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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重病”语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夏

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

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

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

收者少，冬至重病。 ”

[1]9

日人丹波元简以“前后文例”不

符为由，谓此“四字恐剩文”

[2]

。该“衍文说”经海内教材

采信，遂成定论。然经笔者循说索据，并未找到足够佐

证以支持丹波的推测，反发现大量“非衍文说”之依

据。 现试将拙论罗列于下，以就正诸海内高贤。

1

衍文之说证据欠凿

衍文一说，始自丹波。 日人丹波元简在其《素问

识》一书中说：“据前后文例，四字恐剩文。 ”

[2]

一个

“恐”字，道出了丹波氏对此亦存有疑虑，尚非定论。

晚清校勘家柯逢时亦踵其后。 综观《素问·四气调神

大论》，主要讲述了四季的气候特点、养生原则及违

时危害，其他三季均只论述到下一季节的发病情况

而止，唯独此节多论一季，从前后文例来看，似显不

符。 但从校勘学方面来讲，仅以比较前后文例判断

是否为衍文却稍显证据不足。

衍文系校勘用语，亦称“衍字”，系指因缮写疏忽

或刊刻错误而多出来的字或句子。 依据来源于版本

比勘，凡无版本依据者，大多不可妄下结论。 正如清

末孙德谦在《古书读法略例·衍文为要语例》中所说：

“近世考据家， 其读古书也……不必详考其意指如

何，而强书就我，盖无有不可通者。即使竟不可通，则

又胸驰臆断，不曰脱文，即曰衍文……归之衍文，则

又不妨我为删削，如此读书，岂不易哉？ ”

[3]

另外，严谨

的校勘遵循着“孤证不立”之说，为验证丹波氏的说

法， 笔者查阅了自明代至民国期间

10

种 《素问》版

本，包括：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武陵顾从德本、明嘉

靖赵康王朱厚煜居敬堂刻本、 清咸丰二年钱熙祚守

山阁校刻本、清光绪十年甲申京口文成堂刻本、

1924

年上海隆文书局石印本、民国锦章书局石印本、民国

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 日本宽永五年戊辰五村市兵

卫刻印马莳注本、 清光绪五年己卯善成堂刻印马莳

注本、 清光绪十六年庚寅浙江书局刻印张志聪注本

等善本。 “冬至重病”四字在上述版本中均赫然有载。

因此，仅以文例不符便将之归于衍文有待商榷。

2

历代医家无此解释

查阅海内注家之说，未见与丹波雷同者，反而见

一些医家从阴阳五行、五脏与季节的配属关系角度论

述此四字存在之道理。 唐·王冰注曰：“心象火， 王于

夏。 故行冬令则心气伤……冬水胜火，故重病于冬至

之时也。 ”

[1]10

明·吴崑亦附和曰：“冬至水胜，火为所克，

故冬至重病。 ”

[4]

此外，李中梓、张介宾皆踵其说

[5-6]

。 从

五行角度来看，心在五行属火，通应于夏，若夏季失于

养生之道，则心火受伤，冬季属水，水克火，故冬至之

时心火进一步损伤，发为重病。从阴阳角度来讲，夏季

日照时间长，气候炎热，阳气最盛。《内经》认为此时应

当顺应自然界之阳长特点，夜卧早起，使志无怒，使气

得泄。 这样才能妥善保护人身之阳气，反之则人体阳

气受损，不能抵御秋天肃杀之气，从而发为属阴性质

的虚寒性疾病，至冬无所封藏，疾病会进一步复发加

重。 正如清·高士宗云：“若逆之而不养其长，则伤心，

心伤则夏无以长， 故至秋有阴寒之痎疟而奉收者少。

秋无以收，冬何以藏？故冬至重病。”

[7]

从以上注家的解

释可以看出，“冬至重病” 在中医理论中具有一定内

涵。 证之《内经》其他篇章，五脏应时的思想亦散见于

中。在《素问·藏气法时论》中就有类似论述：“病在心，

愈在长夏，长夏不愈，甚于冬。 冬不死，持于春，起于

夏。 ”

[1]143

说明心病具有冬季加重，持续于春，夏季好转

之特点。

3

“冬至重病”临床有据

结合临床资料，心病之发生确有明显的季节集中

摘 要 “冬至重病”出自《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通过搜集查阅不同《素问》版本，梳理历代诸家之论，结合现代临床

资料所见，从校勘学、历代注家之说、临床资料、具体含义四方面探讨了丹波元简提出的“衍文”之说，最终并未找到足够

佐证以支持丹波的推测，反发现大量“非衍文说”之依据。 说明“冬至重病”具有其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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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以冬春季居多。 处于北方的北京市丰台区

2008

—

2012

年心脏病死亡资料统计显示： 冬季心脏

病死亡人数最高，共

2492

例，而夏季最低，共

1776

例

[8]

。

同样处于北方的辽宁省，有报道显示老年心脏血管疾

病发病的高峰时段在冬季

12

月至

1

月左右波动

[9]

。处

于中部的湖南省对高血压病人各证型季节分布规律

的调查也有类似发现，高血压病发病高峰在冬春两季

前后波动

[10]

。 而处于南方的广州市，有统计资料显示

冬春季节亦是急性心肌梗死发病的高峰期

[11]

。 现代实

验研究也表明，人体内的褪黑素能够通过调节血脂代

谢、降血压等有效保护心血管系统，而血清中褪黑素

的含量也存在季节差异，表现为春低夏高，秋高冬低

的特点

[12]

。 通过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在我国大部分地

区，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生均存在季节规律性，这与

《内经》“冬至重病”所传达的思想不谋而合。

4

“冬至重病”含义新说

4.1

“冬至”当指冬至节 关于“冬至重病”之“冬

至”二字解释，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当作“至冬”，

即指整个冬天，清·姚止庵曰：“冬至，非指冬至节，

犹言至冬必病重也。 ”

[13]

另一种认为当指冬至节。 笔

者梳爬《内经》全本，发现除本篇外，“冬至”二字在

《内经》中共出现

7

次，无一例外地表示节气。 如《素

问·脉要精微论》 曰：“是故冬至四十五日， 阳气微

上，阴气微下。 ”《灵枢·九宫八风》曰：“太一常以冬

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 ”《灵枢·九针论》曰：

“腰尻下窍应冬至，其日壬子。 ”《灵枢·岁露论》曰：

“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 ”因此，以《内经》的行文特

点来看，“冬至”当指具体的一天，即冬至节。

众所周知，冬至之日，北半球日照时间最短，太

阳在这一天直射南回归线， 古人自春秋时期便已测

得冬至日期，他们理解冬至为：阴极之至，阳气始生。

说明这一天是自然界阴气盛极而衰，一阳始生之时。

因此冬至在中国古代被当作一个重要节日来庆祝。

而心在人身为阳中之太阳，心之温运血脉，充沛神明

的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全赖人体阳气健旺，因此冬至

一阳初生， 对心之生理病理有着重要意义。 冬至之

后，自然界阳长阴消，此时人体阳气若不能及时相应

升发，则心病易于发作。结合前文所述心血管疾病的

发病规律集中在冬春季来看， 冬至作为阴阳转折的

一个重要节点，对心病的发生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

现代研究也发现， 心血管疾病的发作与自然环境变

化密切相关，有数据表明，冠心病发病与日平均气温

呈负相关，与日平均气压呈正相关

[14]

。 冬至之后，我

国各地区平均气压逐渐下降，平均气温逐渐上升，若

人体自我调节不能适应外界环境变化， 阳气不得回

复，则疾病由生，而用阳之心首当其冲。

4.2

“重病”具有双音义 “重”为多音字，既可读作

严重的重，也可读作重复的重。 “重病”的含义亦包

含两方面，一是指患病的程度严重，二是指疾病易

于复发。 而心病恰恰具备上述两种特点。 现代疾病

包括冠心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等都属于中医心病

的范畴，这些疾病不仅致残率、致死率高，且易于复

发。 以

2007

年为例，脑血管疾病占城市人口死亡原

因的

18.04%

，心脏病占到

16.29%

，合计占城市总死

亡人口的

34.33%

[15]

。 心病发病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易于复发也是心病一大特点， 以脑血管病为例，刘

欣等

[16]

对临床

405

例脑梗死患者进行观察，发现属

于复发性脑梗死者为

93

例，占

23%

，说明脑梗死复

发率较高。 综上，“重病”二字无论从严重程度还是

复发率方面，都描述出了中医心病的特征。

5

结语

“冬至重病”既体现了中医运用五行生克规律

辨证五脏病变的整体思维，也反映出心的生理特性

及心病的季节性发展规律，对于临床治疗及预防心

系疾病具有指导意义。 其存在具有理论价值及临床

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仅凭其与前后文例不符为

由，便当作衍文删去，似显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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