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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說明

小兒推拿，又稱小兒按摩，是明清時開始興起的

一種以治療小兒疾病為主的推拿療法。經過數百年的

充實和發展，已經在中醫臨牀上得到了非常廣泛的應

用，成為普羅大眾耳熟能詳、樂於接受的一種有效治

療手段。小兒推拿在對眾多小兒疾病的康復治療中，

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小兒推拿是極具特色的中醫傳統療法，無侵入

性，安全有效，簡便廉驗，易學易用，並無危及人體健

康的副作用，而且效果顯著，不僅是中醫兒科中常用

的治療手段，也是家庭兒童保健的極佳方法。小兒推

拿流派很多，各有不同特色，無論手法及推拿部位，

以及治療時選用的手法及部位，都不盡相同。但無論

任何流派，其方法及療效都是建基於中醫的氣血、臟

腑、經絡等學説之上，理論核心不變。具體而言，小

兒推拿的穴位有着點、綫、面的不同，並且大多是和

具體操作手法相聯繫，例如掐人中、推坎宮、摩腹等

等。操作手法既有按、摩、推、揉等單式手法，也有

黃蜂入洞、赤鳳搖頭、二龍戲珠、打馬過天河等複式

手法。治療時重視補瀉，强調次數和時間，注意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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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薑水、清水等作為介質，要求手法輕快柔和、平穩

着實。臨牀上小兒推拿療法的適應症幾乎涵蓋整個兒

科，而對小兒自閉症、小兒腦癱（五遲、五軟、五硬）、

發熱、咳嗽、嬰幼兒泄瀉、便秘、遺尿等病症尤其具

有特別良好的療效。

有關小兒推拿療法的著作，明朝有龔雲林的《小

兒推拿秘旨》、周于蕃的《小兒推拿秘訣》，清朝有熊應

雄的《小兒推拿廣意》、周松齡的《小兒推拿輯要》、駱

如龍的《幼科推拿秘書》、錢櫰村的《小兒推拿直錄》、

張振鋆的《釐正按摩要術》等等。甚至在針灸名著明朝

楊繼洲的《針灸大成》中也有小兒推拿的專章載錄。這

些文獻對小兒推拿療法的理論原則、兒科疾病的操作

手法與治療取穴都作了全面的介紹和論述，確定了小

兒推拿療法的應用體系。

小兒推拿在香港還未被普及運用，市民並不知道

小兒推拿的獨特療效，很多中醫師也缺乏小兒推拿的

相關專業知識，因此值得發揚光大。本計劃以傳承中

醫藥文化為目的，蒙幸獲得香港中醫藥發展基金贊助，

得以整理並出版小兒推拿古籍系列一套十冊，並對小

兒推拿療法的形成、發展、手法特點、應用範圍以及

現代研究進展等加以系統研究，撰成專著《小兒推拿研

究》一書。希望我們所做的工作能夠有助於豐富和加

强註册中醫師有關小兒推拿方面的專業知識，亦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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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配合香港發展中醫藍圖中的中醫院兒科專科建設，

加強人才傳承、協助專業梯隊的建立，以改善香港中

醫發展在這方面尚有所不足的狀况。

感謝香港中醫藥發展基金全額贊助此計劃，亦感

謝參與此計劃的所有同仁：余秋良醫生、石軍醫師、

陳慧中博士、李雲寧博士、王邦銘醫師、石華鋒醫師、

何豔華醫師、林穎樂博士、李亦寧醫師、胡彤彤小姐、

謝偉豪醫師、張文迪醫師。並特別感謝王邦銘醫師為

本系列叢書繪畫新圖。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小兒推拿古籍的整理與研究」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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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說明

《保嬰神術》見於明 •楊繼洲的《針灸大成》卷十，標

題下有《按摩經》三字注明出處。《針灸大成》卷首靳賢

《針道源流》中稱：“《小兒按摩經》，四明陳氏著集。”是

靳賢抄錄了四明陳氏《小兒按摩經》的主要內容，而以《保

嬰神術》為名，收載於《針灸大成》中。但《小兒按摩經》

並非楊繼洲家傳，亦非針灸專著，靳賢將其收入《針灸大

成》中的緣由不得而知。按四明當指浙江寧波，至於陳氏

的生平事跡則無所查考。由於《小兒按摩經》並無單行本

流傳，《針灸大成》所載是否就是《小兒按摩經》的全部內

容，頗難斷定。因此本書仍循《針灸大成》編例，名之為

《保嬰神術》。

據趙文炳《刻針灸大成序》，《針灸大成》初刻於明萬

曆二十九年（1601年），則《小兒按摩經》的成書年代應

該更早，均早於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龔廷賢成書的

《小兒推拿秘旨》和周于蕃於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成

書的《小兒推拿秘訣》，因此《小兒按摩經》是現存最早的

小兒推拿專著。《針灸大成》所載錄的《保嬰神術》中對

小兒推拿手法操作、所治病症等敍述頗詳。除此之外，還

對小兒常用的察面色、辨三關等診斷方法以及小兒調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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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針灸宜忌等諸多方面行了深入的闡述。其中的豐富內

容對兒科臨床至今仍有着重要參考價值。

本書以人民衛生出版社 1955年出版的《針灸大成》

影印明刻本為底本，以清光緒六年（1880年）掃葉山莊刻

本為對校本進行校勘。

茲將有關校勘事項說明如下：

一、原書竪排，茲改為橫排。

二、原書有簡短目錄，但疏漏甚多，現與正文相對

照，補足目錄。

三、原書重新標點。

四、原書中的古今字、通假字、異體字、俗體字等，

一律改為現今的通行字。

五、原書中的明顯錯訛字，徑改不出校注。

六、原書文圖多有錯亂之處，現將插圖重新排列，分

別置於相應條文之下。

七、原書中插圖則比照原圖重新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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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穴圖

	◎ 圖一	要穴圖

穴法不詳注，針卷考之甚詳。

夫小兒之疾，並無七情所干，不在肝經，則在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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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不在脾經，則在肝經。其疾多在肝、脾兩臟，此

要訣也。急驚風，屬肝木風邪有餘之症，治宜清涼苦

寒，瀉氣化痰。其候或聞木聲而驚，或遇禽獸驢馬之

吼，以致面青、口噤，或聲嘶啼哭而厥。發過則容色

如常，良久復作。其身熱、面赤，因引口鼻中氣熱，

大便赤黃色，惺惺不睡。蓋熱甚則生痰，痰盛則生風，

偶因驚而發耳。內服鎮驚清痰之劑，外用掐揉按穴之

法，無有不愈之理。至於慢驚，屬脾土中氣不足之症，

治宜中和，用甘溫補中之劑。其候多因飲食不節，損

傷脾胃，以泄瀉 1日久，中氣太虛，而致發搐；發則無

休止，其身冷、面黃、不渴、口鼻中氣寒、大小便青

白、昏睡露睛、目上視、手足瘈疭、筋脈拘攣。蓋脾

虛則生風，風盛則筋急，俗名“天吊風”者，即此候也。

宜補中為主，仍以掐揉按穴之法，細心運用，可保十

全矣。又有吐瀉未成慢驚者，急用健脾養胃之劑，外

以手法按掐對症經穴，脈絡調和，庶不致變慢驚風也。

如有他症，穴法詳開於後，臨期選擇焉。

1 “泄瀉”，原本作“瀉泄”二字。光緒本同。據文義乙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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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歌

心經有熱作痰迷，天河水過作洪池。

肝經有病兒多悶，推動脾土病即除。

脾經有病食不進，推動脾土效必應。

肺經受風咳嗽多，即在肺經久按摩。

腎經有病小便澀，推動腎水即救得。

小腸有病氣來攻，板門、橫門推可通。

用心記此精寧穴，看來危症快如風。

膽經有病口作苦，好將妙法推脾土。

大腸有病泄瀉多，脾土、大腸久搓摩。

膀胱有病作淋疴，腎水、八卦、運天河。

胃經有病嘔逆多，脾土、肺經推即和。

三焦有病寒熱魔，天河過水莫蹉跎。

命門有病元氣虧，脾土、大腸、八卦推；

仙師授我真口訣，願把嬰兒壽命培。

五臟六腑受病源，須憑手法推即痊；

俱有下數不可亂，肺經病掐肺經邊；

心經病掐天河水，瀉掐大腸、脾土全；

嘔掐肺經、推三關，目昏須掐腎水添；



四

保
嬰
神
術

再有橫紋數十次，天河兼之功必完。

頭痛推取三關穴，再掐橫紋、天河連；

又將天心揉數次，其功效在片時間。

齒痛須揉腎水穴，頰車推之自然安。

鼻塞傷風天心穴，總筋、脾土推七百。

耳聾多因腎水虧，掐取腎水、天河穴；

陽池兼行九百功，後掐耳珠旁下側。

咳嗽頻頻受風寒，先要汗出沾手邊；

次掐肺經、橫紋內，乾位須要運周環。

心經有熱運天河，六腑有熱推本科；

飲食不進推脾土，小水短少掐腎多。

大腸作瀉運多移，大腸、脾土病即除；

次取天門入虎口，揉臍、龜尾七百奇。

肚痛多因寒氣攻，多推三關、運橫紋；

臍中可揉數十下，天門、虎口法皆同。

一去火眼推三關，一百二十數相連；

六腑退之四百下，再推腎水四百完；

兼取天河五百遍，終補脾土一百全。

口傳筆記推摩訣，付與人間用意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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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形察色法

凡看小兒病，先觀形色，切脈次之。蓋面部氣色，

總見五位色青者，驚積不散，欲發風候；五位色紅者，

痰積壅盛，驚悸不寧；五位色黃者，食積癥傷，疳候

痞癖；五位色白者，肺氣不實，滑泄吐利；五位色黑

者，臟腑欲絕，為疾危。面青、眼青肝之病，面赤心

之病，面黃脾之病，面白肺之病，面黑腎之病。先別

五臟，各有所主，次探表裏虛實病之由。肝病主風，

實則目直大叫、項急、煩悶，虛則咬牙、呵欠；氣熱

則外生，氣溫則內生。心病主驚，實則叫哭、發熱、

飲水而搐、手足動搖；虛則困臥、驚悸不安。脾病主

困，實則困睡、身熱、不思乳食，虛則吐瀉生風。肺

病主喘，實則喘亂喘促，有飲水者，不飲水者；虛則

哽氣長，出氣短，喘息。腎病主虛無實，目無精光、

畏明、體骨重、痘疹黑陷。以上之症，更當別其虛實

症候。假如肺病，又見肝症，咬牙、多呵欠者易治，

肝虛不能勝肺故也。若目直、大叫哭、項急、煩悶難

治，蓋肺久病則虛冷，肝強實而勝肺也。視病之虛實，

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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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色歌

眼內赤者心實熱，淡紅色者虛之說；

青者肝熱淺淡虛，黃者脾熱無他說；

白面混者肺熱侵，目無精光腎虛訣。

兒子人中青，多因果子生；

色若人中紫，果食積為痞；

人中現黃色，宿乳蓄胃成；

龍角青筋起，皆因四足驚；

若然虎角黑，水撲是其形；

赤色印堂上，其驚必是人；

眉間赤黑紫，急救莫沉吟；

紅赤眉毛下，分明死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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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筋法歌

顖門八字甚非常，筋透三關命必亡；

初關乍入或進退，次部相侵亦何妨？

赤筋只是因膈食，筋青端被水風傷；

筋連大指是陰症，筋若生花定不祥此有禍祟之筋；

筋帶懸針主吐瀉，筋紋關外命難當；

四肢痰染腹膨脹，吐乳卻因乳食傷；

魚口、鴉聲並氣急，犬吠人唬自驚張；

諸風驚證宜推早，如若延遲命必亡；

神仙留下真奇法，後學能通第一強。

凡看鼻樑上筋，直插天心一世驚。

初生時，一關有白，謹防三朝。

二關有白，謹防五日之內。

三關有白，謹防一年之外。

凡筋在坎上者即死，坎下者三年。又有四季本色

之筋，雖有無害。

青者是風，白者是水，紅者是熱，赤者乳食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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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慢驚，將危，不能言，先灸三陰交，二泥丸，三

頰車，四少商，五少海穴；看病勢大小，或三壯、五

壯、一壯，至七七壯；辨男女右左，十有十活。如急

驚、天吊驚，掐手上青筋，煆 1臍上下，掐兩耳，又掐

總筋穴。

內吊驚，掐天心穴。

慢驚不省人事，亦掐總筋穴。

急驚如死，掐兩手筋。

眼閉，瞳子髎瀉。

牙關緊，頰車瀉。

口眼俱閉，迎香瀉。

以上數法，乃以手代針之神術也。亦分補瀉。

1 “煆”，光緒本作“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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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五位歌

面上之證額為心，鼻為脾土是其真；

左腮為肝右為肺，承漿屬腎居下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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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門部位歌

中庭與天庭，司空及印堂；

額角方廣處，有病定存亡；

青黑驚風惡，體和潤澤光；

不可陷兼損，唇黑最難當；

青甚須憂急，昏暗亦堪傷；

此是命門地，醫師妙較量。

面眼青肝病，赤心，黃脾，白肺，黑腎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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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二	面部五位命門圖



一
二

保
嬰
神
術

	◎ 圖三	男子左手正面之圖

自掌至天河穴為上，自天河穴至指頭為下。

為

為

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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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四	男子左手背面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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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五	女子右手正面之圖

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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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六	女子右手背面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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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掌圖各穴手法仙訣

掐心經，二掐勞宮，推上三關，發熱出汗用之。

如汗不來，再將二扇門揉之、掐之，手心微汗出，乃止。

掐脾土，曲指左轉為補，直推之為瀉。飲食不進、

人瘦弱、肚起青筋、面黃、四肢無力用之。

掐大腸，側倒推入虎口，止水瀉、痢疾，肚膨脹

用之。紅痢補腎水，白多推三關。

掐肺經，二掐離宮起至乾宮止，當中輕、兩頭重。

咳嗽化痰，昏迷、嘔吐用之。

掐腎經，二掐小橫紋，退六腑，治大便不通、小

便赤色澀滯、肚作膨脹、氣急、人事昏迷、糞黃者。

退涼用之。

推四橫紋，和上下之氣血。人事瘦弱、奶乳不思、

手足常掣、頭偏左右、腸胃濕熱、眼目翻白者用之。

掐總筋，過天河水，能清心經。口內生瘡、遍身

潮熱、夜間啼哭、四肢常掣。去三焦、六腑、五心潮

熱病。

運水入土，因水盛土枯、五穀不化用之。運土入

水，脾土太旺、水火不能即濟用之。如兒眼紅、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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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火燥土也，宜運水入土，土潤而火自克矣。若口

乾、眼翻白、小便赤澀，則是土盛水枯，運土入水，

以使之平也。

掐小天心，天吊、驚風，眼翻白、偏左右，及腎

水不通用之。

分陰陽，止泄瀉、痢疾。遍身寒熱往來、肚膨嘔

逆用之。

運八卦，除胸肚膨悶、嘔逆、氣吼噫。飲食不進

用之。

運五經，動五臟之氣。肚脹、上下氣血不和、四

肢掣、寒熱往來。去風，除腹響。

揉板門，除氣促、氣攻、氣吼、氣痛。嘔脹用之。

揉勞宮，動心中之火熱，發汗用之。不可輕動。

推橫門向板門，止嘔吐；板門推向橫門，止瀉。

如喉中響，大指掐之。

總位者，諸經之祖，諸症掐效。嗽甚，掐中指一

節。痰多，掐手背一節。手指甲筋之餘，掐內止吐，

掐外止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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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掌圖各穴手法仙訣

掐兩扇門，發臟腑之汗。兩手掐揉，平中指為界。

壯熱汗多者，揉之即止。又治急驚、口眼歪斜，左向

右重，右向左重。

掐二人上馬，能補腎、清神順氣、蘇醒沉疴。性

溫和。

掐外勞宮，和臟腑之熱氣。遍身潮熱、肚起青筋，

揉之效。

掐一窩風，治肚疼、唇白眼白、一哭一死者。除

風去熱。

掐五指節，傷風被水嚇、四肢常掣、面帶青色

用之。

掐精寧穴，氣吼、痰喘、乾嘔、痞積用之。

掐威靈穴，治急驚暴死。掐此處有聲可治，無聲

難治。

掐陽池，止頭痛、清補腎水、大小便閉塞或赤黃、

眼翻白。又能發汗。

推外關、間使穴，能止轉筋、吐瀉。外八卦，通

一身之氣血，開臟腑之秘結，穴絡平和而蕩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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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針用毫針，艾炷如小麥，或雀糞大

《寶鑒》曰：“急慢驚風，灸前項。若不愈，灸攢

竹、人中各三壯。”

或謂急驚屬肝，慢驚屬脾，《寶鑒》不分。灸前頂、

攢竹二穴，俱太陽、督脈，未詳其義。

小兒慢驚風，灸尺澤各七壯。

初生小兒，臍風、撮口，灸然谷三壯；或針三分，

不見血。立效。

小兒癲癇、癥瘕、脊強互相引，灸長強三十 1壯。

小兒癲癇、驚風、目眩，灸神庭一穴七壯。

小兒風癇，先屈手指如數物乃發也，灸鼻柱直髮

際宛宛中三壯。

小兒驚癇，先驚怖啼叫乃發，灸後頂上旋毛中三

壯，兩耳後青絲脈。

小兒癖氣久不消，灸章門各七壯，臍後脊中灸

二七壯。

小兒脅下滿、瀉痢、體重、四肢不收、痃癖積聚、

1 “十”，光緒本作“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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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痛、不嗜食、痎瘧寒熱，又治腹脹引背、食飲多、

漸漸黃瘦。灸十一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五分，七壯。

小兒黃疸，灸三壯。

小兒疳瘦、脫肛、體瘦、渴飲、形容瘦瘁，諸方

不瘥，灸尾閭骨上三寸陷中三壯。兼三伏內，用楊湯

水浴之，正午時灸；自灸之後，用帛子拭，見有疳蟲

隨汗出。此法神效。

小兒身羸瘦、賁豚、腹脹、四肢懈惰、肩背不舉，

灸章門。

小兒吐乳汁，灸中庭一壯。

小兒脫肛、瀉血，秋深不效，灸龜尾一壯。

脫肛，灸臍中三壯。《千金》云：“隨年壯。”

脫肛久不瘥，及風癇、中風、角弓反張、多哭、

語言不擇，發無時節，甚則吐涎沫，灸百會七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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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逆針灸無病而先針灸曰“逆”

小兒新生，無病不可逆針灸之，如逆針灸，則忍

痛動其五臟，因善成癇。河洛關中，土地多寒，兒喜

成痓，其生兒三日，多逆灸以防之。吳蜀地溫，無此

疾也。古方既傳之，今人不分南北灸之，多害小兒也。

所以田舍小兒任其自然，得無橫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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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調護 1

懷娠

懷娠之後，必須飲食有常，起居自若，使神全氣

和，則胎常安，生子必偉。最忌食熱毒等物，庶生兒

免有臍突、瘡癰。

初誕

嬰兒在胎，必藉胎液以滋養之。初離母體，口有

液毒，啼聲未出，急用軟綿裹大人指，拭兒口中惡汁，

得免痘瘡之患。或有時氣侵染，只出膚瘡，易為調理。

回氣俗謂“草迷”

初生氣欲絕，不能啼者，必是難産，或冒寒所致。

急以綿絮包裹，抱懷中，未可斷臍，且將胞衣置炭火

爐中燒之；仍作大紙撚，蘸清油點着，於臍帶上往來

遍燎之。蓋臍帶得火氣，由臍入腹。更以熱醋湯洗臍

帶，須臾氣回，啼聲如常，方可浴洗。畢，斷臍帶。

1 “初生調護”，原本脫此四字。光緒本同。據原目錄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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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結

小兒初生，大小便不通、腹脹欲絕者，急令大人

以溫水漱了口，吸咂兒前後心，並臍下、手足心，共

七處；每處咂三五次，每次要漱口，以紅赤為度。須

臾自通。

浴兒

浴兒用豬膽一枚，投湯中，免生瘡疥。浴時看湯

冷熱，無令兒驚而成疾也。

斷臍

斷臍不可用刀剪，須隔單衣咬斷，後將暖氣呵七

遍，纏結所留臍帶，令至兒足附上，當留六寸：長則

傷肌，短則中寒，令兒肚中不調，或成內吊。若先斷

後浴，恐水入臍中，令兒腹痛。斷訖，連臍帶中多有

蟲者，宜急剔去，不然，蟲自入腹成疾。斷臍之後，宜

用熱艾厚裹，包用白綿。若浴兒將水入臍中，或尿在

裙包之內，濕氣傷臍；或解脫裙包，為風冷邪氣所侵，

皆令兒臍腫、多啼、不乳，即成臍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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臍風

兒初生六七日，患臍風，百無一活。用青絹裹大

人指，蘸溫水於兒上下牙根上，將如粟米大紅泡子拭

破即愈。

剃頭

小兒月滿剃頭，須就溫暖避風處。剃後以杏仁三

枚，去皮尖研碎，入薄荷三葉同研，卻入生麻油三四

滴，膩粉拌和，頭上拭，以避風傷，免生瘡疥熱毒。

護養

小兒脾胃嫩弱，父母或以口物飼之，不能克化，

必致成疾。

小兒於天氣和暖，宜抱出日中嬉戲，頻見風日，

則血凝、氣剛、肉堅，可耐風寒，不致疾病。

抱小兒勿泣，恐淚入兒眼，令眼枯。

小兒夜啼，用燈心燒灰，塗乳上與吃，即止。

小兒腹脹，用韭菜根搗汁，和豬脂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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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頭瘡，用生芝麻口中嚼爛，塗之。切忌不可

搽藥。

小兒患秋痢，與棗食之，良。或與柿餅子 1食。

小兒宜以菊花為枕，則清頭目。

小兒入夏，令縫囊盛杏仁七個，去皮尖，佩之，聞

雷聲不懼。

小兒一期之內，衣服宜以故帛、故綿為之。用新

太暖，令肌肉緩弱，蒸熱成病。不可裹足覆頂，致陽

氣不出，多發熱。

小兒不宜食肉太早，傷及脾胃，免致蟲積、疳積。

鶏肉能生蛔蟲，宜忌之，非三歲以上勿食。

忍三分寒，吃七分飽，多揉肚，少洗澡。

小兒不可令就瓢及瓶飲水，語言多訥。

小兒勿令入神廟中，恐神精閃灼，生怖畏。

1 “子”，光緒本無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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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色圖歌

額印堂、山根

額紅大熱燥，青色有肝風；

印堂青色見，人驚火則紅；

山根青隱隱，驚遭是兩重；

若還斯處赤，瀉燥定相攻。

年壽

年上微黃為正色，若平更陷夭難禁；

急因痢疾黑危候，霍亂吐瀉黃色深。

鼻凖、人中

鼻凖微黃赤白平，深黃燥黑死難生；

人中短縮吐因痢，唇反黑候蛔必傾。

正口

正口常紅號曰“平”，燥乾脾熱積黃生；

白主失血黑繞口，青黑驚風盡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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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漿、兩眉

承漿青色食時驚，黃多吐逆痢紅形；

煩躁夜啼青色吉，久病眉紅死症真。

兩眼

白睛赤色有肝風，若是黃時有積攻；

或見黑睛黃色現，傷寒病症此其蹤。

風池、氣池、兩頤

風、氣二池黃吐逆，躁煩啼叫色鮮紅；

更有兩頤胚樣赤，肺家客熱此非空。

兩太陽

太陽青色驚方始，紅色赤淋萌孽起；

要知死症是何如？青色從茲生入耳。

兩臉

兩臉黃為痰實咽，青色客忤紅風熱；

傷寒赤色紅主淋，二色請詳分兩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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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頤、金匱、風門

吐蟲青色滯頤黃，一色頤間兩自詳；

風門黑疝青驚水，紋青金匱主驚狂。

辨小兒五色受病症

面黃青者，痛也。色紅者，熱也。色黃者，脾氣

弱也。色白者，寒也。色黑者，腎氣敗也。

哭者，病在肝也。汗者，主心。笑者，主脾而多

痰。啼者，主肺有風。睡者，主腎有虧。



二
九

保
嬰
神
術

察色驗病生死訣

面上紫，心氣絕，五日死。面赤、目陷，肝氣絕，

三日死。面黃、四肢重，脾氣絕，九日死。面白、鼻

入奇綸，肺氣絕，三日死。胸如黃熟豆，骨氣絕，一日

死。面黑、耳黃、呻吟，腎氣絕，四日死。口張、唇青、

毛枯，肺絕，五日死。大凡病兒足跗腫、身重、大小

便不禁、目無轉睛，皆死。若病將愈者，面黃、目黃，

有生意。

痢疾眉頭皺，驚風面頰紅；

渴來唇帶赤，吐瀉面浮黃；

熱甚眼朦朧，青色是驚風；

白色是泄瀉，傷寒色紫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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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氏歌

山根若見脈橫青，此病明知兩度驚；

赤黑因疲時吐瀉，色紅啼夜不曾停。

青脈生於左太陽，須驚一度見推詳；

赤是傷寒微燥熱，黑青知是乳多傷。

右邊赤脈不須多，有則頻驚怎奈何？

紅赤為風抽眼目，黑沉三日見閻羅。

指甲青兼黑暗多，唇青惡逆病將瘥；

忽將鴉聲心氣急，此病端的命難過。

蛔蟲出口有三般，口鼻中來大不堪；

如或白蟲兼黑色，此病端的命難延。

四肢瘡痛不為祥，下氣、沖心兼滑腸；

氣喘、汗流、身不熱，手拿胸膈定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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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八段錦

紅淨為安不用驚，若逢紅黑便難寧；

更加紅亂青尤甚，取下風痰病立輕。

赤色微輕是外驚，若如米粒勢難輕；

紅散多因乘怒亂，更加搐搦實難平。

小兒初誕月腹病，兩眉顰號作盤腸；

泣時啼哭又呻吟，急宜施法行功作。

小兒初誕日，肌體瘦尪羸；

禿髮毛稀少，原因是鬼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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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八段錦

先望孩兒眼色青，次看背上冷如冰；

陽男搐左無妨事，搐右令人甚可驚。

女搐右邊猶可治，若逢搐左疾非輕；

歪斜口眼終無害，縱有仙丹也莫平。

顖門腫起定為風，此候應知是必凶；

忽陷成坑如盞足，未過七日命須終。

鼻門青燥渴難禁，面黑唇青命莫存；

肚大青筋俱惡候，更兼腹肚有青紋。

忽見眉間紫帶青，看來立便見風生； 

青紅碎雜風將起，必見疳癥膈氣形。

亂紋交錯紫兼青，急急求醫免命傾；

盛紫再加身體熱，須知臟腑惡風生。

紫少紅多六畜驚，紫紅相等即疳成；

紫黑有紅如米粒，傷風夾食症堪評。

紫散風傳脾臟間，紫青口渴是風癇；

紫隱深沉難療治，風痰祛散命須還。

黑輕可治死還生，紅赤浮寒痰積停；

赤青皮受風邪症，青黑脾風作慢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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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赤連兮風熱輕，必然乳母不相應；

兩手忽然無脈見，定知沖惡犯神靈。

入門歌

五指梢頭冷，驚來不可安；

若逢中指熱，必定見傷寒；

中指獨自冷，麻痘症相傳；

女右男分左，分明仔細看。

兒心熱跳是着唬，熱而不跳傷風說；

涼而翻眼是水驚，此是入門探候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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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 1

	◎ 圖七	三關圖

風關易治，氣關難治，命關死候。直透者死。

左手應心肝，右手應脾肺。男主左，女主右。

1 “三關”，原本脫此二字。光緒本同。據原目錄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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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者，手食指三節也。初節為風關，寅位；二

節為氣關，卯位；三節為命關，辰位。

夫小兒初生，五臟血氣未定，呼吸至數太過，必

辨虎口色脈，方可察病之的要。男以左手驗之，女以

右手驗之。蓋取左手屬陽，男以陽為主；右手屬陰，

女以陰為主。然男女一身，均具此陰陽，左右兩手，

亦須參看。左手之紋應心肝，右手之紋應脾肺，於此

消息，又得變通之意。

初交病紋出虎口，或在初關，多是紅色；傳至中

關，色赤而紫。看病又傳過，其色紫青，病熱深重；

其色青黑，青而紋亂者，病勢益重；若見純黑，危惡

不治。凡在初關易治，過中關難治，直透三關不治。

古人所謂“初得風關病猶可，傳入氣、命定難陳。”

是也。

色紅者風熱輕，赤者風熱盛，紫者驚熱，青者驚

積；青赤相半，驚積風熱俱有，主急驚風。青而淡紫，

伸縮來去，主慢驚風。紫絲、青絲或黑絲，隱隱相雜，

似出不出，主慢驚風。若四足驚，三關必青。水驚，

三關必黑。人驚，三關必赤。雷驚必黃。或青或紅，

有紋如線，一直者，是乳食傷脾及發熱驚。左右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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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驚與積齊發。有三叉或散，是肺生風痰，或似

齁䶎聲。有青，是傷寒及嗽。如紅火是瀉，有黑相兼，

加渴不虛。虎口脈紋亂，乃氣不和也。蓋脈紋見有五

色，黃、紅、紫、青、黑。黃紅有色無形，即安寧脈

也，有形即病脈。由其病盛，色脈加變，黃盛作紅，紅

盛作紫，紫盛作青，青盛作黑，至純黑則難治。又當

辨其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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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珠─只一點紅色。主膈熱、三焦不和、

飲食所傷、欲吐瀉、腸鳴、自利、煩躁、啼哭。宜消食，

補脾胃。

	◎ 圖八	流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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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珠─較流珠差大。主脾虛停食、胸腹脹

滿、煩渴、發熱。宜健脾胃，消食調氣。

	◎ 圖九	環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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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珠─一頭大，一頭尖。主脾傷飲食、積

滯、腹痛、寒熱、不食。宜消食健胃。

	◎ 圖十	長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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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蛇—下頭粗大。主脾胃濕熱、中脘不

利 1、乾嘔不食，是疳邪內作。宜克食，健補脾胃。

	◎ 圖十一	來蛇圖

1 “利”，光緒本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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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蛇—上頭粗大。主脾虛冷積、吐瀉、煩

渴、氣短、神困、多睡、不食。宜健脾胃，消積。先

止吐瀉。

	◎ 圖十二	去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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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反裏彎向中指—主感寒熱邪氣、頭目昏

重、心神驚悸、倦怠、四肢梢冷、小便赤色、咳嗽、

吐逆。宜發汗逐驚，退心火。推脾摩肺。

	◎ 圖十三	弓反裏彎向中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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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反外彎向大指—主痰熱、心神恍惚、作

熱、夾驚夾食、風癇。凡紋向內者吉，向外者凶。

	◎ 圖十四	弓反外彎向大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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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形─主風熱、發痰、作搐。

	◎ 圖十五	槍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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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形─主心肝熱極生風、驚悸、頓悶、困

倦不食、痰盛發搐。又曰：懸針，主瀉痢。

	◎ 圖十六	針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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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骨形—主驚痰發熱，甚則痰盛發搐，或

不食。乃肝盛克脾，宜逐驚。或吐痰、下痰，再補脾

制脾。

	◎ 圖十七	魚骨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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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刺—初關主驚，氣關主疳，命關主虛，

難治。

	◎ 圖十八	魚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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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字形—主驚風、食積、煩躁、頓悶、少

食、夜啼、痰盛、口噤、搐搦。此脾虛積滯，木克土也。

又曰：水字，肺疾也，謂驚風入肺也。

	◎ 圖十九	水字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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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字—初關主肝驚，二關主急驚，三關主

慢驚脾風。

	◎ 圖二十	乙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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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蟲—肝病甚也。

	◎ 圖二十一	曲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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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環—腎有毒也。

「 」曲向裏—主氣疳。

「 」曲向外—主風疳。

「 」斜向右—主傷寒。

「 」斜向左—主傷風。

	◎ 圖二十二	如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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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脈—主傷寒。

	◎ 圖二十三	勾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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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蟲—主傷冷。

	◎ 圖二十四	長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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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虬文—心蟲動也。

	◎ 圖二十五	虬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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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關射指—向裏為射指。主驚風，痰熱聚

於胸膈，乃脾肺損傷，痰邪乘聚。宜清脾肺，化痰涎。

	◎ 圖二十六	透關射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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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關射甲—向外為射甲。主驚風惡症，受

驚傳於經絡。風熱發生，十死一生。

	◎ 圖二十七	透關射甲圖

青白紫筋，上無名指三關難治，上中指三關易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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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訣

三關出汗行經絡，發汗行氣此為先；

倒推大腸到虎口，止瀉止痢斷根源。

脾土曲補直為推，飲食不進此為魁；

瘧痢、疲羸並水瀉，心胸痞痛也能祛。

掐肺一節與離經，推離往乾中間輕；

冒風咳嗽並吐逆，此經神效抵千金。

腎水一紋是後溪，推下為補上清之；

小便秘澀清之妙，腎虛便補為經奇。

六筋專治脾肺熱，遍身潮熱大便結；

人事昏沉總可推，去病渾如湯潑雪。

總筋、天河水除熱，口中熱氣並拉舌；

心經積熱火眼攻，推之方知真妙訣。

四橫紋和上下氣，吼氣、腹疼皆可止；

五經紋動臟腑氣，八卦開胸化痰最。

陰陽能除寒與熱，二便不通並水瀉；

人事昏沉痢疾攻，救人要訣須當竭。

天門、虎口、揉斗肘，生血順氣皆妙手；

一掐五指爪節時，有風被嚇宜須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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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心能生腎水，腎水虛少須用意；

板門專治氣促攻，扇門發熱汗宣通。

一窩風能除肚痛，陽池專一止頭疼；

精寧穴能治氣吼，小腸諸病快如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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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治病訣

水底撈月最為良，止熱、清心此是強；

飛經走氣能通氣，赤鳳搖頭助氣長。

黃蜂出洞最為熱，陰症白痢並水瀉；

發汗不出後用之，頓教孔竅皆通泄。

按弦走搓摩，動氣化痰多。

二龍戲珠法，溫和可用他。

鳳凰單展翅，虛浮熱能除；

猿猴摘果勢，化痰能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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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訣

三關凡做此法，先掐心經，點勞宮

男推上三關，退寒加暖，屬熱；女反此，退下為

熱也。

六腑凡做此法，先掐心經，點勞宮

男退下六腑，退熱加涼，屬涼；女反此，推上為

涼也。

黃蜂出洞

大熱。做法：先掐心經，次掐勞宮；先開三關，

後以左右二大指從陰陽處起，一撮一上，至關中離、

坎上掐穴。發汗用之。

水底撈月

大寒。做法：先清天河水，後五指皆跪，中指向

前跪，四指隨後，右運勞宮，以涼氣呵之。退熱可用。

若先取天河水至勞宮，左運呵暖氣，主發汗。亦

屬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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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單展翅

溫熱。用右手大指掐總筋，四指翻在大指下，大

指又起又翻，如此做至關中，五指取穴掐之。

打馬過河

溫涼。右運勞宮畢，屈指向上，彈內關、陽池、

間使、天河邊，生涼。退熱用之。

飛經走氣

先運五經，後五指開張一滾，做關中用手打拍。

乃運氣行氣也，治氣可用。

又以一手推心經，至橫紋住，以一手揉氣關。通

竅也。

按弦搓摩

先運八卦，後用指搓病人手，關上一搓，關中一

搓，關下一搓，拿病人手，輕輕慢慢而搖。化痰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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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門入虎口

用右手大指掐兒虎口，中指掐住天門，食指掐住

總位，以左手五指聚住揉斗肘，輕輕慢慢而搖。生氣

順氣也。

又法：自乾宮經坎、艮入虎口按之。清脾。

猿猴摘果

以兩手攝兒螺螄上皮，摘之。消食可用。

赤鳳搖頭

以兩手捉兒頭而搖之，其處在耳前少上。治驚也。

二龍戲珠

以兩手攝兒兩耳輪戲之，治驚。眼向左吊則右重，

右吊則左重；如初受驚，眼不吊，兩邊輕重如一；如

眼上則下重，下則上重。

丹鳳搖尾

以一手掐勞宮，以一手掐心經，搖之。治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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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蜂入洞

屈兒小指，揉兒勞宮。去風寒也。

鳳凰鼓翅

掐精寧、威靈二穴，前後搖擺之。治黃腫也。

孤雁遊飛

以大指自脾土外邊推去，經三關、六腑、天門、

勞宮邊，還止脾土。亦治黃腫也。

運水入土

以一手從腎經推去，經兌、乾、坎、艮，至脾土

按之。脾土太旺，水火不能既濟用之，蓋治脾土虛弱。

運土入水

照前法反回是也。腎水頻數無統用之。又治小便

赤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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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漢扳繒

以一指掐大指根骨，一手掐脾經搖之。治痞塊也。

斗肘走氣

以一手托兒斗肘運轉，男左女右，一手捉兒手搖

動。治痞。

運勞宮

屈中指運兒勞宮也。右運涼，左運汗。

運八卦

以大指運之，男左女右。開胸化痰。

運五經

以大指往來搓五經紋。能動臟腑之氣。

推四橫

以大指往來推四橫紋。能和上下之氣。氣喘、腹

痛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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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陰陽

屈兒拳於手背上，四指節從中往兩下分之。分利

氣血。

和陰陽

從兩下合之。理氣血用之。

天河水

推者，自下而上也。按住間使，退天河水也。

掐後溪

推上為清，推下為補。小便赤澀宜清，腎經虛弱

宜補。

掐龜尾

掐龜尾並揉臍，治兒水瀉、烏痧、膨脹、臍風、

月家、盤腸等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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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臍法

掐斗肘畢，又以左大指按兒臍下丹田不動，以右

大指周遭搓摩之，一往一來。

掐斗肘下筋、曲池上總筋，治急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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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二十八	斗肘圖

男左手，女右手。



六
八

保
嬰
神
術

止吐瀉法

橫門刮至中指一節，掐之，主吐；中指一節內推

上，止吐。

板門推向橫門，掐，止瀉；橫門推向板門，掐，

止吐。

提手背四指內頂橫紋，主吐；還上，主止吐。

手背刮至中指一節處，主瀉；中指外一節掐，

止瀉。

如被水驚，板門大冷；如被風驚，板門大熱。

如被驚嚇，又熱又跳，先扯五指，要辨冷熱。

如瀉黃尿，熱；泄清尿，冷。推外脾補虛止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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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筋 1

手六筋，從大指邊，向裏數也。

第一赤筋：乃浮陽，屬火，以應心與小腸。

主霍亂。外通舌，反則燥熱。卻向乾位掐之，則

陽自然即散也。又於橫門下本筋掐之。下五筋仿此。

第二青筋：乃純陽，屬木，以應肝與膽。

主溫和。外通兩目，反則赤澀多涙。卻向坎位掐

之，則兩目自然明矣。

第三總筋：位居中，屬土，總五行，以應脾與胃。

主溫暖。外通四大板門，反則主腸鳴、霍亂、吐

瀉、痢症。卻在中界掐之，四肢舒暢矣。

第四赤淡黃筋：居中分界，火土兼備，以應三焦。

主半寒半熱。外通四大板門，周流一身；反則主

壅塞之症。卻向中宮掐之，則元氣流通，除其壅塞之

患矣。

第五白筋：乃濁陰，屬金，以應肺與大腸。

1 “六筋”，原本脫此二字。據原目錄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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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微涼。外通兩鼻孔，反則胸膈脹滿、腦昏、生

痰。卻在界後掐之。

第六黑筋：乃重濁純陰，以應腎與膀胱。

主冷氣。外通兩耳，反則主尪羸、昏沉。卻在坎

位掐之。

內熱外寒，掐浮筋止。

作冷，掐陽筋即出汗。

諸驚風，掐總筋可治 1。

作寒，掐心筋即轉熱。

作熱，掐陰筋即轉涼。

內寒外熱，掐腎筋止。

1 “治”，光緒本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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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二十九	六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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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面圖

脾土赤色，主食熱。青色主食寒。

大腸經赤紅色，主瀉痢。青色主膨脹。

小腸經赤色，主小便不通。青色主氣結。

心經赤紅色，主傷寒。青色主多痘。

三焦經青紅色，主上焦火動，一寒一熱。紫色主

中焦火動發熱，青色主下焦動陰也。

肺經筋見，多嗽。主痰熱。

肝經赤紅色，主傷食。青紫色主痞塊。

腎經筋見，主小便澀。赤輕青重。

命門青紅色，主元氣虛。青黑色主驚。

五指梢頭冷，主驚。中指熱，傷寒。中指冷，主

麻痘疹。

掌中五色屬五臟。

諸經脈俱隱不見，是伏於掌心，當以燈照之，則

可辨症候，宜發汗表出。

亦有掌心關上下有筋者，無定形定色，臨推驗

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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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足訣凡掐男，左手右足；女，右手左足

大敦穴：治鷹爪驚，本穴掐之就揉。

解溪穴：治內吊驚，往後仰，本穴掐之就揉一名

“鞋帶穴”。

中廉穴：治驚來急，掐之就揉。

湧泉穴：治吐瀉，男左轉揉之，止吐；右轉揉之，

止瀉。女反之。

仆參穴：治腳掣跳、口咬；左轉揉之補 1吐，右轉

補瀉。又驚又瀉又吐，掐此穴及腳中指，效。

承山穴：治氣吼、發熱，掐之又揉。

委中穴：治望前撲，掐之。

1 “補”，光緒本同。按文義當作“止”。下一“補”字同。



七
四

保
嬰
神
術

	◎ 圖三十	腳穴圖

男左腳，女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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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小兒諸驚推揉等法

第一蛇絲驚：因飲食無度，勞鬱傷神。拉舌、四

肢冷；口含母乳，一噴一道青煙；肚上起青筋、氣急。

心經有熱。推天河水二百，退六腑、運八卦各一百，

推三關、運水入土、運五經、水底撈月各五十。用火

於胸前煆四燋；於小便頭上輕掐一爪，用蛇蛻四足纏

之，便好。

第二馬蹄驚：因食葷毒，熱於脾胃，四肢亂舞是

也。因風受熱。推三關、肺經、脾土各一百，運八卦

五十，運五經七十，推天河水三百，水底撈月、飛經

走氣各二十，掐天心穴及總、心二筋，煆手心、肩膊

上、臍下、喉下各一壯。其氣不進不退，浮筋掐之。

第三水瀉驚：因生冷過度，乳食所傷，臟腑大寒。

肚響、身軟、唇白、眼翻。推三關一百，分陰陽、

推太陽各二百，黃蜂入洞十二，將手心揉臍及龜尾各

五十，男左女右手，後煆頰車各一壯，更推摩背、心

演、總筋、腳上。

第四潮熱驚：因失飢傷飽，飲食不納，脾胃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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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煩熱、遍身熱、氣吼 1、口渴、手足常掣、眼紅。

推三關一十，推肺經二百，推脾土、運八卦、分陰陽

各一百， 二扇門二十。要汗後，再加退六腑、水底撈

月各二十。

第五烏痧驚：因生冷太過，或迎風食物，血變成

痧，遍身烏黑是也。青筋過臉、肚腹膨脹、唇黑。

五臟寒。推三關、脾土各二百，運八卦一百， 四橫紋

五十，黃蜂出洞二十， 二扇門、分陰陽各三十，將手

心揉臍五十，主吐瀉；肚上起青筋，於青筋縫上煆七

壯，背上亦煆之，青筋紋頭上一壯。又將黃土一碗研

末，和醋一鍾，銚內炒過，袱包，在遍身拭摩，從頭往

下推，引烏痧入腳，用針刺破。將火四心煆之。

第六老鴉驚：因吃乳食受嚇，心經有熱，大叫一

聲即死是也。推三關三十，清天河水、補脾土、運八

卦各一百，清腎水五十，天門入虎口，揉斗肘，煆顖

門、口角上下、肩膊、掌心、腳跟、眉心、心演、鼻

1 “吼”，原本作“孔”。據光緒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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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各一壯。若醒，氣急掐百勞穴，吐乳掐手足心，或

腳來手來，用散麻纏之。將老鴉蒜曬乾為末，用車前

草擂水調，在兒心窩貼之；或令兒服之。

第七鯽魚驚：因寒受驚，風痰結壅。乳氣不絕、

口吐白沫、四肢擺、眼翻。即肺經有病。推三關、肺

經各一百，推天河五十，按弦搓摩、運五經各三十，

掐五指節三次，煆虎口、顖門上、口角上下各四壯，

心演、臍下各一壯。小兒半歲，用撈魚網，溫水洗魚

涎與吞。一二歲者，用鯽魚為末，燒灰乳調，或酒調，

吞下。

第八肚膨驚：因食傷脾土，夜間飲食太過，胃不

克化。氣吼 1、肚起青筋膨脹、眼翻白。五臟寒。推三

關一百，推肺經一十，推脾土二百，運八卦、分陰陽

各五十，將手揉臍五十，按弦搓摩、精寧穴一十，青

筋縫上煆四壯。如瀉，龜尾骨上一壯。若吐，心窩上

下四壯。腳軟，鬼眼穴一壯。手軟，曲池側拐各一壯。

1 “吼”，原本作“孔”。據光緒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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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軟，天心、臍上下各一壯。若不開口，心窩一壯。

第九夜啼驚：因吃甜辣之物，耗散榮衛。臨啼

四肢掣跳、哭不出，即是被嚇，心經有熱。推 1三關

二十，清天河二百，退六腑一百，分陰陽、清腎水、

水底撈月各五十。

第十宿痧驚：到晚昏沉，不知人事，口眼歪斜、

手足掣跳。寒熱不均。推三關、退六腑、補脾土各

五十，掐五手指、分陰陽各一十，按弦搓摩。

第十一急驚：因食生冷，積毒以傷胃，肺中有風，

痰裹心經心絡之間。手捏拳、四肢掣跳、口眼歪斜、

一驚便死是也。推三關、脾土、運五經、猿猴摘果各

二十，推肺經、運八卦、推四橫紋各五十，掐五手指

節三次，煆鼻樑、眉心、心演、總筋、鞋帶，以生薑、

熱油拭之。或在腕上陰陽掐之。

第十二慢驚：因乳食之間，受其驚搐，脾經有痰。

咬牙，口眼歪斜，眼閉，四肢掣跳，心間迷悶。即是脾

1 “推”，原本此字上衍“一”字。光緒本同。據文義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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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虧敗，久瘧被嚇。推三關一百，補脾土、推肺經各

二百，運八卦五十，掐手五指節、赤鳳搖頭各二十，

天門入虎口、揉斗肘一十，運五經三十。若人事不省，

於總筋心穴掐之。或鼻大小，於手青筋上掐之。若心

間迷悶，掐住眉心，良久便好；兩太陽、心演，用潮

粉、熱油拭之；煆心窩上下三壯，手足心各四壯。其

氣不進不出，煆兩掌心、肩膊上、喉下各一壯。

第十三臍風驚：因産下剪臍，入風毒於臍內。

口吐白沫、四肢掣動、手撚拳、眼偏左右，此症三朝

一七便發，兩眼角起黃丹、夜啼。口內喉演有白泡，

針挑破出血，即愈。推三關、肺經各十下，煆顖門、

繞臍各四壯，喉下、心中各一壯。

第十四彎弓驚：因飲食或冷或熱，傷于脾胃，冷

痰壅於肺經。四肢向後仰，哭聲不出。推三關、補腎

水、運八卦各一百，赤鳳搖頭、推四橫紋、分陰陽各

二十，推脾土二百。腳往後伸，煆膝上下四壯，青筋

縫上七壯，喉下二壯。手往後挽，將內關掐之。

第十五天吊驚：因母在風處，乳食所傷，風痰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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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胃口。頭望後仰，腳往後伸，手望後撐。肺經有熱。

推三關、補腎水各五十，推脾土、分陰陽各一百，推

肺經二百，飛經走氣一十，煆總筋、鞋帶、喉下各一

壯，繞臍四壯，大陵穴掐一下，總筋掐三下；若眼翻

不下，煆顖門四壯，兩眉二壯，耳珠下掐之，又總筋穴

往下掐摳之。仍用雨傘一柄撐起，將鵝一隻，吊在傘

下，紮鵝嘴，取涎水與兒吃之，便好。

第十六內吊驚：因當風而臥，風雨而眠，風痰太

盛。哭聲不止，遍身戰動，臉青黃，眼向前內掣。脾

經受病，其心不下是也。推三關、腎水各五十，推肺

經、脾土、分陰陽各一百，運土入水二百，按弦搓摩

五十；用竹瀝，小兒吞之。手縮，用細茶、飛鹽各二

錢，研為末，皂角末五分，黃蠟二錢，酒、醋各半小

鍾，銚內化成餅，貼心窩；一時去藥筋倒，用膠棗三

枚，杏仁三十個，銀磨水為餅，貼手足心即安。

第十七胎驚：因母得孕，食葷毒，受勞鬱。兒落

地，或軟或硬，口不開，如啞形。即是在母腹中中胎毒

也。推三關三十，分陰陽一百，退六腑五十，飛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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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運五經、天門入虎口，揉斗肘各二十，掐五指頭。

不惺，煆繞臍四壯；若惺，口不開，用母乳將兒後心

窩揉之。若肚起青筋，煆青筋縫上七壯，喉下三壯。

第十八月家驚：因母當風而臥，或因多眠，或兒

月內受風，痰壅心口。落地眼紅、撮口、手捏拳、頭

偏左右、哭不出聲、肚起青筋，半月即發，肚腹氣急。

母食煎炒過多所致。推三關、肺經各一百，運八卦、

推四橫紋各五十，雙龍擺尾二十，掐中指頭、勞宮、

板門。若不效，煆青筋縫上、胸前各七壯，繞臍四壯，

百勞穴二壯，即安。

第十九盤腸驚：因乳食生冷葷物，傷於臟腑。肚

腹冷痛、乳食不進、人事軟弱、肚起青筋、眼黃、

手軟。六腑有寒。推三關、脾土、大腸、肺、腎經各

一百，運土入水五十，揉臍，火煆。

第二十鎖心驚：因食生冷過度，耗傷榮衛。鼻如

鮮血，口紅，眼白，四肢軟弱，好食生冷。皆因火盛。

推三關二十，清心經三百，退六腑、分陰陽、清腎水

各一百，運八卦、水底撈月、飛經走氣各五十，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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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鷹爪驚：因乳食受驚，夜眠受嚇。兩手

亂抓、撚拳不開，仰上啼號，身寒戰，手爪望下來，口

望上來。是肺經有熱，心經有風。推三關二十，清天

河水二百，推肺經、清腎水各一百，打馬過河、二龍

戲珠各一十，天門入虎口，揉斗肘，將手足二彎掐之，

煆頂心、手心各一壯，太陽、心演、眉心俱煆，將潮

粉圍臍一周，大敦穴揉或火煆。

第二十二嘔逆驚：因夜睡多寒，多食生冷。胃寒。

腹脹，四肢冷，肚疼響，眼翻白，吐乳，嘔逆。推三 

關、肺經各一百，推四橫紋五十，鳳凰展翅一十，心

窩、中脘各煆七壯。

第二十三撒手驚：因乳食不和，冷熱不均，有傷

臟腑。先寒後熱，足一掣一跳，咬牙，眼翻白，兩手一

撒一死是也。推三關、脾土各一百，運土入水、運八

卦、赤鳳搖頭各五十；將兩手相合，橫紋側掐之。若

不惺，大指頭掐之。上下氣閉，二扇門、人中穴掐之。

鼻氣不進不出、吼氣寒熱，承山穴掐之。若瀉，隨症

治之。先掐承山、眉心，後煆總筋、兩手背上各二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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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擔手驚：因濕氣多眠，或食毒物，乃傷

脾土。眼黃、口黑、人事昏迷、掐不知痛、雙手往後、

一擔而死是也。於太陰，太陽掐之，推三關、脾土、

肺經、分陰陽各一百，黃蜂入洞一十，飛經走氣、天

門入虎口，揉斗肘各二十，煆眉心、顖門各四壯，心

窩七壯，曲池一壯。

第二十五看地驚：因乳食受驚，或夜眠受嚇，或

飲食冷熱。兩眼看地、一驚便死、口歪、手撚拳、

頭垂不起是也。推三關三十，天河水二百，赤鳳搖頭

一十，推脾土八十 1，按弦搓摩，煆繞臍、顖門各四壯，

喉下二壯；用皂角燒灰為末，入童便及尿堿，用火焙

乾，將顖門貼之，即惺。

第二十六丫凳驚：兩手如丫凳坐樣。推三關

一百， 二扇門、飛經走氣各一十，分陰陽、運八卦各

五十，煆曲池、虎口各四壯。若子時起可救，只宜溫

拭之。煆大口紋，即安。

1 “十”，原本作“下”。光緒本同。據文義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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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坐地驚：如坐地樣。推三關、揉委中、

揉臍、鞋帶各一百， 二扇門一十，用桃皮、生薑、飛

鹽、香油、散韶粉和拭，即安。兩膝、兩關、龜尾用

火煆之。

第二十八軟腳驚：軟腳向後亂舞。揉臍，煆螺螄

骨上側縫各二壯，繞臍四壯，喉下三壯。

第二十九，直手驚：雙手一撤便死、直手垂下。

先推眉心，用火煆四壯；推三關，運曲池各五十，揉

一窩風一百；後煆總筋、手背上各四壯。

第三十迷魂驚：昏沉不知人事、不識四方。推

三關、運八卦、推肺經、清天河水各一百，補脾土

五百，鳳凰展翅一十，掐天心、眉心、人中、頰車，

後煆心演、總筋、鞋帶各一壯。

第三十一兩手驚：兩手丫向前。先將兩手掐之，

後煆心演、總筋、顖門，即愈。

第三十二肚痛驚：哭聲不止、手抱腹、身展轉。

推三關、補脾土、二扇門、黃蜂入洞、推大腸經、揉

臍、揉龜尾各一百。次月便發，肚腹氣急，臍中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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炷香，即愈；不愈，繞臍四壯。

補遺

孩兒驚：手足縮住，先笑後哭，眼光，筋紅白難

治，紫黃不妨。於太陰、太陽穴掐之。用黃麻一束，

燒灰，吹鼻中；不惺，中指掐之。

臍風驚：將太陰、太陽掐之。太陽日起而紅，釅

醋一鐘，韶粉煉之，紅脈各處治之。太陰日起而紅，

將龜尾骨煆之，天心穴一壯。吐則橫門掐之，瀉則中

指掐之。初一為太陽日，初二為太陰日，餘仿此。用

黃麻燒灰，吹鼻中，掐中指。

水驚：眼翻白睛、眼角起黃丹者，將韶粉、飛鹽，

清油煎乾，五心揉之；眼角、天心、太陽、太陰掐摳

三五次，即愈。

肚脹驚：夜啼、肚上起青筋、肚脹如膨。將生薑、

韶粉、桃皮、飛鹽，和同拭眉梁心；煆眉心、太陽、

顖門各四壯，喉下一壯，心中三壯，繞臍四壯。

凡看驚、掐筋之法，看在何穴，先將主病穴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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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三遍，後將諸穴俱做三遍，掐揉之。每日掐三四次，

其病即退。

諸穴治法

中指頭一節內紋掐之，止瀉。掐二次就揉。

陽溪穴，往下推拂，治兒瀉。女反之。

大陵穴後五分，為總筋穴，治天吊驚往下掐摳，

看地驚往上掐摳。女子同。

板門穴，往外推之，退熱，除百病；往內推之，治

四肢掣跳。用醫之手大拇指，名曰：“龍入虎口”。用

手撚小兒小指，名曰：“蒼龍擺尾”。

驚，揉大腳趾，掐中腳趾爪甲少許。



八
七

保
嬰
神
術

病症死生歌

手足皆符脾胃氣，眼精卻與腎通神；

兩耳均勻牽得勻，要知上下理分明；

孩兒立惺方無事，中指將來掌內尋。

悠悠青氣人依舊，口關眼光命難當；

口眼歪斜人易救，四肢無應不須忙。

天心一點掣膀胱，膀胱氣餒痛難當；

丹田斯若絕腎氣，閉澀其童命不長。

天河水遍 1清水好，眼下休交黑白沖；

掌內如寒難救兆， 四肢麻冷定人亡。

陰硬、氣冷決昏沉，紫上筋紋指上尋；

陰硬、氣粗或大小，眼黃、指冷要調停。

腎經肝、膽、腎相連，寒暑交加作楚煎；

臍輪上下全憑火，眼翻、手掣霎時安。

口中氣出熱難當，嚇得旁人歎可傷；

筋過橫紋人易救，若居坎、離定人亡。

吐瀉皆因筋上轉，橫門、四、板火來提；

1 “遍”，光緒本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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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穴上分高下，再把螺螄骨上煨。

鼻連肺經不知多，驚死孩兒臉上過；

火盛傷經心上刺，牙黃、口白命門疴。

口嗌、心拽並氣喘，故知死兆采人緣；

鼻水、口黑、筋無脈，命在南柯大夢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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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三關

凡小兒三關青，四足驚；三關赤，水驚；三關黑，

人驚。有此通度三關候脈，是急驚之症，必死。餘症

可知。

風關青如魚刺易治，是初驚，色黑難治。氣關青

如魚刺，主疳勞，身熱易治，用八寶丹，每服加柴胡、

黃芩；色黑難治。命關青如魚刺，主虛，風邪附脾，

用紫金錠，每服加白术、茯苓；色黑難治。

風關青黑色如懸針，乃水驚，易治。氣關如懸針，

主疳，兼肺臟積熱，用保命丹，每服加燈心、竹葉。

命關有此是死症。

風關如水字，主膈上有痰，並虛積停滯，宜下。

氣關如水字，主驚風入肺，咳嗽、面赤，用體前丹。

命關如水字，主驚風、疳症、極力驚，用蘆薈丸。通

過三關，黑色不治。

風關如乙字，主肝驚風。氣關如乙字，主急驚風。

命關如乙字，主慢驚脾風。青黑難治。風關如曲蟲，

主疳病、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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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童雜症

潮熱方：不拘口內生瘡，五心煩熱，將吳茱萸八

分，燈心一束，和水搗爛成一餅，貼在男左女右腳心

裏，裹住。退藥後，推三關十下。

一、虛瘧：補脾土四百，推三關、運八卦、推腎

經、肺經、清天河水各三百。

二、食瘧：推三關、運八卦各一百，清天河水

二百，推脾土三百，肺經四百。

三、痰瘧：推肺經四百，推三關、運八卦、補脾

土、清天河水各二百。

四、邪瘧：推肺經四百，推三關、六腑各三百，

運八卦、補脾土、清天河水各二百，各隨症加減。五

臟四指，六腑一截二指。

五、痢赤白相兼：寒熱不調，感成此疾。用薑汁、

車前草汁，略推三關，退六腑，清天河水，水底撈月，

分陰陽。

六、禁口痢：運八卦，開胸陰陽，揉臍為之。推

三關、退六腑、大腸經各一百，清天河水四十，推脾

土五十，水底撈月一十，鳳凰展翅。瀉，用蒜推；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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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土，用薑推。

七、頭疼：推三關、分陰陽、補脾土、揉大腸經

各一百，煆七壯；揉陰池一百。不止，掐陽池。

八、肚痛：推三關、分陰陽、推脾土各一百，揉

臍五十。腹脹，推大腸；不止，掐承山穴。

九、濕瀉不響：退六腑、揉臍及龜尾各二百，分

陰陽、推脾土各一百，水底撈月三十。

十、冷瀉響：推三關二百，分陰陽一百，推脾土

五十，黃蜂入洞、揉臍及龜尾各三百，天門入虎口、

揉斗肘各三十。

十一、治口內走馬疳：牙上有白泡。退六腑、分

陰陽各一百，水底撈月、清天河水各三十，鳳凰展翅。

先推，後用黃連、五倍子煎水，雞毛口中洗。

小兒眼光、指冷：將醋一鍾，皂角一片，燒灰為

末，貼心窩。若吐即去藥，用綠豆七粒，水浸研細，和

尿碱為餅，貼顖門。

小兒四肢冷：將明礬錢半，炒鹽三錢，黃蠟二錢，

貼臍上。若氣急，取竹瀝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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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遍身熱不退：用明礬一錢，鶏清調勻，塗四

心即退。若不退，用桃仁七個，酒半鍾，擂爛，貼在鬼

眼便好 1。

小兒肚脹作渴、眼光：用生薑，蔥白一根，酒半

鐘，擂爛吞下，則眼不光。又將雄黃不拘多少，燒熱

放在臍上，揉之即安。腳麻，用散麻煎水，四心揉之。

小兒膀胱氣：將黃土一塊，皂角七個，焙為末，

用醋和黃土炒過，為餅，貼尾閭。好。

小兒遍身腫：用胡椒、糯米、綠豆各七粒，黃土

七錢，醋一鐘，通炒過，袱包，遍身拭之，即消。

小兒不開口：將朱砂一錢研末，吹入鼻中即安 2。

小兒咳嗽：掐中指第一節三下；若眼垂，掐四心。

小兒身跳：推腎筋後，四心揉之。

小兒喉中氣響：掐大指第二節。

1 “貼在鬼眼便好”，光緒本此六字下有“鬼眼，在膝踝下陷中”八字注文。
2 “吹入鼻中即安”，光緒本此六字下有“一錢太多，疑是一分”八字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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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 1脈歌

小兒有病須憑脈，一指三關定其息；

浮洪風盛數多驚，虛冷沉遲實有積。

小兒一歲至三歲，呼吸須將八至看；

九至不安十至困，短長大小有邪干。

小兒脈緊是風癇，沉脈須知 2氣化難；

腹痛緊弦牢實秘，沉而數者骨中寒。

小兒脈大多風熱，沉重原因乳食結；

弦長多是膽肝風，緊數驚風四指掣；

浮洪胃口似火燒，沉緊腹中痛不竭；

虛濡有氣更兼驚，脈亂多痢大便血；

前大後小童脈順，前小後大必氣咽；

四至洪來苦 3煩滿，沉細腹中痛切切；

滑主露濕冷所傷，弦長客忤分明說；

五至夜深浮大晝，六至夜細浮晝別；

息數中和八九至，此是仙人留妙訣。

1 “診”，原本作“膾”。據光緒本改。
2 “知”，原本作“至”。據光緒本改。
3 “苦”，原本作“若”。據光緒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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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病歌

要知虎口氣紋脈，倒指看紋分五色；

黃紅安樂五臟和，紅紫依稀有損益；

紫青傷食、氣虛煩，青色之時症候逆。

忽然純黑在其間，好手醫人心膽寒；

若也直上到風關，遲速短長分兩端；

如槍衡射驚風至，分作枝葉有數般；

弓反裏順外為逆，順逆交連病已難；

叉頭長短尤可救，如此醫工仔細看。

男兒兩歲號為“嬰”，三歲四歲“幼”為名；

五六次第年少長，七齠八齡朝論文；

九歲為童十稚子，百病關格辨其因。

十一癇疾方癲風，疳病還同勞病攻；

痞癖定為沉積候，退他潮熱不相同；

初看掌心中有熱，便知身體熱相從；

肚熱、身冷傷食定，腳冷、額熱是感風；

額冷、腳熱驚所得，瘡疹發時耳後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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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有積宜與搨 1，傷寒二種解為先；

食瀉之時宜有積，冷瀉須用與溫脾；

小兒宜與澀臟腑，先將帶傷散與之。

孩兒無事忽大叫，不是驚風是天吊；

大叫氣促長聲粗，誤食熱毒悶心竅；

急後肚下卻和脾，若將驚癇真堪笑。

痢疾努氣眉頭皺，不努不皺腸有風；

冷熱不調分赤白，脫肛因毒熱相攻；

十二種痢何為惡？禁口、刮腸大不同。

孩兒不病不可下，冷熱自汗兼自下；

神困、顖陷、四肢冷，乾嘔、氣虛神卻怕；

吐蟲、面白、毛焦枯，疳氣潮熱食不化；

鼻塞、咳嗽及虛痰，脈細、腸鳴、煩躁訝；

若還有疾宜速通，下了之時心上脫。

1 “搨”，原本作“塌”。據光緒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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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兒食熱下無妨，面赤青紅氣壯強；

脈弦紅色肚正熱，痄腮、喉痛、尿如湯；

屎硬、腹脹、脅肋滿，四肢浮腫、夜啼長；

遍身生瘡、肚隱痛，下之必愈是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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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症治法

胎寒

孩兒百日胎寒後，足屈難伸、兩手拳；

口冷、腹脹、身戰慄，晝啼不已、夜嗷煎。

胎熱

三朝旬外月餘兒，目閉、胞浮症可 1推；

常作呻吟火燥起，此為胎熱定無疑。

臍風

風邪早受入臍時，七日之間驗吉凶；

若見肚臍口中臭 2，惡聲、口氣是為凶。

臍突

孩兒生下旬餘日，臍突先浮非大疾；

穢水停中自所因，徐徐用藥令消釋。

1 “可”，原本作“百”。據光緒本改。
2 “臭”，原本作“色”。據光緒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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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啼

夜啼四症驚為一，無淚見燈心熱煩；

面瑩夾青臍下寒，睡中頓哭是神干。

急驚

面紅卒中渾身熱，唇黑、牙關、氣如絕；

目翻、搐搦、喉有痰，此是急驚容易決。

急驚

急驚之後傳如瘧，外感風邪為氣虛；

略表氣和脾與胃，然後寒熱得消除。

慢驚

陰盛陽虛病已深，吐瀉後睡揚 睛；

神昏、按緩、涎流甚，此症分明是慢驚。

搐症

搐症須分急慢驚，赤由氣鬱致昏沉；

良醫亦治宜寬氣，氣下之時搐自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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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風

諸風夾熱引皮膚，凝結難為預頓除；

頰腫須防喉舌內，要除風熱外宜塗。

傷積

頭疼、身熱、腹微脹，足冷、神昏、只愛眠；

因食所傷脾氣弱，不宜遲緩表為先。

吐瀉

脾虛胃弱病源根，食穀水和運化行；

清濁邪干成吐瀉，久傳虛弱便生風。

傷寒

傷寒之候有多般，一概相推便救難；

兩目見紅時噴嚏，氣粗、身熱是傷寒。

傷風

傷風發熱頭應痛，兩頰微紅鼻涕多；

汗出遍身兼咳嗽，此傷風症易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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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食

鼻涕、頭疼、時吐逆，面紅面白變不一；

此因夾食又傷寒，發表有功方下積。

夾驚

身微有熱生煩躁，睡不安兮神不清；

此是傷風感寒症，亦宜先表次寧心。

赤白

小兒之痢細尋推，不獨成之積所為；

冷熱數般雖各異，寬腸調胃在明醫。

五痢

痢成五色豈堪聞，日久傳來神氣昏；

頭痛、肚疼苦為最，便知小兒命難存。

五疳

五疳之臟五般看，治法推詳事不難；

若見面黃、肌肉瘦，齒焦、髮落即為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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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馬疳

走馬疳似傷寒毒，面色光浮、氣喘胸；

若見牙焦、腮有血，馬疳如此是真形。

脫肛

肛門脫露久難收，再成風傷是可憂；

沉自先傳脾胃得，更詳冷熱易為瘳。

諸疝

諸疝原來各有名，蓋因傷熱氣侵成；

始分芍藥烏梅散，勻氣金鈴與五靈。

咳嗽

咳嗽雖然分冷熱，連風因肺感風寒；

眼浮、痰盛、喉中響，戲水多因汗未乾。

齁䶎

小兒齁䶎為聲啼，吃以酸鹹又亂之；

或自肺風傷水濕，風冷熱聚為良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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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痛

大凡腹痛初非一，不獨癥瘕與痃癖；

分條析類症多般，看此語中最詳悉。

口瘡

心脾胃熱蒸於上，舌與牙根肉腐傷；

口臭承漿分兩處，有瘡雖易治四方。

目症

生下餘旬目見紅，蓋因腹受熱兼風；

涼肝心藥最為妙，疝氣、痘瘡宜別攻。

重舌

孩兒受胎諸邪熱，熱壅三焦作重舌；

或成鵝口症堪憂，用藥更須針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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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氏經脈辨色歌

小兒須看三關脈，風氣命中審端的；

青紅紫黑及黃紋，屈曲開了似針直。

三關通青四足驚，水驚赤色誰能明？

人驚黑色紫瀉痢，色黃定是被雷驚。

或青紅紋只一綫，娘食傷脾驚熱見；

左右三條風肺痰，此時傷寒咳嗽變。

火紅主瀉黑相兼，痢疾之色亦如然；

若是亂紋多轉變，沉疴難起促天年。

赤似流珠主膈熱，三焦不和心煩結；

吐瀉、腸鳴、自利下，六和湯中真口訣。

環珠、長珠兩樣形，脾胃虛弱心脹膨；

積滯不化肚腹痛，消食化氣藥堪行。

來蛇、去蛇形又別，冷積、臟寒、神困極；

必須養胃倍香砂，加減臨時見藥力。

弓反裏形紋外形，感寒邪熱少精神；

小便赤色夾驚風，癇症相似在人明。

槍形、魚刺、水字紋，風痰發搐熱如焚；

按：此與《仙授訣》
不同，再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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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升麻連殼散，次服柴胡大小並。

針形、穿關射指甲，一樣熱驚非齁呷；

防風通聖、涼膈同，次第調之休亂雜。

醫者能明此一篇，小兒症候無難然；

口傳心授到家地，遇地收功即近仙。

此訣即徐氏《水鏡訣》之意，陳氏敷演之，取其便

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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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虛實二症歌

實症

兩腮紅赤、便堅秘，小便黃色赤不止；

上氣喘急、脈息多，當行冷藥方可治。

虛症

面光白色、糞多青，腹虛脹大、嘔吐頻；

眼珠青色、微沉細，此為冷痰熱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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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歌

心驚在印堂，心積額兩廣；

心冷太陽位，心熱面頰裝。

肝驚起髮際，脾積唇焦黃。

脾冷眉中嶽，脾熱大腸侵。

肺驚髮際形，肺積髮際當；

肺冷人中見，肺熱面腮旁。

腎驚耳前穴，腎積眼胞廂；

腎冷額上熱，腎熱赤蒼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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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書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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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醫
藥
學
院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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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的
整
理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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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研
究
成
果
，
項
目
以
傳
承
中
醫
藥
文
化
為
目
的
，
整
理
並
出
版
小

兒
推
拿
專
業
古
籍
，
為
兒
科
和
推
拿
科
中
醫
師
提
供
專
業
及
全
面

的
參
考
。

	《
保
嬰
神
術
》
見
於
明
代
楊
繼
洲
的
《
針
灸
大
成
》
卷
十
，
標
題
下
有

《
按
摩
經
》
三
字
注
明
出
處
。
《
針
灸
大
成
》
卷
首
靳
賢
《
針
道
源
流
》

中
稱
：
「《
小
兒
按
摩
經
》，
四
明
陳
氏
著
集
。
」
是
靳
賢
抄
錄
了
四

明
陳
氏
《
小
兒
按
摩
經
》
的
主
要
內
容
，
而
以
《
保
嬰
神
術
》
爲
名
，

收
載
於
《
針
灸
大
成
》
中
。
《
針
灸
大
成
》
所
載
錄
的
《
保
嬰
神
術
》

中
對
小
兒
推
拿
手
法
操
作
、
所
治
病
症
等
敘
述
頗
詳
。
除
此
之
外
，

還
對
小
兒
常
用
的
察
面
色
、
辨
三
關
等
診
斷
方
法
，
以
及
小
兒
調

養
和
針
灸
宜
忌
等
諸
多
方
面
，
進
行
了
深
入
的
闡
述
。
其
中
的
豐

富
內
容
至
今
對
兒
科
臨
床
仍
有
着
重
要
參
考
價
值
。

壹

【
明
】
陳
氏 

著
集

保
嬰
神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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