃彰 不得其人 其功不
成 其師無名 故曰 得其人乃言 非其人勿傳 
此之謂也 手毒者 可使試按龜 置龜於器下 
而按其上 五十日而死矣 手甘者 復生如故
也16)

【白話解】

手足生硬狠毒，做事經常損壞器物的人，可

用他按摩積聚痼疾，治療頑固的痹痛。按照各

人的才能，發揮他的特長，各種治療方法就能

推行。這樣，他們工作才能做好，名聲就會流

傳開來。如果用人不當，就不能成功，老師的

技能不能發揚光大，名聲也會埋沒。所以說，

遇到合適的人，才能傳授給他，不是合適的人

選則不能輕易教給他，就是這個道理。至於是

否手毒，可以用手按壓烏龜來做實驗，把龜放

在一種器皿下面，人的手按在器皿上，每天按

一次，手毒的人按，五十天龜就死了；手不毒

14) 洪元植. 精校黃帝內經靈樞. 서울. 東洋醫學硏究院出版部. 

1995. pp.302-303.

15) 王洪圖 主編. 黃帝內經靈樞白話解.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4. p.417.

16) 洪元植. 精校黃帝內經靈樞. 서울. 東洋醫學硏究院出版部. 

1995. p.306.

而柔順的人，即使按五十天，龜還仍舊活

著17)。

【考察】

此处的“死”字白话解虽然解释为“死亡”的

意思，但是根据后文描述人再次活了过来，这

里的“死”不是意味着死亡，而是“像死了一样”的

状态。

9. 九宮八風 第七十七 

【原文】

風從南方來 名曰大弱風 其傷人也 內舍於
心 外在於脈 氣主熱 風從西南方來 名曰謀
風 其傷人也 內舍於脾 外在於肌 其氣主爲
弱 風從西方來 名曰剛風 其傷人也 內舍於
肺 外在於皮膚 其氣主爲燥 風從西北方來 
名曰折風 其傷人也 內舍於小腸 外在於手太
陽脈 脈絶則溢 脈閉則結不通 善暴死 風從
北方來 名曰大剛風 其傷人也 內舍於腎 外
在於骨與肩背之膂筋 其氣主爲寒也 風從東
北方來 名曰凶風 其傷人也 內舍於大腸 外
在於兩脅腋骨下及肢節 風從東方來 名曰嬰
兒風 其傷人也 內舍於肝 外在於筋紐 其氣
主爲身濕 風從東南方來 名曰弱風 其傷人也 
內舍於胃 外在肌肉 其氣主體重 此八風皆從
其虛之鄕來 乃能病人 三虛相搏 則爲暴病卒
死 兩實一虛 病則爲淋露寒熱 犯其雨濕之地 
則爲痿 故聖人避風 如避矢石焉 其有三虛而
偏中於邪風 則爲擊骨偏枯矣18)

【白話解】

從南方來的風，名叫大弱風，它傷害到人

體，內可侵入於心，外在於血脈，因屬於南方

火熱之邪，所以其氣主熱證。從西南方來的

風，名叫謀風，它傷害到人體，內可侵入於

脾，外則在於肌肉。脾爲後天之本，所以其氣

主虛性病證。從西方來的風，名叫剛風，它傷

17) 王洪圖 主編. 黃帝內經靈樞白話解.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4. p.427.

18) 洪元植. 精校黃帝內經靈樞. 서울. 東洋醫學硏究院出版部. 

1995. p.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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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到人體，內可侵入於肺，外則留於皮膚之

間，由於西方屬金，風性剛烈，所以其氣主燥

性病證。從西北方來的風，名叫折風，它傷害

到人體，內可侵入小腸，外在於手太陽經脈。

如果脈氣竭絕，說明疾病惡化而深陷擴散；如

果其脈氣閉塞，氣機聚結不通，往往會形成猝

然死亡。從北方來的風，名叫大剛風，它傷害

到人體，內可侵入於腎，外在於骨骼和肩背的

膂筋部；因爲北風陰寒至盛，遏傷腎陽，所以

其氣主寒性病證。從東北方來的風，名叫凶

風，它傷害到人體，內可侵人大腸，外在於兩

脅腋骨下及肢體關節。從東方來的風，名叫嬰

兒風，它傷害到人體，內可侵入於肝，外在於

筋的連結之處。因爲東方爲水鄉濕地，東風多

雨，所以其氣主濕性病證。從東南方來的風，

名叫弱風，它傷害到人體，內可侵人於胃，外

在於肌肉。因爲東南濕盛，其氣重濁，所以其

氣主身體困重不揚之病證。上面所說的八種

風，凡是從當令節氣相對的方向而來的，都屬

於虛風賊邪，因爲是違背時令的不正之氣，所

以它能使人發生疾病。人與自然息息相通，如

果人體虛弱，時值這一年的氣運衰微，恰逢月

廓虧空，又失卻時宜之和，這樣三虛相結合，

內外相因，正不勝邪，就會得暴病，猝然死

亡。如果三虛之中只犯一虛，也能發生疲勞困

倦，寒熱相兼的病證。如果冒雨或涉水，或久

居潮濕之地，感受濕邪，傷於肌肉，便會發生

痿病。不然的話，如果恰逢三虛相遇，就有可

能偏中於邪風，而導致突然昏厥仆倒，或引起

半身不遂一類的病證19)。

【考察】

此处的“死”字白话解解释称“死亡”，可是

看前后的内容都在说明八风病症。因此这里的

“暴死”应被理解为一种症状更为合适。所以，

“死”并不意味“死亡”而是“人事不省”的症状。

Ⅳ. 結論

19) 王洪圖 主編. 黃帝內經靈樞白話解.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4. pp.462-467.

像表音文字一样汉字及时同样一个字，在意

思上也可能出现很大区别的情况。

黄帝内经中“死”字总共出现了495回。其中

大部分是“死亡”的含义，但也有一些地方如果

把“死”理解成“死亡”使得句子的意思变得别扭。

通过本研究，把495回中出现的16回不是实际死

亡的意思而是与死类似的情况单独拿出来研究

讨论。

换句话说，“死”字的表面意思是“死亡”，但

还有意味着“死亡一样的程度”的含义，用白话

解可以解释成“失去了知觉，像死了一样”。在

白话解释中“像死了一样”，医学古典中不是“死

亡”的意思而是“人事不省”或“将导致死亡的危急

病症”，再或是“像死了一样的状态”这样其他含

义的情况也时常出现。出于这个原因，硏究医

学古典时，对表音文字汉字的一些特性要时刻

牢记，这样才可正确理解文章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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