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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你的手》

前言

　　中医理论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与整体是辩证统一的，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当人体局部发生疾患时.往往在人体的其他部位有所反应。　　而手诊，在我国很早就有所记述。一个
人的健康状况，在手上会呈现出种种形态。　　《丹溪心法·能合脉色可以万全》记载：“有诸于内
，必形于外”“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其病矣”。《灵柩·经脉篇》记载：“胃中寒，手鱼之
络多青矣；胃中有热，鱼际络赤；其鱼黑者，留久痹也⋯⋯”　　其实，手诊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
上也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著有《亚里士多德手相术》，该书对后世产生了极其
深远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的著作《皮肤纹理学与疾病》也详细记述了掌纹与疾病的关系
。　　人们一直在探询手与疾病的联系，到底能从手上看出什么呢？　　本书将提供给读者相关信息
。　　本书以现代“全息”理论和中医手部望诊原理为基础，从“手诊探源”“望手诊疾”“触手知
疾”“以手疗疾”“护手防病”五个方面，介绍手诊常识，告诉读者，怎样通过对手的观察判断健康
、预测疾病、早期诊断、家庭手部治疗，为你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本书语言活泼，深入浅出
，融科学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简单明了而又简便易学，是手部诊断和局部治疗相结合的实用读本。　
　全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资料，在此不能一一注明，谨向原作者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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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你的手》

内容概要

《透视你的手:手诊测健康》以现代“全息”理论和中医手部望诊原理为基础，从“手诊探源”“望手
诊病”“触手知疾”“以手疗疾”“护手防病”五个方面，全方位介绍手诊常识，告诉读者怎样通过
对手的观察判断健康，预测疾病、早期诊断、家庭手部治疗，为你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透视你
的手:手诊测健康》语言活泼，深入浅出，融科学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简单明了而又易于学习，是手部
诊断和局部治疗的最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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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你的手》

书籍目录

第1章  手诊探源  一、手诊的概念及起源  二、手诊的科学基础    1．藏象理论    2．经络理论    3．生物
全息理论  三、手诊的意义第2章  望手诊病  一、望指掌    1．手掌(指)形态    2．指掌色泽    3．望五指
图(正常手指图)    4．望手态  二、望指甲    1．望指甲屯泽    2．望指甲形态    3．望指甲半月弧  三、望
小儿食指络脉    1．小儿食指络脉的显现与分布    2．望小儿食指络脉的方法    3．小儿正常食指络脉    4
．小儿食指络脉主病  四、九宫八卦法    1．乾宫    2．坎宫    3．艮宫    4．震宫    5．巽宫    6．离宫    7
．坤宫    8．兑宫    9．明堂第3章  触手知疾  一、第二掌骨侧诊病法    1．诊病原理    2．操作方法  二、
刮推中指掌骨诊病法    1．诊病原理    2．操作方法  三、推压无名指掌骨诊病法    1．诊病原理    2．操
作方法  四、手感诊病法    1．整体手感与疾病    2．局部手感与疾病第4章  以手疗疾  一、方法简介    1
．推拿法    2．艾灸法    3．点穴法    4．指针法    5．手浴法    6．握药法    7．第二掌骨侧点穴法  二、内
科疾病    1．感冒    2．咳嗽    3．胃痛    4．呕吐    5．腹痛    6．泄泻    7．便秘    8．腰痛    9．失眠    10．
眩晕    11．头痛  三、外科疾病    1．落枕    2．甲癣  四、妇科疾病    1．痛经    2．缺乳    3．产后身痛  
五、儿科疾病    1．惊风    2．食积    3．厌食    4．小儿腹泻    5．夜啼    6．遗尿  六、五官科疾病    1．
耳鸣、耳聋    2．鼻炎    3．牙痛    4．近视第5章  护手防病  一、手的护理    1．手的常规护理    2．手部
常见的问题及日常护理    3．手的专业护理  二、手部的保健    1．手部保健操    2．生活中的手部保健小
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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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你的手》

章节摘录

　　一、手诊的概念及起源　　望手诊病主要是通过观察手的气、色、形态的征象及变化，来判断性
格特征、健康状况及易患疾病的一种特殊诊断方法，是中医学颇具特色的传统诊法之一，由望、闻、
问、切四诊中的望诊演变而来。　　望手诊病作为中医望诊的一个分支，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在中医
学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据我国文字史料记载，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掌纹辨病的记载。在“马
王堆”出土的汉代锦书中记载了103种疾病，其中多数以望诊作为主要的诊查手段，同时也涉及了许多
手部望诊的内容。两千多年前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中就有大量的关于手诊的记载，如“掌中热者
，腑中热，掌中寒者，腑中寒”“胃中寒，手鱼之络多青矣；胃中有热，鱼际络赤；其鱼黑者，留久
痹也⋯⋯”等，这些源自实践基础上的精辟论断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到了唐代，王超的《仙人
水镜图诀》中提出小儿指纹脉络诊法，进一步丰富了手诊的内容。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中曾描述
“阳掌图，阴掌图”及清代《小儿推拿广义》中更是详细记述了通过手掌诊断、治疗疾病的方法，使
手诊的应用更加完善。近代，1987年福建林朗辉的《手纹与健康》是一部系统论述手纹医学的专著，
使手诊更趋于完善和客观化。　　此外，望手诊病在世界上也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影响。《圣经》中
记载“神在人的手上留下符号或印章，所有的人都可以从这符号来知道他们的职分。”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曾著有《亚里士多德手相术》，该书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美国
学者的著作《皮肤纹理学与疾病》详细记述了掌纹与疾病的关系，在世界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二、手诊的科学基础　　古人曰：“面相不如身相，身相不如骨相，骨相不如手相”。现代统计学也
表明，人体有80％左右的健康信息是可以直接从视觉中得到的，而手上又可以反映视觉信息的80％以
上。同时，现代医学认为，手掌皮肤比其他处皮肤有更为丰富的神经纤维网及各种神经末梢，疾病刺
激会通过神经系统传进大脑，再通过脊髓神经反映在手上。所以，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及遗传等因素自
然会在手掌上反映出来。如中风前预兆，可出现无名指麻木，向中指移动，或食指发麻等。脑出血后
，半身不遂之人，两手掌浮肿且冰凉，呈紫红色，双手掌纹路也很快变浅。　　1．藏象理论　　中
医认为，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藏”是指心、肝、脾、肺、肾五脏，广义的“藏”尚包括胆
、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等六腑。藏是指深藏于体内的内脏，“象”是指表现于外的征象，也
就是说内脏和体表（当然也包括手部）在生理上相关、病理上相连，通过体表的变化可以判断内脏的
病变。如《黄帝内经·灵枢本脏篇》指出“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说明古代的医学
家们早就发现了事物的表里之间存在着相应的联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脏和体表各部组
织存在着一定的相应关系，内脏的病变，可以反映在相应的体表组织上，当然从体表组织的异常变化
可以推断内脏的病变。　　脏腑和体表（包括手）之间的内外相因、信息传递主要是通过五脏配五色
的理论来实现的。中医的五色主病有两种含义：一是代表不同脏腑的病变，《灵枢．五色》中提出“
以五色命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二是五色代表不同性质的病症，“青黑
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因此，通过观察手指掌上的色泽变化，可探知体内脏腑的内部状况，具
体而言，它不仅可以判断哪个脏腑出现了问题，而且还可以说明病变的性质，即是寒是热等问题。此
点在后面的章节中有具体解释，此不赘述。　　2．经络理论　　俗语曰：“十指连心”，说明手部
与内脏存在着实质性联系，而这种联系是通过经络系统实现的。　　经络是经脉、络脉及其连属部分
的总称，它是人体沟通上下内外，联络脏腑、肢节，运行气血，抗御外邪，调节体内功能的一个密闭
的功能系统。经络理论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信息网络，人体内脏与体表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经络来实
现的。手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也是通过经络与全身相联系。　　手为四末（四末，中医术语，四指末
端的意思），是气血输注、交}[的地方，阴阳经脉的交汇，表里的沟通，经脉的聚集，五输的分布，
大都在四末。如《灵枢．海论》所说“夫十二经咏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意思是人体的十
二条经脉内与脏腑相连、外与四肢相维系。《灵枢·动输》中说“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大络也
”。因此，体内的异常信息可由经络、穴位，传递并反映到手掌的不同部位上来。所以，手能反映全
身的生理、病理信息。临床上有些疾病可以通过手部腧穴出现的压痛或知觉异常以及手掌表皮的气、
色、形态改变来反映，并根据手掌的异常部位来辨别疾病之所属脏腑，进行定位诊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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