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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精醫訊的編輯出版，是一項光榮的傳統，交到了我們的手上，已傳承了二十年，我

們也勢必要讓他延續下去。在新制課程的重擔下，感謝所有組員仍熱心參與採訪、

打字及校稿等工作。當然，系學會其他部門的協助及後中每一份子的支持，都是促成研精

醫訊順利出刊的助力。

時移至此，台灣的中醫面臨了較大變局，政府制度、醫病關係及同業競爭壓力等方面

都面臨了愈見緊繃的狀態，校內的課程、考試、訓練的制度，也隨之愈趨緊湊。但是，不

論如何，研精醫訊仍在大家最初發心的地方，持續補捉智慧與感動。

鴻鈞

《主編的話》

仲
景在《傷寒卒病論》原序中說：“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嘆

其才秀也。”研精醫訊延續了過往學長姐交棒下來的傳統，從歷屆的內容中，可以看

出學長姐們積極參與的熱情及團結的心。在繁忙的課業中，我和鴻鈞毅然接下了主編的工

作。從學期初的努力企劃內容，到採訪、邀稿及出刊作業，無不希望這本精美的小刊物，

讓大家讀起來，也能如同仲景讀到越人入虢之診時一樣的讚嘆，並能發現其中的巧思。

在86期的內容中，今年適逢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第一屆招生，我們特地專訪了義

大的學士後中醫系主任，也是我們中國醫藥大學的師長及優秀系友─蔡金川教授，為兩校

今後的交流開創契機。

「失眠」是臨床上常碰到的問題，根據統計，台灣成人每四個人就有一個有過失眠的

經驗，我們特別感謝高醫吳宏乾教授，為我們分享了針灸的最新臨床研究─“乾坤線”治療

失眠；此外「經方」的學習於應用，也是同學特別感興趣的焦點，因此我們特別邀請了對

經方臨床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南京中醫藥大學黃煌教授，分享他在這方面的經驗。黃教授

曾於2003年蒞臨本校並接受「研精醫訊」的專訪。今年很榮幸能再次邀請到黃教授將他多

年來淬煉的心得，以深入淺出的文筆引領大家進入經方學習的堂奧。另外也感謝黃宏庭學

長，在準備繁忙的國考之餘，提供了他對於「茹」的本草文獻的研究。本次的學術專文，

相信不論是在學的學生或臨床醫師，讀了之後一定會獲益良多。本期也摘錄了李建祥老師

的特別演講─談「儒醫」，一方面講述「儒醫」這名稱的由來，也談醫師該具有的人文素

養及醫療專業，兩著都是一個成熟醫者不可或缺的元素。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說「理想的書籍是智慧的鑰匙」。感謝參與研精醫訊撰文以

及受訪的師長、學長姐及同學，將他們的思想及經驗用言語或文字作無私的分享，也感謝

研精醫訊編輯小組及所有參與的同仁們的幫忙。希望每一次的出刊，都能使您在思路上有

新的啟迪，在智慧上有新的啟發。

俞增

《主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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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
入
中
醫
之
門
的
緣
由

教
授
：我

成
長
在
岡
山
靠
近
海
邊
的
地
方
，
家

中
原
本
就
從
事
中
醫
，
爺
爺
、
外
公
皆
是
中

醫
師
。
大
學
完
成
藥
學
系
學
業
後
，
原
本
認

為
做
藥
師
前
景
看
似
不
錯
，
但
後
來
發
現
也

沒
那
麼
好
了
。
以
前
藥
房
就
像
一
間
小
診

所
，
早
期
在
高
雄
有
一
間
藥
局
做
的
很
大
，

L
in

co
m

ycin
(

抗
生
素
的
一
種)

的
用
量
是
台

灣
最
大
的
，
公
司
還
招
待
他
們
全
家
去
日
本

旅
遊
，
可
是
到
我
們
畢
業
那
時
候
，
因
醫
師

法
通
過
的
關
係
，
從
事
藥
師
就
不
那
麼
看
好

了
。
原
本
我
預
計
畢
業
後
要
去
從
事
藥
廠
業

務
，
後
來
想
說
家
裡
有
中
醫
的
家
學
淵
源
，

又
沒
人
接
手
，
於
是
興
起
繼
承
家
業
的
想
法

而
去
念
中
醫
。
我
民
國7

0

年
左
右
畢
業
時
，

因
為
打
算
要
考
中
醫
，
正
好
我
哥
也
是
念
藥

學
於
旗
山
開
業
，
所
以
畢
業
後
就
先
在
他
的

藥
局
裡
面
幫
忙
，
一
方
面
準
備
考
試
。
當
初

會
走
入
中
醫
這
一
個
領
域
的
確
也
是
和
自
己

的
興
趣
相
符
合
，
另
外
也
是
因
為
這
是
我
爺

爺
他
們
留
下
來
的
家
業
。
現
在
我
們
家
族
在

梓
官
蚵
仔
寮
那
裡
還
有
一
間
中
藥
房
，
我
爺

爺
過
世
後
就
沒
人
接
手
中
醫
的
部
分
，
只
剩

藥
房
的
生
意
，
所
以
那
時
才
想
說
念
中
醫
來

繼
承
這
薪
火
。

當
時
中
國
醫
藥
學
大
學(

簡
稱
為
：
中
國

醫
大)

的
學
士
後
中
醫
系(
簡
稱
後
中
醫)

創
辦

時
每
屆
是
招
收
五
十
個
學
生
，
到
第
八
屆
才

改
成
招
收
一
百
個
。
一
開
始
招
生
時
知
道
的

人
並
不
多
，
再
加
上
颱
風
來
襲
的
關
係
影
響

考
試
到
考
率
，
那
時
前
兩
屆
沒
招
滿
，
第
三

屆
之
後
就
都
招
滿
了
。

同
學
：
黃
林
煌
主
委
以
前
來
系
上
演
講
時
曾

說
過
一
則
趣
事
，
他
說
他
那
一
屆
，

因
為
報
名
表
印
的
份
數
有
限
，
加

上
有
人
收
購
，
結
果
有
些
人
就
買
不

到
。

教
授
：早

期
是
有
補
習
班
去
收
購
，
學
校
方
面

沒
注
意
到
。
因
報
名
表
被
搜
購
一
空
，
結
果

報
名
的
人
就
不
足
。
大
多
是
某
一
間
補
習
班

報
名
了
，
使
得
另
一
間
補
習
班
無
法
報
名
。

同
學
：
所
以
原
來
是
真
有
這
件
事
？

教
授
：確

有
此
事
。
但
現
在
都
網
路
化
了
，
自

己
下
載
將
表
格
填
好
就
可
以
，
所
以
不
會
有

這
問
題
了
。
那
時
會
這
樣
是
補
習
班
互
相
之

間
的
競
爭
。
黃
林
煌
主
委
考
上
的
是
第
二

義
守
大
學
學
士
後
中
醫
系

     

蔡
金
川
主
任
專
訪

◎

訪
問\

林
俞
增 

整
稿\

陳
采
瑩
、
沈
偉
舜
、
周
維
貞
、
謝
秀
英 

校
稿\

林
俞
增   

審
稿\

蔡
金
川 

教
授

《
人
物
專
訪
》

學
經
歷
：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藥
學
系	

學
士

中
國
醫
大
學
士
後
中
醫
系	

學
士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天
然
藥
物
研
究
所	

碩
士

中
國
醫
大
中
國
醫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中
國
醫
大
學
士
後
中
醫
系	

教
授

現
任
：

義
大
醫
院
中
醫
部	

部
長

義
守
大
學
學
士
後
中
醫
系	

系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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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
，
但
他
考
上
那
年
沒
去
念
，
他
跟
我
們
第

三
屆
一
起
念
，
所
以
他
學
號
是
最
後
一
個
。

因
為
他
年
紀
最
小
，
所
以
我
們
都
叫
他
「
小

弟
」
，
班
導
也
都
叫
他
小
弟
。

本
身
因
為
有
中
醫
的
家
傳
，
當
初

在
學
習
上
遇
到
的
困
難
或
瓶
頸
是

否
較
少
？

教
授
：還

是
有
遇
到
瓶
頸
的
時
候
，
與
現
在
的

學
生
比
起
來
，
可
能
學
習
狀
況
會
漸
漸
好
多

了
。
學
校
的
部
分
像
中
國
醫
大
陳
榮
洲
、
陳

立
德
、
蘇
奕
彰
老
師
等
人
都
很
努
力
奉
獻

所
學
。
醫
院
的
部
分
，
長
庚
的
年
輕
醫
師
和

奇
美
的
許
堯
欽
醫
師
等
人
也
都
努
力
推
動
教

學
。
經
過
這
些
努
力
，
中
醫
的
教
育
及
學
習

環
境
漸
漸
有
比
較
好
，
相
較
於
我
求
學
時
期

大
有
進
步
。
我
們
同
學
當
時
見
習
、
實
習
大

部
分
的
選
擇
可
能
是
去
一
般
的
中
醫
診
所
，

選
擇
醫
院
的
很
少
，
這
樣
不
同
環
境
所
造
就

出
來
的
狀
況
有
很
大
的
差
別
。
所
以
正
規
教

育
跟
一
般
在
野
教
育
本
來
就
差
很
多
。
在
醫

院
，
教
育
學
分
都
有
嚴
格
要
求
，
必
須
於
規

定
的
時
限
之
內
一
定
要
完
成
這
些
學
程
跟
技

術
，
但
是
個
人
的
診
所
就
沒
有
這
些
要
求
。

所
以
現
在
教
育
和
以
前
是
差
很
多
的
，
像
是

現
在
有
臨
床
技
能
訓
練
，
以
前
都
沒
有
。
以

前
認
真
的
學
生
才
會
去
跟
診
、
拜
訪
名
師
。

那
時
候
幾
乎
沒
有
什
麼
中
醫
醫
院
，
高
雄
市

立
中
醫
醫
院(

簡
稱
高
市
中)

是
最
早
的
一
間
，

全
班
五
十
個
人
中
只
有
分
發
我
一
個
人
來
高

雄
市
跟
診
實
習
。
那
時
比
較
沒
制
度
，
而
現

在
實
習
制
度
都
很
正
規
化
，
畢
業
後
還
有

P
G

Y
( post graduate year

，
畢
業
後
一
般

醫
學
訓
練
計
畫)

，
相
較
過
去
現
在
環
境
差
很

多
了
。

同
學
：
教
授
當
年
學
習
遇
到
困
難
時
，
如
何

突
破
瓶
頸
？

教
授
：我

當
時
運
氣
還
蠻
好
的
，
第
二
屆
的
學

長
姊
中
有
一
位
吳
振
隆
，
另
一
位
黃
蘭
瑛
可

以
說
是
我
的
貴
人
，
後
者
曾
任
高
雄
的
理
事

長
，
現
在
是
高
屏
區
的
中
保
會
主
委
。
一
年

級
剛
進
去
就
讀
時
，
那
些
學
長
就
帶
我
們
去

認
識
老
師
，
認
識
當
時
的
高
市
中
院
長─

蘇

貫
中
老
師
，
蘇
院
長
告
訴
我
有
回
高
雄
就
去

高
市
中
跟
診
，
而
且
他
禮
拜
四
在
台
中
的
門

診
也
要
我
們
過
去
，
所
以
原
則
上
可
以
請
教

的
人
很
多
。
還
有
包
括
我
爺
爺
可
以
請
教
，

當
然
他
後
來
就
過
世
了
。
家
父
雖
然
沒
有
走

上
中
醫
專
業
，
但
是
由
於
他
曾
抄
書
，
因
此

對
中
醫
也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了
解
，
所
以
有
問

題
時
我
們
都
會
討
論
。
當
然
請
教
最
多
的
還

是
學
校
老
師
，
尤
其
是
蘇
貫
中
老
師
。

同
學
：
教
授
那
時
除
了
蘇
老
師
外
還
有
跟
過

哪
些
讓
你
印
象
比
較
深
刻
的
老
師
？

教
授
：我

跟
診
的
老
師
不
多
，
那
時
名
氣
最
大

的
可
說
是
馬
光
亞
教
授
，
想
跟
馬
教
授
診
的

人
相
當
多
，
其
中
又
以
中
醫
系
的
佔
多
數
，

我
那
時
實
在
很
難
再
安
插
進
去
，
加
上
那
時

我
已
經
結
婚
，
所
以
還
是
比
較
多
時
間
會
考

慮
回
到
南
部
的
家
裡
。
我
們
同
學
中
，
那
時

候
已
婚
的
較
多
。
也
有
很
多
人
在
外
面
都
已

經
工
作
過
，
有
的
都
已
經
做
到
經
理
了
再
回

來
求
學
。
早
期
幾
屆
的
學
生
都
是
先
在
外
面

打
滾
過
的
，
所
以
年
紀
都
比
較
大
。
現
在
學

生
的
年
齡
層
下
降
，
很
多
是
剛
退
伍
的
，
有

的
女
孩
子
剛
畢
業
沒
多
久
就
考
進
後
中
醫

了
。
所
以
，
那
時
已
結
婚
的
我
常
常
回
來
高

雄
，
中
部
那
邊
反
而
跟
診
的
情
況
不
多
，
因

此
我
跟
診
最
多
的
可
以
說
就
是
蘇
貫
中
蘇
老

師
。

同
學
：
教
授
當
初
怎
麼
結
識
師
母
的
？

教
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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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
，
那
是
很
早
以
前
的
事
情
了
！
我
在

就
讀
高
醫
藥
學
系
二
、
三
年
級
的
時
候
就
結

婚
了
，
其
實
後
中
醫
前
三
屆
已
婚
的
學
生
較

多
。
前
三
屆
包
括
第
四
屆
人
比
較
少
，
大
家

都
很
熟
，
內
聚
力
好
，
後
來
幾
屆
人
多
了
就

要
找
都
找
不
到
。

同
學
：
那
麼
婚
姻
前
期
都
是
師
母
在
支
持
？

教
授
：我

們
彼
此
互
相
照
顧
！
在
唸
書
辛
苦
時

大
家
感
情
都
很
好
，
還
把
孩
子
帶
在
身
邊
。

我
們
這
南
部
也
好
幾
個
同
屆
的
同
學
，
也
都

帶
著
妻
子
、
孩
子
一
起
上
台
中
。
早
期
念
中

醫
是
真
的
要
很
辛
苦
打
拼
。
現
在
結
婚
的
多

嗎
？

同
學
：
也
很
多
，
也
有
好
幾
個
同
學
進
來
讀

後
結
婚
的
。

教
授
：結

婚
是
滿
不
錯
的
，
會
比
較
有
安
定

感
。
早
期
很
多
同
學
都
有
家
庭
的
壓
力
，
很

辛
苦
，
回
家
後
還
要
做
筆
記
、
共
筆
。
共
筆

內
容
較
多
，
需
要
花
比
較
多
時
間
消
化
，
就

會
有
幾
個
比
較
好
的
同
學
一
起
作
筆
記
整
理

重
點
精
華
，
考
試
前
看
那
兩
三
張
筆
記
，
就

去
考
了
，
基
礎
醫
學
的
部
分
大
多
是
這
樣
靠

彼
此
做
共
筆
支
持
過
來
的(

笑)

。

義
大
醫
院
中
醫
部
以
及
義
守
大
學

學
士
後
中
醫
系
的
先
後
創
立
過
程

教
授
：那

時
醫
院
負
責
人
有
來
找
了
我
兩
次
，

談
到
義
大
醫
院
要
成
立
中
醫
科
，
義
守
大
學

也
要
成
立
中
醫
學
系
。
林
董
事
長
有
一
個
願

景
希
望
能
回
饋
鄉
里
，
並
且
認
為
醫
院
裡
有

了
現
代
醫
學
的
部
分
還
需
要
有
中
醫
才
完

整
，
所
以
邀
請
我
回
來
。
老
實
說
，
我
當
時

對
於
這
邊
情
況
不
是
很
清
楚
，
但
是
既
然
林

董
事
長
有
心
要
回
饋
，
我
就
義
不
容
辭
地
回

來
了
。當

時
義
守
大
學
裡
醫
學
相
關
的
學
群
有

八
個
學
系
，
如
護
理
、
職
治
、
放
射
、
醫
學

營
養
、
醫
院
管
理
等
等…

…

，
但
是
主
幹
科

系
也
就
是
所
謂
的
醫
、
牙
、
藥
學
系
還
沒
有

成
立
。
另
外
有
個
偏
理
工
科
的
生
物
醫
學
工

程
學
系
，
約
八
月
就
會
再
加
入
，
加
起
來
共

九
個
醫
學
相
關
科
系
。
而
後
，
八
月
份
又
成

立
學
士
後
中
醫
學
系
，
加
起
來
剛
好
有
十
個

學
系
在
分
部
這
邊
，
算
是
醫
學
群
，
學
士
後

中
醫
學
系
通
過
之
後
就
有
正
式
的
醫
學
院
。

義
守
大
學
積
極
申
請
成
立
醫
學
系
已
有
一
段

時
間
，
也
經
過
一
番
波
折
！
剛
開
始
申
請
醫

學
系
沒
有
通
過
，
被
評
論
沒
有
醫
院
怎
麼
成

立
醫
學
系
，
因
此
就
蓋
了
醫
院
；
現
在
有
了

醫
院
要
作
為
義
守
大
學
的
附
設
醫
院
，
但
是

教
育
部
又
認
為
沒
有
醫
學
系
怎
麼
做
附
設
醫

院
？
所
以
醫
院
才
轉
變
為
「
財
團
法
人
義
大

醫
院
」
，
義
守
大
學
與
義
大
醫
院
兩
者
是
沒

有
從
屬
關
係
的
。
那
時
邀
請
我
來
是
兩
者
合

聘
，
大
學
聘
為
生
物
科
技
系
專
任
教
授
，
醫

院
則
是
中
醫
科
的
主
任
，
現
在
變
成
中
醫
科

也
轉
變
為
中
醫
部
。

就
我
的
生
命
歷
程
來
說
，
從
讀
完
博
士

到
任
教
，
又
從
副
教
授
升
等
為
教
授
，
在
台

中
已
經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
也
在
當
地
置
產

了
，
加
上
也
有
門
診
，
林
林
總
總
可
以
說

是
穩
定
下
來
了
。
受
到
邀
請
時
，
認
為
一
動

不
如
一
靜
，
且
都
已
經
五
十
多
歲
，
又
要
換

老
闆…

…

，
各
種
考
量
下
，
原
本
決
定
不
來

了
，
但
因
林
董
事
長
回
饋
鄉
里
的
心
志
，
最

後
還
是
答
應
他
九
月
下
高
雄
，
之
後
就
慢
慢

經
營
學
校
及
醫
院
的
發
展
。

教
授
對
義
大
後
中
醫
系
的
成
立
，

有
沒
有
不
一
樣
的
想
法
或
期
許
？

跟
中
國
醫
大
有
什
麼
特
色
上
的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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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呢
？

教
授
：我

想
中
醫
是
一
種
很
不
錯
的
醫
學
，
當

然
這
需
要
很
多
人
才
進
入
到
這
個
領
域
，
才

能
夠
創
造
比
較
好
的
環
境
，
簡
言
之
，
就
是

很
需
要
人
。
但
人
數
多
寡
與
健
保
總
額
有
關

係
。
點
數
乘
以
量
有
一
個
總
數
是
固
定
的
，

所
以
在
量
的
控
管
是
很
重
要
的
，
諺
語
說
：

「
捏
會
怕
痛
，
放
會
怕
飛
」
，
所
以
中
醫

的
總
額
就
那
麼
有
限
很
難
再
讓
人
進
來
，
但

是
不
讓
人
進
來
，
一
旦
別
的
醫
事
團
體
向
你

吐
口
水
你
就
會
被
淹
沒
了
。
當
然
這
需
要
中

醫
這
領
域
的
人
自
己
去
思
考
如
何
去
營
造
更

好
的
環
境
。
義
大
的
後
中
學
系
我
們
申
請
了

兩
年
，
然
後
很
幸
運
地
通
過
了
。
那
時
申
請

的
還
有
中
山
、
慈
濟
，
每
個
學
校
的
理
念
都

不
太
一
樣
，
訴
求
也
都
不
同
。
教
育
部
給
了

我
們
一
些
建
議
，
總
而
言
之
，
就
是
我
們
必

需
要
有
存
在
的
價
值
才
能
成
立
。
如
果
和
中

國
、
長
庚
都
一
樣
的
話
，
那
就
不
需
要
設
新

的
學
系
，
直
接
增
班
就
好
了
。
義
守
大
學
是

一
間
完
整
的
綜
合
大
學
，
除
了
醫
學
的
部
分

還
稍
不
完
整
之
外
，
理
工
的
、
材
料
的
都
具

備
了
，
所
以
我
們
學
士
後
中
醫
學
系
，
除
了

核
心
的
醫
學
以
外
，
也
會
把
結
合
現
有
的
優

勢
，
看
看
之
後
有
什
麼
不
同
的
可
能
性
。
我

們
有
一
個
希
望
，
更
有
一
個
願
景
，
我
們
會

盡
力
去
發
展
。

另
外
關
於
國
外
學
歷
認
證
的
問
題
，
現

在
連
波
蘭
的
台
灣
生
都
可
以
接
受
他
們
考

試
，
可
想
而
知
的
是
大
陸
學
歷
的
問
題
，
頂

多
也
只
能
再
擋
幾
年
，
最
後
還
是
會
採
認

的
。
到
時
候
台
灣
自
己
的
人
要
夠
，
並
且
已

進
入
市
場
先
卡
好
，
所
以
我
們
成
立
了
。
中

醫
這
塊
園
地
最
好
是
遍
地
開
花
，
把
種
子
灑

出
去
，
但
是
量
和
質
之
間
的
掌
控
也
很
重

要
，
不
能
浮
濫
！
再
者
，
中
醫
一
直
採
取
守

勢
不
一
定
好
，
中
醫
人
數
必
須
要
增
加
，
且

相
關
醫
事
團
體
的
成
立
也
迫
在
眉
梢
。
最
近

吵
的
最
沸
沸
揚
揚
的
就
是
推
拿
師
的
問
題
，

之
前
我
在
台
中
縣
中
醫
師
公
會
有
寫
一
個
案

子
，
提
出
成
立
相
關
推
拿
技
術
學
系
，
公
會

的
理
監
事
會
也
有
說
明
，
並
提
案
給
全
聯

會
，
但
那
時
因
為
中
醫
總
額
施
行
沒
多
久
，

認
為
中
醫
的
餅
沒
那
麼
大
，
不
要
再
讓
人
進

來
瓜
分
，
想
起
來
當
初
若
有
做
成
，
現
在
這

問
題
或
許
就
不
會
這
麼
棘
手
。

同
學
：
所
以
公
會
裡
有
不
同
的
聲
音
？

教
授
：是

的
！
但
是
我
們
也
可
以
用
不
同
的
思

考
模
式
去
看
這
件
事
，
這
不
能
說
是
說
是
誰

對
誰
錯
。
那
時
我
們
在
台
中
縣
提
了
一
個
計

畫
：
「
針
灸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的
建
構
和
推

動
」
，
這
個
案
子
是
我
提
的
。
後
來
我
們

在
台
中
中
部
地
區
聯
合
整
合
資
源
醫
療
網

裡
提
出
這
個
計
畫
。
結
果
中
區
的
中
醫
同

好
十
分
認
同
，
原
本
我
只
提
給
台
中
縣
，
他

們
要
我
拿
回
改
成
中
部
四
縣
市
的
提
案
，
結

果
那
一
年
，
我
們
提
案
在
裡
面
排
行
第
一
。

那
時
在
整
合
醫
療
裡
大
多
是
西
醫
的
最
新
醫

療
資
訊
、
糖
尿
病
的
用
藥
衛
教
，
或
者
就
是

醫
檢
師
的
標
準
作
業
流
程
，
總
之
，
各
個
醫

師
團
體
都
可
以
去
提
。
那
時
主
持
的
是
中
國

醫
大
、
澄
清
和
台
中
縣
幾
個
醫
院
在
負
責
。

當
時
我
們
提
出
這
個
針
灸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他
們
非
常
肯
定
，
認
為
對
於
侵
入
性
的
醫
療

要
有
所
謂
的S

O
P

(S
ta

n
d

a
rd

 O
p

e
ra

tio
n 

P
ro

c
e

d
u

re

，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在
這
個

觀
念
影
響
之
下
：
中
醫
一
定
要
與
時
俱
進
，

和
時
代
一
起
進
步
！
那
時
剛
在
中
區
推
動
就

施
行
得
有
聲
有
色
，
中
醫
師
全
聯
會
長
想
說

我
們
那
裡
做
的
不
錯
，
想
進
一
步
把
這
計
畫

拿
到
全
國
去
實
施
。
他
去
跟
費
協
會
協
商
，

說
我
們
中
醫
要
來
做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協
商

的
籌
碼
第
一
點
就
是
要
站
在
民
眾
的
立
場
，

若
是
站
在
醫
生
的
立
場
去
和
他
談
判
，
是
沒

有
可
能
性
的
，
所
以
我
們
提
出
的
是
提
升

醫
療
品
質
來
做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醫
院
裡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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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麼
都
有
，
消
毒
有
消
毒
的
程
序
，
外
傷
也

有
固
定
的
程
序
，
燙
傷
有
燙
傷
處
理
的
作
業

程
序
。
如
此
作
業
程
序
設
計
的
好
，
施
行
習

慣
以
後
，
原
本
容
易
疏
忽
的
步
驟
就
不
會
再

疏
忽
，
而
且
標
準
化
以
後
，
對
民
眾
來
說
也

是
有
保
障
的
。
作
業
流
程
施
行
下
去
時
雖
然

起
初
會
增
加
院
方
額
外
的
成
本
，
那
時
我
們

所
做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一
個
多
十
元
。
費
協

會
認
為
中
醫
這
樣
做
很
好
，
所
以
願
意
再
增

加
經
費
。
林
昭
庚
教
授
遇
到
我
時
跟
我
說
：

「
你
這
個
不
簡
單
，
可
以
留
。
」
從
前
那
些

透
天
涼
、
燒
山
火
等
一
堆
複
式
手
法
，
古
代

沒
有
考
量
到
消
毒
是
沒
錯
，
但
是
我
們
得
做

一
個
制
度
出
來
。
全
國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的
推

動
時
，
我
為
召
集
人
，
因
每
個
都
多
十
元
，

大
家
也
都
在
意
願
上
很
配
合
，
包
括
消
毒
等

等
。
我
們
推
動
之
前
有
個
前
測
，
之
後
有
個

後
測
，
後
測
時
人
們
知
道
中
醫
會
做
消
毒
、

有
那
些
動
作
，
確
實
讓
民
眾
感
受
到
中
醫
還

不
錯
。
那
是
民
國
九
十
一
、
九
十
二
年
的
事

情
，
接
著
沒
多
久
就
發
生S

A
R

S

。
那
時
我

們
另
外
還
提
了
「
門
診
感
染
管
控
」
以
及

「
藥
劑
安
全
」
。
但
是
藥
劑
安
全
那
時
我
不

敢
全
部
投
入
，
我
知
道
這
需
要
慢
下
來
，
最

後
我
就
沒
有
介
入
。
因
為
我
思
考
到
藥
劑
安

全
做
到
最
後
會
增
加
我
們
同
業
的
成
本
。

「
藥
劑
安
全
」
提
案
走
下
去
一
定
會
牽

涉
到
藥
師
，
不
只
是
中
藥
師
，
推
動
到
最
後

便
會
促
成
醫
藥
分
業
。
但
是
這
是
時
代
的
進

步
，
我
們
可
以
預
見
這
是
一
條
必
走
上
的
道

路
。
但
是
我
還
是
以
中
醫
專
業
領
域
為
主
，

因
此
我
仍
先
專
注
於
中
醫
本
身
範
疇
的
部

分
，
像
是
針
灸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針
灸
安
全

性
等
等
。
至
於
藥
的
東
西
，
那
是
藥
師
的
事

情
，
我
們
知
道
藥
品
藥
劑
本
來
就
是
很
專
業

的
，
我
想
還
是
必
需
尊
重
藥
學
專
業
人
士
，

因
此
就
不
便
越
界
去
干
涉
了
。

回
來
再
談
談
義
守
大
學
的
後
中
醫
系
狀

況
吧
！
原
則
上
招
生
名
額
是
四
十
五
名
，
這

和
總
額
是
沒
有
關
係
的
，
雖
然
看
似
多
出

四
十
五
名
，
有
人
會
認
為
是
不
是
中
國
醫
大

會
減
少
幾
名
，
長
庚
那
邊
也
減
少
幾
名
，
其

實
這
些
名
額
和
那
些
都
沒
有
關
係
。
教
育
部

包
括
衛
生
署
的
考
量
，
是
認
為
特
考
到
民
國

一
百
年
就
會
結
束
，
那
這
塊
的
差
額
就
可
以

給
義
守
大
學
。
義
守
大
學
除
了
傳
統
這
個
核

心
的
中
醫
專
業
學
習
之
外
，
還
會
加
上
我
們

這
裡
有
的
生
物
科
技
、
醫
學
工
程
等
等
，
這

也
是
我
們
課
程
中
所
謂
必
修
的
特
色
課
程
，

必
要
時
，
在
我
們
這
集
團
裡
相
關
的
機
構
，

學
生
就
可
以
用
到
這
些
所
學
知
識
，
不
一
定

只
有
走
臨
床
醫
師
唯
一
之
途
。

以
往
中
醫
的
師
資
輸
出
來
源
，
只

有
中
國
醫
大
一
間
，
而
且
以
前
想

投
入
教
育
這
方
面
的
人
沒
有
那
麼

多
，
因
此
當
初
義
大
在
找
師
資
時

是
否
會
遇
到
一
些
困
難
，
或
者
是

面
臨
教
師
人
才
來
源
不
足
的
問

題
？

教
授
：我

想
這
是
目
前
台
灣
教
育
共
同
的
問

題
，
當
然
義
大
也
面
臨
這
個
困
境
，
而
其
實

中
國
醫
大
、
長
庚
也
都
面
臨
這
些
問
題
。
以

目
前
評
鑑
的
狀
況
來
看
，
因
為
長
庚
中
醫
系

沒
通
過
，
所
以
現
在
減
收
了
，
包
括
中
醫
研

究
所
，
或
者
是
生
藥
研
究
院
，
它
募
集
變
成

一
個
中
醫
系
並
系
所
就
合
一
，
沒
有
再
另
外

成
立
研
究
所
出
來
。
那
跟
中
國
中
醫
相
關

的
，
包
括
後
中
、
研
究
所
碩
士
班
、
博
士
班

很
多
也
沒
有
通
過
，
這
裡
面
最
主
要
牽
涉
的

就
是
師
資
。
其
實
我
們
可
以
略
微
算
一
下
，

把
中
國
醫
大
，
或
是
其
他
地
方
的
中
醫
師

搜
尋
一
下
，
再
聚
焦
搜
尋
中
醫
博
士
，
有
這

資
格
的
真
是
不
多
，
將
近
一
百
個
。
這
裡
面

有
多
少
人
在
中
國
醫
大
？
又
有
多
少
人
在
長

庚
？
有
三
十
個
嗎
？
老
實
說
，
多
數
中
醫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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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並
沒
有
投
入
到
教
育
領
域
來
，
為
什
麼
會

這
樣
子
呢
？
這
是
個
有
趣
的
問
題
。

同
學
：
待
遇
嗎
？

教
授
：這

其
實
是
牽
涉
到
很
多
的
問
題
。
有
很

多
人
想
回
到
中
國
醫
大
教
書
，
但
卻
沒
有
辦

法
。
當
然
你
剛
剛
所
談
的
待
遇
，
也
是
其
中

一
個
很
大
的
問
題
。
當
然
在
這
當
中
我
們
會

再
繼
續
的
去
努
力
，
把
那
些
有
碩
士
、
博

士
，
最
好
是P

h. D

這
些
人
才
拉
進
教
育
這
個

領
土
裡
。
若
不
這
樣
做
，
可
能
也
多
少
會
用

到
相
關
的
專
業
人
士
，
包
括
大
陸
或
其
他
地

區
的
中
醫
專
業
人
士
過
來
。
我
和
陳
榮
洲
老

師
談
過
，
陳
榮
洲
老
師
認
為
我
們
不
需
要
害

怕
，
也
不
要
急
躁
地
慢
慢
來
，
狗
急
跳
強
，

挖
角
大
陸
的
中
醫
專
業
人
士
也
不
見
得
好
，

我
們
就
按
部
就
班
一
步
一
步
來
，
還
是
要
自

己
栽
培
出
中
醫
專
業
的
師
資
。
我
們
非
常
期

待
約
兩
三
年
後
，
相
關
的
研
究
所
也
可
以
陸

續
設
立
。

同
學
：
目
前
中
醫
教
育
的
相
關
資
源
還
是
以

台
中
最
多
，
其
次
是
北
部
。
可
能
留

在
南
部
的
中
醫
師
會
想
要
有
那
種
進

修
的
機
會
，
如
果
他
們
想
再
繼
續
往

上
讀
的
話
。
也
不
可
能
全
部
往
台
中

跑
吧
？

教
授
：沒

錯
，
所
以
我
們
現
在
有
一
些
中
醫
師

也
有
博
士
學
位
，
但
非
中
醫
研
究
所
的
也
不

少
。
例
如
上
一
任
的
中
醫
藥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林
宜
信
，
他
是
讀
清
華
的
輻
射
生
物
研
究

所
，
他
也
不
是
讀
中
國
醫
大
，
這
樣
的
人
也

為
數
不
少
。
又
如
許
仁
豪
博
士
也
是
讀
高
醫

天
然
藥
物
研
究
，
博
士
也
非
在
中
國
醫
大
就

讀
。
因
為
中
國
醫
大
有
其
限
制
，
博
士
班
名

額
不
是
那
麼
的
多
，
所
以
有
一
些
想
進
修
的

也
沒
有
辦
法
，
結
果
就
使
很
多
人
跑
到
大
陸

去
，
像
是
明
天
、
後
天
廣
州
中
醫
藥
大
學
在

台
大
國
際
會
議
廳
將
成
立
一
個
所
謂
的
台
灣

校
友
會
，
這
些
人
也
有
很
多
是
對
中
醫
有
興

趣
跑
過
去
進
修
的
。

同
學
：
之
前
評
鑑
委
員
來
評
鑑
中
國
醫
大
後

中
學
系
的
時
候
，
有
提
到
一
點
問

題
：
老
師
本
身
寫
的
教
科
書
太
少

了
，
而
且
說
那
內
容
裡
面
沒
有
羅
列

最
新
的
研
究
成
果
，
這
樣
不
知
算
不

算
是
故
意
吹
毛
求
疵
？
評
鑑
委
員
以

後
也
可
能
以
這
一
點
去
要
求
其
它
學

校
。
因
此
關
於
教
科
書
的
編
寫
這
方

面
，
教
授
是
不
是
有
什
麼
看
法
？

教
授
：教

科
書
，
這
該
怎
麼
說
呢
？
我
想
也
是

需
要
寫
。
我
過
去
也
是
在
中
國
醫
大
受
中
醫

教
育
，
在
那
裡
所
學
到
的
觀
念
都
比
較
古

典
、
保
守
，
所
以
大
部
分
還
是
認
為
古
籍
是

很
重
要
的
，
包
括
那
些
典
籍
。
但
是
在
大
陸

上
面
，
他
們
就
都
會
推
陳
出
新
，
像
現
在
就

會
出
現
新
的
版
本
，
包
括
知
音
、
承
啟
版
等

等
。
這
其
實
是
很
理
所
當
然
的
，
現
在
持
續

寫
教
課
書
有
一
個
好
處
，
就
是
可
以
將
現
代

醫
學
的
相
關
部
分
加
進
去
，
這
個
很
好
也
很

值
得
投
入
，
不
過
這
個
方
向
有
時
候
也
不
是

那
麼
好
拿
捏
。

同
學
：
寫
教
科
書
我
覺
得
是
不
應
該
是
單
一

間
學
校
或
系
所
的
事
情
，
例
如
中
國

大
陸
的
教
科
書
往
往
是
跨
學
校
系
所

協
力
編
寫
。
其
他
科
系
不
同
學
校
間

的
共
用
聖
經
也
可
能
是
同
一
本
，
例

如
教
電
子
學
的
老
師
不
能
因
為
他
用

史
密
斯
電
子
學
，
教
內
科
學
的
老
師

用
哈
里
森
而
不
自
己
編
寫
教
科
書
而

苛
責
他
。
這
應
該
是
學
校
上
面
，
比

如
教
育
部
統
一
去
做
的
。

教
授
：這

樣
的
方
式
也
有
！
而
且
很
早
就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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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維
三
老
師
的
時
候
，
教
育
部
就
有
補
助

了
，
包
括
以
後
他
交
給
郭
盛
助
校
長
，
他
們

也
有
承
辦
。
郭
校
長
最
後
也
有
交
給
林
昭
庚

林
教
授
，
同
樣
有
在
編
寫
教
科
書
，
這
一
直

都
有
在
寫
。
現
在
比
較
好
的
我
想
可
以
算
是

針
灸
的
部
份
，
林
昭
庚
林
老
師
他
們
有
出
版

了
一
本
新
編
彩
圖
針
灸
學
。
當
時
吳
勝
賢
老

師
在
的
時
候
，
他
也
有
編
寫
一
個
關
於
傷
科

的
書
，
且
也
都
已
經
寫
好
了
，
不
過
最
後

沒
有
出
版
，
因
為
和
知
音
版
雷
同
太
多
。

所
以
這
要
怎
麼
說
呢
？
中
醫
的
發
展
已
經
很

長
久
一
段
時
間
，
核
心
的
主
要
概
念
差
不
多

就
那
些
，
所
以
似
乎
很
難
再
要
寫
出
什
麼
新

理
論
！
像
我
也
曾
經
編
寫
過
，
是
和
呂
明
進

老
師
以
及
吳
訓
旺
老
師
合
作
，
我
們
編
寫
的

是
溫
病
學
。
溫
病
學
裡
所
謂
冬
溫
、
春
溫
、

暑
溫
、
濕
溫
，
就
和
過
去
的
理
論
差
不
多
，

所
以
其
實
只
要
再
加
上
現
在
的
最
新
學
術
研

究
，
其
實
重
覆
到
過
去
的
理
論
也
是
無
可
厚

非
的
，
只
不
過
當
然
要
再
重
新
編
排
過
，
意

思
也
就
是
說
可
以
把
我
們
台
灣
這
裡
比
較
常

見
的
這
一
類
型
疾
病
，
把
臨
床
上
見
到
的
東

西
編
排
進
去
，
讓
以
後
的
學
生
能
夠
直
接
知

道
，
我
們
當
代
在
台
灣
，
哪
些
疾
病
或
證
型

該
如
何
運
用
，
可
以
作
理
論
與
實
踐
的
結

合
，
如
此
是
更
好
的
。

同
學
：
中
國
醫
大
的
後
中
目
前
是
西
醫
見
習

一
年
，
然
後
中
醫
實
習
一
年
。
那

麼
，
義
大
這
邊
的
規
劃
是
如
何
？

教
授
：我

們
這
邊
是
在
學
校
三
年
半
。
那
另
外

的
半
學
期
還
有
包
括
一
個
暑
假
是
西
醫
見

習
。
所
以
西
醫
見
習
的
部
分
我
們
只
比
中
國

醫
大
少
幾
週
。
中
醫
實
習
還
是
完
整
一
年
，

目
前
的
規
劃
是
這
樣
。

去
西
醫
見
習
的
時
候
，
需
不
需
要

多
加
強
哪
些
地
方
？

教
授
：西

醫
以
後
可
能
我
們
還
是
要
去
了
解
。

這
是
一
個
需
要
盡
量
去
認
識
的
部
分
，
如
此

一
來
我
們
才
能
在
適
當
的
時
候
與
西
醫
配

合
，
像
是
能
適
當
而
且
正
確
的
把
它
轉
介
到

西
醫
的
治
療
。
我
們
需
要
知
道
哪
些
部
分
的

治
療
是
我
們
是
可
以
掌
握
、
我
們
可
以
服
務

的
，
但
每
種
醫
學
都
有
不
同
的
優
勢
也
有
限

制
，
所
以
若
能
知
道
什
麼
處
理
是
對
病
人
最

好
，
應
該
要
能
靈
活
地
使
用
中
西
醫
治
療
，

在
需
要
轉
介
到
西
醫
時
，
就
要
能
轉
介
的
過

去
。
而
且
要
知
道
一
個
病
症
是
要
轉
介
到
那

裡
，
像
有
一
些
病
人
會
喘
也
會
過
敏
，
是
要

轉
介
到
小
兒
科
？
還
是
過
敏
免
疫
風
濕
科
？

這
些
治
療
相
關
方
式
或
怎
麼
處
理
，
我
們
是

需
要
了
解
一
下
。
過
去
我
們
去
西
醫
見
習
的

時
候
，
首
先
是
要
去
看
有
什
麼
是
中
醫
沒
有

辦
法
處
理
的
。
再
者
，
中
醫
和
西
醫
之
間
應

該
要
有
一
個
良
性
的
互
動
，
包
括
以
後
要
做

那
種
互
相
的
會
診
，
像
現
在
我
們
中
醫
的
患

者
也
很
多
會
與
西
醫
會
診
。
西
醫
某
一
些
科

我
們
中
醫
可
能
比
較
接
觸
不
到
或
用
不
到
，

但
是
當
我
們
去
西
醫
見
習
時
，
可
以
練
習
我

們
的
膽
識
跟
見
識
，
這
很
重
要
，
因
為
有
經

歷
過
就
不
會
害
怕
了
。

同
學
：
現
在
中
醫
部
跟
其
他
西
醫
的
科
別
，

合
作
也
是
蠻
密
切
的
。

教
授
：現

在
漸
漸
合
作
愈
來
愈
好
，
也
會
互
相

轉
介
參
照
，
不
過
目
前
義
大
醫
院
對
中
醫
不

是
很
了
解
，
因
此
對
中
醫
不
會
產
生
排
斥

感
。

同
學
：
目
前
會
診
中
醫
的
，
大
部
分
哪
一
科

會
比
較
多
？

教
授
：因

為
現
在
有
癌
症
優
質
門
診
，
所
以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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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
症
會
診
有
一
些
；
另
外C

V
A

腦
中
風
、
腸

胃
肝
膽
科
消
化
系
統
的
也
有
會
診
的
情
況
。

在
西
醫
門
診
方
面
，
很
多
也
都
會
轉
介
過

來
，
尤
其
像
是
癌
症
做
放
射
治
療
、
化
療
之

後
，
一
些
問
題
西
醫
也
沒
辦
法
了
，
就
會
轉

介
過
來
看
中
醫
。
現
在
目
前
全
聯
會
有
幾
個

計
畫
，
一
是
癌
症
的
會
診
，
另
外
一
個
就
是

腦
中
風
的
會
診
。
現
在
腦
中
風
的
會
診
，
也

有
部
分
開
放
到
門
診
，
另
外
也
有
氣
喘
的
部

分
。
所
以
醫
院
住
院
的
會
診
話
，
中
醫
可
以

涵
蓋
的
目
前
就
兩
個
計
畫
，
一
個
是
腦
中
風

計
畫
，
另
外
一
個
就
是
癌
症
計
畫
。
門
診
的

話
就
有
腦
性
麻
痺
門
診
計
畫
，
以
及
另
一
個

過
敏
氣
喘
的
門
診
計
畫
也
在
執
行
。

同
學
：
那
他
們
會
要
求
實
證
醫
學
方
面
的
佐

證
資
料
嗎
？

教
授
：會

！
他
們
都
會
，
全
聯
會
都
會
把
資
料

收
集
之
後
，
才
與
費
協
會
報
告
我
們
計
劃
做

得
怎
麼
樣
。

同
學
：
像
以
前
的
學
生
，
一
畢
業
考
到
執
照

有
的
可
能
直
接
去
診
所
服
務
，
可
是

可
能2

0
1

1

年
之
後
，
會
強
制
一
定
要

在
教
學
醫
院
待
兩
年
，
那
這
個
對
我

們
之
後
中
醫
師
在
社
會
上
的
整
體
形

象
，
會
有
所
提
升
與
否
？

教
授
：這

是
勢
在
必
行
的
，
而
且
兩
年
也
不
大

夠
，
就
我
認
為
起
碼
要
三
年
，
不
過
現
在
就

是
規
定
兩
年
，
兩
年
的
共
同
執
業
之
後
就
可

以
自
己
開
業
。
這
是
因
為
一
般
的
評
鑑
都
是

三
年
，
你
一
定
要
待
過
三
年
，
經
過
評
鑑
整

個
流
程
，
才
會
比
較
清
楚
什
麼
是
一
個
合
格

的
醫
師
。

同
學
：
因
為
有
的
人
可
能
會
考
量
到
畢
業
之

後
他
要
去
診
所
，
拿
的
錢
比
較
多
，

然
後
可
以
馬
上
養
家
活
口
。

教
授
：這

樣
的
考
量
確
實
也
有
他
的
顧
慮
，
但

卻
對
整
個
中
醫
沒
有
幫
忙
，
長
期
下
來
，
這

樣
的
做
法
是
不
好
的
。
在
醫
院
裡
面
的
學

習
，
包
括
病
人
的
安
全
、
隱
私
、
權
利
等

等
，
你
才
會
學
的
比
較
完
整
，
這
樣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這
個
概
念
，
一
定
要
在
醫
院
裡
面
才

能
夠
養
成
。
畢
業
之
後
就
到
診
所
執
業
，
就

完
全
沒
有
機
會
訓
練
到
。

同
學
：
來
就
診
的
病
人
有
些
回
去
之
後
就
看

一
次
或
一
兩
次
之
後
就
沒
有
再
回
診

了
，
那
教
授
會
再
去
追
蹤
他
們
的
療

效
嗎
？
因
為
他
沒
有
回
來
可
能
是
已

經
好
了
，
也
可
能
沒
有
好
。

教
授
：我

們
醫
院
就
有
這
個
制
度
，
醫
院
一
些

相
關
單
位
會
去
追
蹤
。

關
於
醫
療
糾
紛
的
這
一
方
面
，
我

們
在
執
業
的
過
程
中
有
沒
有
什
麼

訣
竅
去
避
免
醫
療
糾
紛
的
發
生
？

教
授
：醫

療
糾
紛
最
主
要
還
是
在
剛
開
始
的
時

候
，
一
個
議
題(issu

e
)

剛
出
來
的
時
候
就
要

馬
上
處
理
，
當
時
的
態
度
很
重
要
，
其
實
有

很
多
問
題
是
當
事
人
的
感
受
問
題
而
已
。
有

的
患
者
在
跟
我
們
論
述
時
，
我
們
或
許
沒
聽

見
或
看
似
給
予
不
夠
的
專
注
，
那
麼
患
者
不

舒
服
的
感
受
也
是
很
自
然
的
。
這
是
第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關
鍵
，
火
苗
剛
在
點
，
點
燃
的
時

候
就
要
處
理
掉
。
另
外
我
們
要
清
楚
自
己
能

做
到
的
部
分
，
也
有
看
過
針
灸
變
成
燙
傷
，

後
來
用
中
國
醫
大
的
藥
方
「
金
創
膏
」
強
加

使
用
，
結
果
沒
有
痊
癒
，
最
後
請
整
形
外
科

處
理
，
就
產
生
醫
療
糾
紛
的
，
這
樣
的
情
形

也
是
存
在
。
當
然
醫
療
糾
紛
個
人
的
跟
醫
院



86

12

裡
面
的
又
不
一
樣
，
差
別
很
大
，
公
會
都
會

處
理
，
最
主
要
的
關
鍵
仍
是
在
一
開
始
就
要

處
理
，
態
度
更
是
重
要
。
一
開
始
讓
病
人
覺

得
自
己
有
誠
意
解
決
就
比
較
沒
有
問
題
。
當

然
我
們
有
些
注
意
事
項
一
定
要
去
注
意
，
像

是
有
的
時
候
要
先
告
知
，
就
要
盡
到
告
知
的

權
利
，
然
後
這
也
不
見
得
告
知
了
就
沒
事
，

若
在
告
知
病
人
當
時
，
病
人
沒
有
聽
到
以
至

有
疏
忽
了
，
之
後
不
高
興
還
是
會
提
出
告

訴
，
但
是
我
們
有
告
知
的
責
任
，
就
一
定
得

盡
到
告
知
。
在
我
們
醫
院
，
所
謂P

G
Y

的

時
候
，
或
者
在
住
院
醫
師
階
段
，
絕
對
會
訓

練
到
。
剛
畢
業
、
不
懂
的
醫
生
可
能
就
會
出

差
錯
，
例
如
針
上
灸
造
成
燙
傷
的
疤
痕
，
也

可
以
說
灸
瘡
必
效
，
中
醫
也
是
有
這
樣
的
理

論
，
古
書
本
來
就
有
如
此
記
載
。

同
學
：
現
在
學
校
有
成
立
臨
床
技
能
課
程
，

但
是
時
間
都
比
較
短
，
蜻
蜓
點
水
這

樣
。

教
授
：在

中
國
醫
大
的
狀
況
，
傷
科
臨
床
技
能

是
在
立
夫
教
學
大
樓
開
始
，
後
來
在1

2

樓
中

庭
，
後
來
在9

4

或9
5

年
呂
明
進
老
師
做
學
科

主
任
才
開
始
規
劃
診
斷
課
程
，
當
時
是
由
我

去
規
劃
。
那
時
有
整
理
出
一
些
光
碟
，
以
及

卓
越
計
畫
。
所
以
義
守
大
學
這
邊
診
斷
課
程

時
數
會
比
中
國
醫
大
更
多
，
我
們
這
邊
有
診

斷
課
程
的20

間
教
室
都
已
經
準
備
好
了
。

同
學
：
像
後
中
那
邊
針
灸
跟
臨
床
技
能
有
些

請
來
的
老
師
，
可
能
他
之
前
不
是
走

這
方
面
的
或
太
久
沒
碰
，
有
的
會
顯

得
很
生
疏
。

教
授
：中

醫
的
領
域
很
難
說
，
中
醫
教
育
人
士

的
素
質
不
是
那
麼
整
齊
，
這
還
是
需
要
時

間
，
問
題
包
括
大
部
分
的
中
醫
醫
學
博
士
很

多
都
在
外
面
，
要
回
學
校
教
書
也
沒
有
機
會

或
管
道
，
想
請
他
們
回
來
他
們
也
不
見
得

想
，
外
面
的
環
境
總
是
比
較
自
由
，
待
遇
也

比
較
優
渥
，
可
想
而
知
是
很
難
邀
請
回
來
。

然
而
在
西
醫
的
環
境
就
不
同
，
西
醫
有
教
育

部
的
講
師
、
助
理
教
授
、
副
教
授
、
醫
學
教

授
，
在
社
會
上
的
評
價
就
很
不
一
樣
，
中
醫

就
沒
有
這
個
觀
念
了
，
所
以
包
括
教
考
、
訓

練
這
些
都
發
展
得
很
慢
，
包
括
現
在
中
藥
委

員
會
在
推
，
陳
榮
洲
老
師
現
在
以
及
之
前
推

的
臨
床
訓
練
制
度
，
假
以
時
日
就
會
有
固
定

的
模
式
，
這
樣
的
制
度
對
整
個
醫
療
水
準
是

有
很
大
的
益
處
。

平
時
除
了
診
務
、
行
政
及
教
學
之

外
的
樂
活
人
生

同
學
：
教
授
從
您
開
始
當
醫
生
以
來
，
有
沒

有
每
天
都
會
看
的
書
？

教
授
：我

看
的
書
類
型
很
多
，
都
會
涉
獵
到
，

中
醫
的
書
當
然
一
定
會
持
續
讀
，
但
沒
有
固

定
在
哪
個
理
論
學
派
的
，
至
於
其
他
種
類
的

書
有
多
少
有
閱
讀
，
特
別
是
醫
學
倫
理
像
是

陳
永
興
所
著
《
醫
者
情
懷
》
，
或
者
像
醫
學

歷
史
傳
記
如
《
限
地
醫
生─

周
瑞
醫
師
傳

記
》
、
《
一
個
醫
師
時
代
的
時
代
見
證─

施

純
仁
回
憶
錄
》
，
又
或
者
像
科
學
思
想
性

的
，
如
《
科
學
哲
學
：
理
論
與
歷
史
》
等
，

這
些
都
多
少
有
在
閱
讀
。
另
一
方
面
因
為
師

母
對
藝
術
的
愛
好
也
影
響
我
對
藝
術
類
書
籍

有
興
趣
，
最
近
看
的
是
《
金
光
啟
示
錄─

台

灣
金
光
藝
術
的
起
生
》
。
若
在
閒
暇
空
於
時

間
我
則
會
閱
讀
較
輕
鬆
的
雜
誌
，
像
是
商
業

週
刊
等
，
可
以
對
社
會
上
的
經
濟
狀
況
有
些

認
識
。
若
說
有
什
麼
我
比
較
少
閱
讀
的
，
那

大
概
就
是
政
治
類
吧
！

同
學
：
中
醫
本
業
的
書
有
沒
有
從
以
前
到
現

在
還
會
去
翻
，
複
習
的
書
？

教
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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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當
然
是
有
，
像
《
本
草
備
要
》
、

《
醫
方
集
解
》
、
《
溫
病
條
辨
》
、
《
傷
寒

論
》…

…

，
這
些
仍
然
有
時
會
拿
出
來
看
一

看
條
文
。

同
學
：
據
我
知
道
教
授
對
藥
膳
也
是
蠻
有
研

究
的
。

教
授
：我

學
生
時
期
於
高
市
中
見
習
、
實
習
，

當
時
跟
在
蘇
貫
中
老
師
身
邊
學
習
，
蘇
老
師

很
擅
常
煮
藥
膳
，
當
時
他
是
高
市
中
院
長
，

配
有
宿
舍
，
私
下
他
會
去
武
廟
買
些
東
西
回

去
，
頭
髮
綁
起
來
就
開
始
作
菜
，
我
站
在
旁

邊
端
菜
。
藥
膳
部
分
也
是
當
時
跟
蘇
貫
中
老

師
請
教
學
來
的
，
要
如
何
吃
、
吃
什
麼
，
他

都
知
道
怎
麼
採
購
。
例
如
十
條
魚
一
樣
大
，

十
條
魚
幾
斤
時
的
魚
肉
最
細
緻
，
太
小
就
太

嫩
，
大
隻
又
太
老
，
就
像
人
參
用
天
地
人
來

區
分
，
幾
支
多
粗
這
樣
來
區
分
，
又
像
大
閘

蟹
中
秋
最
好
吃
，
一
樣
大
隻
的
大
閘
蟹
，
十

隻
多
重
最
好
吃
。

同
學
：
教
授
除
了
中
醫
本
業
之
外
，
平
常
還

有
培
養
哪
些
興
趣
嗎
？
怎
麼
調
劑
平

常
的
生
活
？

教
授
：

我
很
喜
歡
運
動
，
且
運
動
很
好
可
以
產

生
腦
內
啡
，
是
排
解
壓
力
很
好
的
方
式
。
通

常
都
是
周
末
時
帶
籃
球
回
去
母
校
雄
中
，
自

己
投
籃
或
與
一
些
人
組
隊
，
家
裡
也
有
買
跑

步
機
，
高
雄
、
台
中
各
有
一
台
。
另
外
我
的

愛
好
就
是
《
布
袋
戲─

霹
靂
系
列
》
，
這
是

我
固
定
會
觀
賞
的
影
集
。

現
在
有
志
以
中
醫
為
志
業
的
人
，

應
該
要
具
備
哪
些
特
質
或
者
人
格

以
及
心
理
成
熟
度
該
是
如
何
？

教
授
：基

本
上
走
上
醫
療
專
業
的
人
，
人
格
、

特
質
都
差
不
多
，
就
是
要
有
同
理
心
，
且
一

定
要
尊
重
生
命
，
那
麼
現
在
的
話
更
是
強
調

團
隊
精
神
。
專
業
醫
術
上
當
然
是
需
要
有
一

定
程
度
，
但
個
人
的
技
術
上
仍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性
，
有
些
醫
生
一
把
脈
會
說
腫
瘤
已
經
幾

公
分
，
也
有
人
一
把
脈
就
說
膽
囊
裡
面
有
結

石
，
這
就
是
個
人
醫
術
上
有
所
不
同
。
無
論

如
何
，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的
觀
念
是
必
需
要

有
，
加
上
現
在
都
強
調
團
隊
工
作
，
因
此
能

與
在
人
際
相
處
上
有
和
諧
的
關
係
、
團
隊
精

神
也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不
過
身
為
一
個
以
中

醫
為
志
業
的
人
，
也
一
定
對
中
華
文
化
有
一

些
興
趣
才
行
，
畢
竟
這
些
醫
學
理
論
都
是
中

華
民
族
古
人
對
生
命
、
生
活
的
智
慧
結
晶
，

這
些
都
脫
離
不
了
其
中
華
文
化
的
傳
統
，
舉

凡
氣
候
、
地
理
關
係
以
至
生
理
狀
況
與
現
象

等
都
是
習
習
相
關
的
。
總
而
言
之
，
醫
學
是

一
門
與
人
密
切
相
關
的
專
業
，
因
此
一
個
醫

學
的
理
論
也
必
需
深
深
連
結
於
其
在
地
性
之

文
化
背
景
，
期
待
後
進
中
醫
之
輩
也
能
根
值

於
傳
統
，
並
在
我
們
的
時
代
發
展
出
屬
於
我

們
當
代
的
中
國
醫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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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坤
線 

治
失
眠

◎

吳
宏
乾 

醫
師

《
學
術
專
文
》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中
醫
研
究
所
博
士

教
育
部
部
定
助
理
教
授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附
設
醫
院
中
醫
部
主
治
醫
師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附
設
醫
院
中
醫
部
針
灸
科
主
任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助
理
教
授

”

”

前
言

現
代
人
多
半
有
失
眠
的
經
驗
，
尤

其
隨
著
年
歲
的
增
長
，
壓
力
日
與

遽
增
，
更
容
易
有
失
眠
的
問
題
。
失
眠
的
定

義
是
以
入
睡
困
難
和
持
續
睡
眠
困
難
的
常
見

睡
眠
障
礙
，
一
般
以
患
者
自
覺
睡
眠
質
或
量

不
足
為
描
述
症
狀
，
根
據
統
計
，
有1/3

的
美

國
人
有
睡
眠
的
問
題[1

]

；
在
北
歐
五
個
國
家

中
，
有4

-2
2

%

的
北
歐
人
有
嚴
重
失
眠
的
問

題[2]

；
德
國
人
則
是4%

的
人
有
嚴
重
失
眠
，

其
中
以
婦
女
的
失
眠
盛
行
率
較
高
，
而
這
些

失
眠
的
人
口
中
，
有7

4
%

失
眠
超
過
一
年

[3
]

；
在
台
灣
，
曾
經
有
失
眠
經
驗
的
成
人
達

25%

，
也
是
婦
女
較
為
嚴
重[4]

。

失
眠

可

分
為

〝

入

睡

性

失
眠

〞

、

〝
睡
眠
維
持
性
失
眠
〞
，
和
“
早
醒
性
失

眠
”
。
但
大
多
數
患
者
均
都
會
出
現
上
述

症
狀
。2
0

0
5

年
睡
眠
疾
病
國
際
分
類
第2

版

（International C
lassification of S

leep 

D
isorders II, IC

S
D

-II

）
對
失
眠
的
描
述
為

[5]

：
(1)
患
者
主
訴
有
失
眠
，
包
括
難
以
入
睡
、
易

醒
、
多
夢
、
醒
後
不
易
入
睡
或
醒
後
仍
感

疲
倦
等
；

(2)
日
常
生
活
受
到
影
響
，
如
白
天
感
到
疲
勞

或
想
睡
、
白
天
注
意
力
不
集
中
，
進
而
影

響
白
天
工
作
或
課
業
學
習
等
，
而
有
煩
惱

的
感
覺
；

(3)
失
眠
病
程
持
續1

個
月
以
上
；

(4)
排
除
由
各
種
精
神
、
神
經
和
軀
體
等
障
礙

所
致
。

根
據IC

S
D

-II

對
於
睡
眠
障
礙
的
病
因

與
分
類[6

]

，
簡
單
描
述
有a

.

失
眠
、b

.
與
睡

眠
相
關
的
呼
吸
障
礙
、c.

非
呼
吸
睡
眠
障
礙

所
致
過
度
睡
眠
、d

.

晝
夜
睡
眠
節
律
障
礙
、

e.

異
態
睡
眠
、f.

與
運
動
相
關
的
睡
眠
障
礙
、

g
.

單
獨
症
候
群
，
正
常
變
異
和
尚
未
定
義
的

專
案
、h.

其
他
睡
眠
障
礙
。

失
眠
的
現
代
病
理
機
制

睡
眠

的

過

程

由

兩
個

時

相
組

成

，

即
快
速
動
眼
期(ra

p
id

 e
ye

 m
o

ve
m

e
n

t, 

R
E

M
)

和
非
快
速
動
眼
期(n

o
n

-ra
p

id
 e

ye 

m
o

ve
m

e
n

t, N
R

E
M

)

。
根
據H

a
rriso

n
'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
edicine

第16

版
，

失
眠
的
產
生
與
下
列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特
定
結

構[7]

發
生
問
題
相
關
：

1‧

大
腦
皮
質

大
腦
皮
質
的
相
互
作
用
和
睡
眠
產
生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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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
因
大
腦
皮
質
為
最
高
級
的
神
經
中
樞
，

其
產
生
的
意
識
活
動
訊
號
對
睡
眠
覺
醒
節
律

有
重
要
影
響
。

2‧

丘
腦

丘
腦
是
參
與
睡
眠
覺
醒
節
律
調
節
的
重

要
結
構
之
一
，
可
能
同
時
包
含
誘
發
睡
眠
和

引
導
覺
醒
兩
種
調
節
機
制
。

3‧

視
交
叉
上
核
（s

u
p

ra
c

h
ia

s
m

a
tic 

nucleus

）

S
te

p
h

a
n

於1
9

7
2

年
證
明
人
類
生
物
鐘

位
於
下
丘
腦
前
部
的
視
交
叉
上
核
，
它
包
含

晝
夜
節
律
振
盪
器
，
使
內
源
性
晝
夜
節
律
系

統
和
外
界
環
境
的
晝
夜
變
化
吻
合
，
維
持
體

內
平
衡
。

4‧

腦
幹
背
側
縫
核
（d

o
rs

a
l ra

p
h

e 

n
u

cle
u

s

）
、
孤
束
核
（n

u
cle

u
s tra

ctu
s 

solitarius

）

(1)
腦
幹
中
縫
核
、
孤
束
核
能
誘
發
睡
眠
，
目

前
認
為
腦
幹
背
側
縫
核
頭
部
、
孤
束
核
及

其
鄰
近
的
網
狀
神
經
元
是
產
生N

R
E

M

睡

眠
的
特
定
腦
區
，
它
們
共
同
組
成
了
上
行

抑
制
系
統
。

(2)
背
側
縫
核
的
尾
部
是R

E
M

睡
眠
的
觸
發
區

域
，
位
於
橋
腦
背
內
側
的
藍
斑
核
（lo

cu
s 

coeruleus

）
頭
部
神
經
元
的
軸
突
被
認
為

對
維
持
覺
醒
有
作
用
，
而
其
中
、
後
部
及

附
近
神
經
元
則
參
與R

E
M

睡
眠
的
執
行
。

失
眠
的
中
醫
病
機

正
常
睡
眠
的
基
礎
，
建
立
在
衛
氣
的
正

常
運
轉
，
陰
陽
交
泰
上[8

]

。
在
《
靈
樞•

口

問
》
中
詳
細
闡
述
了
睡
眠
的
基
礎
：
「
衛
氣

晝
日
行
於
陽
，
夜
半
則
行
於
陰
，
陰
者
主

夜
，
夜
者
臥
；
陽
者
主
上
，
陰
者
主
下
；
故

陰
氣
積
於
下
，
陽
氣
未
盡
，
陽
引
而
上
，
陰

引
而
下
，
陰
陽
相
引
，
故
數
欠
。
陽
氣
盡
，

陰
氣
盛
，
則
目
瞑
；
陰
氣
盡
而
陽
氣
盛
，
則

寤
矣
。
瀉
足
少
陰
，
補
足
太
陽
。
」

失
眠
的
病
機
，
在
內
經
中
有
很
多
論
述

[9
][1

0
]

，
但
重
點
仍
在
營
衛
運
行
不
暢
，
如

《
靈
樞•
大
惑
論
》
提
到
：
「
衛
氣
不
得
入
于

陰
，
常
留
于
陽
。
留
于
陽
則
陽
氣
滿
，
陽
氣

滿
則
陽
躋
盛
，
不
得
入
于
陰
則
陰
氣
虛
，
故

目
不
暝
矣
。
」
此
為
衛
氣
不
入
於
陰
所
致
失

眠
。
也
有
因
邪
氣
阻
滯
臟
腑
，
阻
礙
衛
氣
運

行
，
而
發
生
不
易
入
睡
或
多
夢
表
現
，
《
靈

樞•

邪
客
》
便
提
到
：
「
衛
氣
者
，
出
其
悍
氣

之
慓
疾
，
而
先
行
於
四
末
分
肉
皮
膚
之
間
，

而
不
休
者
也
。
晝
日
行
於
陽
，
夜
行
於
陰
，

常
從
足
少
陰
之
分
間
，
行
五
臟
六
腑
，
今
厥

氣
客
於
五
臟
六
腑
，
則
衛
氣
獨
衛
其
外
，
行

於
陽
，
不
得
入
於
陰
。
行
於
陽
則
陽
氣
盛
，

陽
氣
盛
則
陽
嬌
陷
，
不
得
入
於
陰
，
陰
虛
，

故
目
不
瞑
。
」

根
據
歷
代
典
籍
記
載
與
臨
床
應
用
，
現

代
中
醫
對
於
失
眠
病
機
的
認
識
分
別
有
以
下

觀
點[10]

：

病
機

說
明

肝
血
不
足
、
肝
失
調
達
或
魂

不
守
舍
，
即
可
導
致
心
神
失
養
或

心
神
被
擾
，
因
此
失
眠
可
為
心
肝

二
臟
氣
血
陰
陽
平
衡
失
調
所
致
。

脾
胃
虛
弱
，
導
致
氣
血
生
化

乏
源
，
心
神
失
養
，
從
而
出
現
失

眠
；
另
一
方
面
運
化
水
濕
失
常
，

積
痰
生
熱
，
痰
熱
擾
心
，
可
直
接

導
致
失
眠
。

升
降
失
常
，
濁
氣
隨
經
脈
上

逆
沖
心
，
則
失
眠
頭
重
。

結
合
易
學
和
中
醫
理
論
，
除

心
腎
外
，
可
將
體
內
臟
腑
分
為
主

上
升
主
向
外
和
主
下
降
主
向
內
兩

類
，
主
宰
著
人
體
氣
機
和
陰
陽
的

升
降
出
入
，
因
此
心
腎
不
交
造
成

的
失
眠
，
可
擴
大
思
考
和
脾
胃
、

大
小
腸
、
肝
膽
、
肺
、
三
焦
、
膀

胱
等
相
關
。

肝心失調子病及母心腎不交

五臟功能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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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不
同
類
型
的
人
，
對
於
其
失
眠
病

機
分
析
如
下[10]

：

 

〝
乾
坤
線
〞
治
失
眠

臨
床
上
我
常
使
用
〝
乾
坤
線
〞
治
療
失

眠
，
療
效
明
顯
，
患
者
在
接
受
治
療
當
天
即

可
好
眠
。
〝
乾
坤
線
〞
位
在
兩
耳
後
枕
骨
下

橫
線
，
為
翳
風
、
安
眠1

、
翳
明
、
安
眠2

、

風
池
等
五
穴
位
的
連
線
，
其
穴
位
功
能
和
穴

位
位
置
上
分
別
如
下[11][12]

：

由
現
代
醫
家
所
整
理
的
失
眠
中
醫
病
因

病
機
來
看
，
失
眠
的
病
機
脫
離
不
出
內
經
所

論
述
的
內
容
，
但
幾
乎
每
個
醫
家
都
提
到

〝
情
志
〞
，
即
壓
力
，
為
影
響
現
代
人
睡
眠

最
大
的
因
素
，
即
便
在
四
種
不
同
類
型
的
人

群
所
做
的
病
機
整
理
，
其
中
便
有
三
種
和

〝
情
志
〞
、
〝
肝
〞
有
絕
大
的
相
關
，
由
此

便
可
得
知
，
現
代
人
多
半
因
壓
力
而
導
致
情

緒
起
伏
較
大
，
進
而
影
響
睡
眠
，
屬
於
肝
火

擾
心
之
證
；
但
又
多
半
因
時
常
過
勞
工
作
，

或
學
生
常
熬
夜
唸
書
，
身
體
是
呈
現
〝
正

虧
〞
的
現
象
，
因
此
失
眠
也
可
能
屬
於
心
膽

氣
虛
化
火
之
證
，
因
此
我
在
醫
治
現
代
人
失

眠
多
使
用
〝
乾
坤
線
〞
五
穴
以
平
肝
、
祛

風
、
散
熱
、
寧
神
。

根
據
現
代
解
剖
理
論
，
乾
坤
線
〞
位
置

位
在
後
枕
部
，
依
照
其
解
剖
位
置
來
看
，
即

在
腦
幹
投
射
在
皮
膚
之
處
，
而
腦
幹
為
生
命

中
樞
，
負
責
調
節
心
跳
、
呼
吸
和
血
壓
等
人

體
重
要
生
存
功
能
，
其
中
的
上
昇
性
網
狀
賦

活
系
統(a

sce
n

d
in

g
 re

ticu
la

r a
ctiva

tin
g 

《
難
經
一
十
八
難
》
：
「
督

脈
者
，
起
於
下
極
之
俞
，
並
於
脊

裏
，
上
至
風
府
，
入
屬
於
腦
。
」

強
調
治
療
失
眠
需
注
重
調
理
督

脈
。

血
瘀
和
痰
飲
是
頑
固
性
失
眠

的
重
要
病
理
基
礎
：

當
瘀
阻
脈
絡
，
血
不
能
正
常

的
發
揮
其
濡
養
功
能
，
導
致
心
失

所
養
，
故
而
失
眠
；
痰
濁
上
犯
，

阻
遏
心
竅
而
致
心
神
不
安
，
產
生

失
眠
。五

神
為
神
、
魂
、
魄
、
意
、

志
，
當
其
失
調
是
〝
晝
不
精
，
夜

不
暝
〞
發
病
的
內
在
因
素
，
而
情

志
是
〝
晝
不
精
，
夜
不
暝
〞
的
促

發
因
素
。

腦的功能失調
晝不精，

夜不暝
痰瘀內阻

更
年
期
失
眠
的
主
因
與
情
志

有
關
，
是
以
陰
虛
、
血
虛
為
本
，

肝
郁
、
陽
亢
、
血
滯
為
標
。

女
性
情
緒
易
於
波
動
，
最
易

導
致
肝
的
疏
泄
功
能
失
常
，
發
生

失
眠
。大

學
生
失
眠
主
病
在
心
，
多

數
因
勞
心
過
度
、
情
感
所
傷
導
致

心
神
失
養
、
神
不
守
舍
，
進
而
有

失
眠
的
表
現
。

人
群

類
型

失
眠
病
機

病
機
核
心
在
於
腎
本
虛
損
、

陰
陽
氣
血
之
衰
憊
，
病
位
可
涉
及

心
腦
腎
肝
脾
：
腎
衰
而
不
能
溫
養

腦
、
心
、
肝
、
脾
，
而
使
水
濕
痰

瘀
內
生
，
進
而
導
致
失
眠
。

老年人

更年期

女性
女性大學生

穴
名

功
能

取
穴
法

翳
風

牽
正
口
喎
，

祛
風
活
絡
，

聰
耳
消
腫

當
耳
根
後
下
凹
陷
中

安
眠1

平
肝
息
風
，

鎮
靜
安
神

翳
風
與
翳
明
連
線
中

點

翳
明

息
風
寧
神

翳
風
後1

寸

安
眠2

同
安
眠1

翳
明
與
風
池
連
線
中

點

風
池

袪
風
散
熱
，

平
肝
熄
風
，

明
目
開
竅

乳
突
後
，
斜
方
肌
外

側
緣
，
後
髮
際
上
凹

陷
中
央



86

17

syste
m

, A
R

A
S

)

，
專
司
人
體
的
清
醒
與
睡

眠
，
而
根
據
頭
皮
針
理
論
，
可
將
大
腦
皮
層

功
能
區
投
射
到
頭
皮
，
在
頭
皮
上
劃
分
出
相

應
的
刺
激
區
進
行
針
刺
治
療[1

2
]

，
因
此
推

論
針
刺
〝
乾
坤
線
〞
，
可
直
接
刺
激
腦
幹
，

藉
由
針
刺
的
雙
向
調
節
作
用
平
衡
腦
幹
的
功

能
。

在

神

經

分

布

上

，

〝

乾

坤

線

〞

五

穴

所

位

之

處

，

恰

好

為

迷

走

神

經

（va
g

u
s n

e
rve

）
由
頸
靜
脈
孔
（Ju

g
u

la
r 

fo
ra

m
e

n

）
離
開
頭
顱
之
後
，
沿
頸
部
走
向

胸
腔
的
必
經
之
路
，
並
在
頸
部
有
神
經
分

支
，
通
往
心
臟
、
咽
喉
部
與
皮
膚
淺
層
等

[13]

。
臨
床
研
究
發
現
，
迷
走
神
經
對
於
調
節

睡
眠
規
律
，
增
加
睡
眠
深
度
，
促
進
睡
眠
品

質
有
直
接
的
關
係[1

4
-1

6
]

，
因
此
針
刺
〝
乾

坤
線
〞
可
直
接
改
善
失
眠
疾
患
，
並
有
立
即

的
效
果
。

此

外

，

後

枕

部

為

許

多

肌

肉

的

起

始

點

，

如

胸

鎖

乳

突

肌

（s
te

rn
o

c
le

id
o

m
a

s
o

id
 m

u
s

c
le

, 

S
C

M

）

、

斜

方

肌

（t
r

a
p

e
z

iu
s 

m
uscle

）
、
和
頭
夾
肌
（splenius capitis 

m
u

scle

）
等[1

3
]

，
因
此
針
刺
〝
乾
坤
線
〞

可
放
鬆
後
頸
肌
肉
，
間
接
促
進
血
液
循
環
，

使
大
腦
獲
得
足
夠
的
氧
氣
和
養
分
，
則
睡
眠

品
質
將
有
所
改
善
。

此
五
穴
的
連
線
，
我
將
之
命
名
為
〝
乾

坤
線
〞
，
以
求
其
卦
象
泰
卦
之
意
義
：
「
泰

卦
象
徵
陰
陽
交
合
，
萬
物
生
養
，
萬
事
亨
通

之
意
。
陽
者
盛
而
來
，
陰
者
衰
而
往
，
即
彖

傳
所
謂
君
子
道
長
、
小
人
道
消
之
時
。
故
獲

吉
祥
而
通
泰
。
」
此
陰
陽
交
泰
、
陰
陽
平
衡

之
意
，
則
失
眠
問
題
便
迎
刃
而
解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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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經
方
是
中
醫
的
根
本

對
中
醫
來
說
，
方
是
極
其
重
要
的
。

古
時
稱
中
醫
為
方
脈
家
，
醫
術

為
方
技
，
日
本
則
稱
中
醫
為
漢
方
。
無
論
是

傷
寒
派
，
還
是
溫
病
派
，
是
古
典
派
，
還
是

現
代
中
西
醫
結
合
派
，
是
講
臟
腑
辨
證
，
還

是
講
六
經
辨
證
，
到
最
後
交
給
病
人
的
都
是

方
，
所
以
，
日
本
古
方
家
吉
益
東
洞
說
：

〝
醫
之
學
也
，
方
焉
耳
〞
。
方
，
是
中
醫
的

內
核
，
是
根
本
。

中
醫
的
方
劑
，
數
量
多
得
讓
人
興
歎
。

宋
代
的
《
太
平
聖
惠
方
》
有1

0
0

卷
，
方

16834

首
；
《
聖
濟
總
錄
》
有200

卷
，
有
方

2

萬
首
；
明
代
的
《
普
濟
方
》
有4

2
6

卷
，
方

6
1

7
3

9

方
；
我
校
編
寫
的
《
中
醫
方
劑
大
辭

典
》
收
錄
醫
方
達9

6
5

9
2

首
。
要
熟
悉
掌
握

這
麼
多
的
方
劑
，
既
不
可
能
，
也
無
必
要
。

因
為
關
鍵
的
方
劑
，
不
過
上
百
首
，
這
就
好

比
漢
字
的
字
根
，
英
語
的
詞
根
，
是
組
成
千

萬
張
處
方
的
基
本
構
成
，
可
稱
之
為
〝
方

根
〞
。方

根
在
那
裡
？
在
《
傷
寒
論
》
，
在

《
金
匱
要
略
》
。
這
兩
本
書
的
方
劑
，
並
非

張
仲
景
一
個
人
獨
創
，
而
是
總
結
了
漢
代
以

前
的
用
藥
經
驗
，
而
且
經
過
後
世
數
千
年
無

數
醫
家
的
臨
床
驗
證
被
證
實
並
發
展
，
可
以

說
是
中
華
民
族
幾
千
年
與
疾
病
作
鬥
爭
的
經

驗
結
晶
，
是
我
們
中
國
人
經
自
身
試
驗
篩
選

出
的
臨
床
有
效
良
方
。
只
有
把
這
兩
本
書
弄

通
了
，
才
能
在
臨
床
上
左
右
逢
源
，
觸
類
旁

通
。
後
世
名
醫
雖
多
，
其
臨
床
的
基
本
法
度

都
不
出
仲
景
學
術
的
範
圍
。
所
以
，
成
無

己
說
〝
仲
景
之
方
，
最
為
群
方
之
祖
〞
。

張
元
素
說
〝
仲
景
藥
為
萬
世
法
〞
，
王
好
古

說
〝
執
中
湯
液
，
萬
世
不
易
之
法
，
當
以
仲

景
為
祖
〞
，
朱
丹
溪
說
〝
仲
景
諸
方
，
實
萬

世
醫
門
之
規
矩
準
繩
〞
。
筆
者
說
仲
景
方
當

為
中
醫
之
根
，
為
中
醫
之
魂
。
可
是
，
現
在

古
典
的
東
西
往
往
被
視
為
不
合
新
潮
的
，
是

陽
春
白
雪
的
，
是
束
之
高
閣
的
供
觀
賞
的
古

董
。
這
是
對
中
醫
學
的
無
知
。
中
醫
學
的
經

驗
性
是
極
強
的
，
經
驗
的
東
西
就
需
要
經
過

歷
史
和
時
間
的
考
驗
和
錘
煉
，
時
間
越
久
，

經
驗
提
煉
得
越
精
，
就
像
好
酒
一
樣
，
越
陳

越
香
。
《
傷
寒
論
》
《
金
匱
要
略
》
之
所
以

被
稱
為
經
典
，
是
因
為
在
數
千
年
的
實
踐
中

證
明
它
是
有
用
的
，
是
科
學
的
，
在
臨
床
上

是
能
解
決
問
題
的
。
學
經
方
，
離
開
了
仲
景

方
，
那
就
成
了
一
句
空
話
。

 

方
證
是
規
範

1954

年
生 

江
蘇
江
陰
人

1973

年
開
始
跟
隨
名
中
醫
葉
秉
仁
先
生
學
習
中
西
醫
內
科

南
京
中
醫
學
院 

碩
士

日
本
京
都
大
學 

進
修
老
人
醫
學

京
都
聖
光
園
細
野
診
療
所 

進
修
漢
方
醫
學

日
本
順
天
堂
大
學 

醫
學
博
士

南
京
中
醫
藥
大
學 

教
授

經
方
的
學
習
與
應
用

◎

黃 
 

煌 

教
授

《
學
術
專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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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傷
寒
論
》
《
金
匱
要
略
》
，
最
好

讀
白
文
，
也
就
是
未
加
注
釋
的
原
文
。
古
往

今
來
，
注
《
傷
寒
論
》
的
有
數
百
家
，
注

《
金
匱
要
略
》
的
也
有
幾
十
家
，
其
中
雖
不

乏
精
品
，
但
大
多
數
是
隨
文
演
繹
，
無
大

發
揮
。
這
些
注
釋
看
多
了
，
往
往
把
你
帶
入

大
空
世
界
，
使
你
在
所
謂
理
論
的
解
釋
裡
混

混
沌
沌
，
雲
裡
霧
裡
，
而
臨
床
實
用
功
夫
則

十
分
貧
乏
。
其
實
《
傷
寒
論
》
《
金
匱
要

略
》
兩
書
的
文
筆
十
分
樸
實
，
多
為
臨
床
實

際
的
客
觀
表
述
，
少
有
空
洞
的
解
釋
，
故
讀

白
文
是
可
行
的
。
不
過
，
兩
書
的
體
例
為
條

文
式
，
孤
立
地
讀
常
常
不
得
其
要
，
必
須
採

用
分
類
比
較
的
辦
法
。
按
什
麼
分
類
？
古
時

候
有
按
六
經
分
，
有
按
治
法
分
，
有
按
症
狀

分
，
有
按
主
方
分
，
分
法
較
多
。
筆
者
傾
向

于
按
主
方
主
藥
分
。
按
主
方
分
，
清
代
醫
學

家
徐
靈
胎
的
《
傷
寒
論
類
方
》
最
好
。
這
位

醫
學
家
研
究
《
傷
寒
論
》
三
十
餘
年
的
心

得
之
作
，
形
成
初
稿
以
後
，
竟
反
復
修
改7

年
，
其
間
五
易
其
稿
，
最
後
他
才
在
序
言
寫

上
〝
乃
無
遺
憾
〞
四
字
。
他
採
用
的
方
法
就

是
將
《
傷
寒
論
》
方
分
為1

2

類
，
如
桂
枝
湯

類
、
麻
黃
湯
類
、
葛
根
湯
類
、
柴
胡
湯
類
，

梔
子
湯
類
、
承
氣
湯
類
、
瀉
心
湯
類
、
白
虎

湯
類
、
五
苓
散
類
、
四
逆
湯
類
、
理
中
湯
類

等
。
筆
者
拙
作
《
中
醫
十
大
類
方
》
是
以

主
藥
分
的
，
其
特
點
是
以
藥
類
方
，
以
方
名

證
，
主
要
便
於
初
學
者
，
便
於
記
憶
。
本
書

並
非
中
醫
經
方
的
全
書
，
而
僅
僅
是
為
讀
者

提
示
一
種
認
識
並
掌
握
中
醫
經
方
的
一
種
方

法
。
經
方
何
止
十
類
？
本
書
之
所
以
題
名
為

《
中
醫
十
大
類
方
》
，
只
不
過
為
讀
者
閱
讀

本
書
增
加
一
點
輕
鬆
的
氛
圍
而
已
。
應
當
指

出
，
無
論
按
方
分
或
按
藥
分
，
關
鍵
是
要
抓

主
治
，
識
方
證
。
許
多
人
對
方
論
以
及
方
劑

功
效
的
解
釋
比
較
熱
衷
，
而
對
其
主
治
則
輕

描
淡
寫
，
含
糊
其
辭
，
一
筆
帶
過
。
這
可
以

說
是
混
淆
了
主
次
。
對
中
醫
來
說
，
經
方
的

主
治
是
最
要
緊
的
，
解
釋
在
其
次
。
方
證
最

關
鍵
，
功
效
在
其
次
。

藥
物
的
應
用
指
徵
稱
之
為
〝
藥
證
〞
。

方
劑
的
應
用
指
徵
為
〝
方
證
〞
。
如
桂
枝
的

應
用
指
徵
為
〝
桂
枝
證
〞
，
桂
枝
湯
的
應
用

指
徵
為
〝
桂
枝
湯
證
〞
，
這
是
古
人
應
用
藥

物
和
方
劑
的
根
據
和
證
據
，
是
中
國
人
幾
千

年
積
累
起
來
使
用
方
藥
的
最
為
實
用
和
重
要

的
經
驗
。
如
把
桂
枝
比
作
箭
，
桂
枝
證
就
是

目
標
，
目
標
對
準
了
，
命
中
率
就
高
，
同

樣
，
藥
證
、
方
證
相
對
了
，
療
效
自
然
會
出

現
。
換
句
話
說
，
藥
證
相
對
了
，
這
就
是
必

效
藥
、
特
效
藥
；
不
對
應
，
則
是
無
效
藥
。

這
是
中
醫
取
效
的
關
鍵
。
《
傷
寒
論
》
《
金

匱
要
略
》
的
用
藥
十
分
嚴
格
。
有
是
證
，
則

用
是
藥
；
無
是
證
，
則
無
是
藥
，
加
藥
或
減

藥
，
都
以
臨
床
見
證
的
變
化
而
變
化
，
決
不

能
想
當
然
地
隨
意
加
減
。
故
惡
風
、
汗
出
、

脈
浮
用
桂
枝
湯
，
如
汗
出
多
，
惡
寒
關
節

痛
者
，
必
加
附
子
，
名
桂
枝
加
附
子
湯
。
如

發
汗
後
，
身
疼
痛
，
脈
沉
遲
者
，
又
必
加
人

參
，
名
新
加
湯
。
如
無
汗
而
小
便
不
利
者
，

則
要
去
桂
枝
，
加
白
朮
茯
苓
，
這
就
是
桂
枝

去
桂
加
茯
苓
白
朮
湯
。
茯
苓
桂
枝
白
朮
甘
草

湯
主
治
心
下
悸
，
茯
苓
桂
枝
五
味
甘
草
湯
則

為
咳
逆
上
氣
。
大
劑
量
藥
與
小
劑
量
藥
的
主

治
也
不
相
同
，
同
樣
是
桂
枝
湯
的
組
成
，
但

桂
枝
加
桂
湯
的
桂
枝5

兩
，
其
主
治
為
氣
從
少

腹
上
衝
心
者
；
桂
枝
湯
倍
芍
藥
主
治
腹
中
急

痛
，
方
名
也
改
為
小
建
中
湯
。
又
雖
用
過
某

藥
，
但
其
證
未
去
，
則
仍
可
使
用
某
藥
，
如

《
傷
寒
論
》
〝
柴
胡
湯
病
證
而
下
之
，
若
柴

胡
證
不
罷
者
，
複
與
柴
胡
湯…

…

〞
（101

）

〝
太
陽
病
，
下
之
後
，
其
氣
上
衝
者
，
可
與

桂
枝
湯
，…

…

若
不
上
衝
者
，
不
得
與
之
〞

（1
5

）
。
這
種
用
藥
法
，
即
方
證
相
應
法
，

《
傷
寒
論
》
所
謂
〝
病
皆
與
方
相
應
者
，
乃

服
之
〞
（317

）
。
又
《
傷
寒
論
》
中
有
〝
桂

枝
證
〞
〝
柴
胡
證
〞
〝
病
形
象
桂
枝
〞
等
說

法
，
都
為
藥
證
相
應
、
方
證
相
應
的
體
現
。

藥
證
相
應
與
方
證
相
應
，
體
現
了
經
方
的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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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嚴
格
的
經
驗
性
。
這
是
中
醫
辨
證
論
治
的

基
本
內
容
。
離
開
了
古
人
的
用
藥
經
驗
，
辨

證
論
治
只
能
是
空
想
的
遊
戲
。

〝
方
證
相
應
〞
是
《
傷
寒
論
》
《
金
匱

要
略
》
的
基
本
精
神
。
清
代
傷
寒
家
柯
韻
伯

說
：
〝
仲
景
之
方
，
因
證
而
設
，…

…

見
此

證
便
與
此
方
，
是
仲
景
活
法
〞
。
其
所
以
為

〝
活
法
〞
，
是
因
不
同
於
辨
病
論
治
，
常
常

是
異
病
同
方
或
同
病
異
方
，
非
常
靈
活
。
不

理
解
者
，
則
謂
中
醫
不
規
範
，
難
以
掌
握
。

但
從
另
一
角
度
看
，
方
證
相
應
則
是
不
變
應

萬
變
的
方
法
，
如
徐
靈
胎
說
：
〝
方
之
治
病

有
定
，
而
病
之
變
遷
無
定
，
知
其
一
定
之

治
，
隨
其
病
之
千
變
萬
化
，
而
應
用
不
爽
〞

（
《
傷
寒
論
類
方
》
自
序
）
。
正
因
為
有

定
，
才
能
變
化
，
這
就
是
有
規
矩
方
能
成
方

圓
。
有
是
證
用
是
方
，
就
是
強
調
規
範
。
方

證
就
是
規
範
，
這
是
中
醫
學
的
靈
魂
。

 

藥
證
是
基
礎

經
方
醫
學
有
一
非
常
關
鍵
，
就
是
藥

證
。
中
醫
理
法
方
藥
，
藥
是
基
礎
，
沒
有

藥
，
何
談
方
？
沒
有
方
，
何
談
理
法
？
但

是
，
許
多
搞
經
方
者
，
往
往
停
留
在
方
證
的

層
次
，
就
缺
少
變
化
。
這
就
是
徐
靈
胎
先
生

所
謂
的“

有
方
無
藥”

的
毛
病
。
仲
景
書
中
，
許

多
方
證
條
文
下
，
均
有
加
減
法
，
不
加
減
，

是
不
容
易
取
得
最
佳
的
臨
床
療
效
。
而
要
正

確
的
加
減
，
就
必
須
瞭
解
每
味
藥
物
的
主

治
，
也
就
是
藥
證
。

張
仲
景
的
書
，
是
方
書
，
他
沒
有
留
下

專
門
論
述
藥
物
的
專
著
。
那
麼
，
《
神
農
本

草
經
》
如
何
呢
？
這
本
書
是
中
醫
現
存
最
古

老
的
本
草
書
，
但
是
，
其
中
的
神
仙
家
的
味

道
太
重
，
對
臨
床
醫
生
用
藥
還
不
是
非
常
適

合
。
比
如
它
收
錄365

味
藥
，
與
天
數
相
應
；

以
上
、
中
、
下
三
品
分
類
法
，
與
臨
床
指
導

用
藥
相
距
甚
遠
；
至
於
書
中
許
多
關
於
〝
輕

身
〞
〝
不
老
〞
〝
延
年
〞
等
藥
性
記
載
，
具

有
濃
厚
的
道
家
色
彩
。
所
以
，
本
人
推
論

《
神
農
本
草
經
》
與
《
傷
寒
論
》
《
金
匱
要

略
》
的
經
方
家
醫
學
尚
不
是
同
一
流
派
的
書

籍
。
顯
然
，
要
學
好
用
好
經
方
，
必
須
有
一

本
張
仲
景
的
藥
物
學
，
一
本
古
代
〝
疾
醫
〞

所
用
的
本
草
學
。
本
人
所
著
的
《
張
仲
景5

0

味
藥
證
》
就
是
在
這
方
面
作
了
一
些
探
索
，

通
過
對
仲
景
原
文
的
比
較
分
析
，
試
圖
破
譯

出
一
本
《
張
仲
景
臨
床
藥
物
學
》
。
這
個
藥

物
學
，
就
是
藥
證
。

從
本
質
上
來
說
，
方
證
與
藥
證
，
兩
者

本
無
區
別
，
同
屬
一
門
。
所
以
，
宋
代
傷
寒

家
朱
肱
說
過
：
〝
藥
證
者
，
藥
方
前
有
證

也
〞
。
他
將
藥
證
與
方
證
是
合
稱
的
。
考
慮

到
中
醫
用
藥
的
習
慣
，
我
還
主
張
分
論
。
單

味
藥
的
主
治
，
稱
為
藥
證
，
複
方
的
主
治
，

稱
為
方
證
。
藥
證
，
是
方
證
的
基
礎
，
是
經

方
加
減
變
化
的
前
提
。
它
的
好
處
，
一
是
可

以
更
清
楚
地
理
解
方
證
。
比
如
四
逆
散
，
方

中
柴
胡
甘
草
治
療
往
來
寒
熱
、
胸
脅
苦
滿
，

枳
實
芍
藥
治
療
痞
痛
，
芍
藥
甘
草
則
治
療
腹

痛
腳
攣
急
，
所
以
，
四
逆
散
能
夠
用
於
四
肢

冷
、
腹
痛
腹
脹
者
。
有
比
如
同
樣
是
治
悸
，

藥
證
不
同
，
其
所
主
治
的
悸
也
不
同
，
如
黃

連
黃
芩
治
煩
悸
，
桂
枝
甘
草
治
動
悸
，
龍
骨

牡
蠣
治
驚
悸
，
半
夏
茯
苓
治
眩
悸
，
人
參
麥

冬
阿
膠
甘
草
治
虛
悸
。
二
是
能
組
合
成
新
的

處
方
，
而
且
不
離
經
方
精
神
。
本
人
的
四
味

健
步
湯
（
芍
藥
、
牛
膝
、
石
斛
、
丹
參
）
就

是
根
據
藥
證
的
思
想
創
制
出
來
的
。
我
的
八

味
逐
瘀
湯
，
就
是
根
據
藥
證
對
血
府
逐
瘀
湯

進
行
修
正
後
得
來
的
。

 

用
經
方
要
辨
〝
人
〞
也
辨
〝
病
〞 

經

方

醫
學

的
又

一

特
徵

是

著
眼

於

〝
人
〞
。
如
果
說
西
醫
是
治
〝
人
的
病
〞
，

那
麼
，
中
醫
是
治
〝
病
的
人
〞
。
這
個“

人”

，

就
是
整
體
，
就
是
全
身
。
中
醫
沒
有
剖
開
肚

子
去
尋
找
在
器
官
細
胞
水
準
上
的
病
理
變

化
，
也
無
法
看
到
天
地
間
的
各
種
致
病
的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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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
但
我
們
的
先
人
卻
能
從
宏
觀
上
把
握

住
機
體
的
變
化
，
尋
到
消
除
病
痛
的
辦
法
。

清
代
傷
寒
家
錢
潢
說
得
好
：
〝
受
本
難
知
，

發
則
可
辨
，
因
發
知
受
〞
。 

這
就
是
經
方
醫

學
的
疾
病
觀
。
這
個
〝
發
〞
，
是
〝
人
〞
在

疾
病
中
出
現
的
全
身
性
的
反
應
。

張
仲
景
是
如
何
著
眼
於
〝
人
〞
的
呢
？

一
是
望
形
。
仲
景
書
中
的
所
謂
〝
尊
榮

人
〞
〝
失
精
家
〞
〝
濕
家
〞
〝
強
人
〞
〝
羸

人
〞
等
均
有
明
顯
的
外
觀
特
徵
。
如
尊
榮
人

〝
骨
弱
肌
膚
盛
〞
，
即
為
缺
少
運
動
、
肌
肉

鬆
軟
，
稍
動
即
易
汗
出
傷
風
的
體
質
類
型
。

失
精
家
則
多
為
男
子
，
面
色
白
、
肌
膚
柔

薄
，
瘦
弱
，
脈
大
而
無
力
等
。
濕
家
多
面
黃

而
形
腫
，
鼻
塞
身
痛
等
。

二
是
切
脈
。
脈
浮
、
脈
沉
、
脈
浮
緊
、

脈
滑
實
等
，
並
不
表
示
某
種
疾
病
，
而
是
反

映
患
者
全
身
所
處
的
狀
態
。
如
浮
脈
與
出

汗
、
出
血
有
關
；
沉
脈
與
腹
瀉
、
過
量
發
汗

有
關
；
脈
浮
緊
，
提
示
可
以
使
用
強
烈
的
發

汗
劑
；
脈
滑
實
則
提
示
可
以
使
用
瀉
下
劑
。

換
句
話
說
，
脈
象
可
以
辨
人
的
寒
熱
虛
實
表

裡
，
不
可
辨
食
道
癌
、
胃
炎
、
痔
瘡
、
關
節

炎
。
所
以
脈
象
不
可
不
重
視
。

三
是
問
所
苦
。
如
惡
寒
與
惡
熱
，
口
渴

與
口
不
渴
，
小
便
利
與
不
利
，
不
大
便
與
下

利
不
止
，
能
食
與
不
能
食
、
煩
還
是
但
欲

寐
、
自
汗
還
是
無
汗
等
。
這
些
體
徵
反
映
人

體
的
基
本
生
理
狀
態
，
是
非
特
異
性
的
診

斷
指
標
。
其
作
用
主
要
是
用
於
辨
〝
病
的

人
〞
，
而
不
是
辨
〝
人
的
病
〞
。

需
要
指
出
，
後
世
比
較
重
視
的
舌
診
和

日
本
的
腹
診
，
其
本
質
也
是
辨
體
質
狀
態
，

辨
寒
熱
虛
實
，
補
充
經
方
方
證
，
故
在
臨
床

應
用
經
方
時
，
是
完
全
應
當
使
用
的
。
經

方
的
舌
證
，
散
見
於
後
世
各
家
醫
著
中
，
代

表
性
的
有
清
代
張
登
的
《
傷
寒
舌
鑒
》
、
葉

天
士
的
《
外
感
溫
熱
論
》
、
俞
根
初
的
《
通

俗
傷
寒
論
》
、
梁
玉
瑜
、
陶
保
廉
的
《
舌
鑒

辨
正
》
等
。
各
經
方
家
的
醫
案
中
則
這
方
面

的
內
容
尤
為
豐
富
。
經
方
的
腹
證
，
《
傷
寒

論
》
《
金
匱
要
略
》
中
已
經
有
較
多
的
表

述
，
可
以
細
細
揣
摩
。
日
本
漢
方
家
研
究
古

方
腹
證
較
深
，
其
中
古
方
家
吉
益
東
洞
的

《
類
聚
方
》
以
及
稻
葉
克
文
禮
和
和
久
田
寅

叔
虎
的
《
腹
證
奇
覽
》
記
載
較
詳
，
值
得
參

考
。

筆
者
通
過
研
究
張
仲
景
醫
學
和
吸
收
後

世
各
家
辨
脈
、
望
舌
、
切
腹
的
經
驗
，
認
識

到
臨
床
上
尋
找
經
方
與
〝
人
〞
的
對
應
點
，

是
運
用
好
經
方
的
關
鍵
。
筆
者
的
話
是
：
未

識
方
證
，
先
辨
〝
藥
人
〞
。
即
尋
找
和
辨
別

某
種
藥
證
方
證
的
出
現
頻
率
比
較
高
的
體
質

類
型
，
以
此
作
為
辨
方
證
的
先
導
。
《
中
醫

十
大
類
方
》
中
提
出
了
五
種
〝
藥
人
〞
，
即

所
謂
〝
桂
枝
體
質
〞
〝
麻
黃
體
質
〞
〝
柴
胡

體
質
〞
〝
大
黃
體
質
〞
和
〝
黃
耆
體
質
〞
。

〝
藥
人
〞
絕
不
止
五
種
，
以
上
五
種
則
是
本

人
比
較
熟
悉
和
臨
床
常
見
的
。
這
些
體
質
類

型
的
識
別
，
主
要
運
用
中
醫
傳
統
的
望
診
、

切
診
、
問
診
來
觀
察
患
者
的
體
型
、
皮
膚
、

脈
象
、
舌
象
而
完
成
的
。
書
中
有
〝
附
子

脈
〞
〝
黃
連
舌
〞
〝
桂
枝
舌
〞
的
提
法
，
是

為
了
更
為
直
觀
地
反
映
〝
病
著
的
人
〞
與
藥

物
的
對
應
點
，
便
於
記
憶
和
臨
床
應
用
。
筆

者
認
為
，
若
使
用
中
醫
方
劑
，
唯
以
辨
病
為

主
，
不
診
脈
，
不
看
舌
，
不
診
腹
，
不
認
體

型
，
沒
有
〝
人
〞
的
指
徵
，
那
就
失
去
了
中

醫
的
特
色
。

但
是
，
用
經
方
也
辨
病
。
經
方
治
病
，

也
其
主
治
範
圍
，
這
就
是
主
治
疾
病
譜
。
經

方
方
證
的
古
典
表
述,

常
常
採
用
整
體
證
與
局

部
證
兩
種
表
述
方
式
，
整
體
證
就
是
前
面
所

講
的
〝
人
〞
，
多
以
形
神
脈
寒
熱
汗
渴
等
為

主
，
如
羸
人
、
強
人
、
煩
、
但
欲
寐
、
其
人

如
狂
、
脈
微
細
、
寒
熱
、
自
汗
無
汗
等
。
局

部
證
多
有
局
部
的
表
現
，
如
咳
、
悸
、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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嘔
、
頭
痛
、
痞
、
痹
、
小
便
不
利
、
少
腹

急
結
等
。
這
些
局
部
證
常
常
用
〝
或…

…

〞

來
表
述
，
可
稱
之
為
或
然
證
。
這
其
實
是
相

關
系
統
疾
病
的
略
稱
。
如
咳
為
呼
吸
系
統
疾

病
，
悸
為
循
環
系
統
疾
病
，
利
為
下
消
化
系

統
疾
病
，
痞
為
上
消
化
系
統
疾
病
，
少
腹
急

結
為
盆
腔
系
統
疾
病
等
。
當
然
，
如
果
搞
清

現
代
疾
病
的
診
治
範
圍
，
那
就
更
好
了
。

 

重
視
加
減
法
及
煎
服
法

經
方
方
後
的
加
減
，
不
可
忽
略
。
張
仲

景
加
什
麼
、
減
什
麼
，
是
有
嚴
格
的
指
徵

的
。
這
是
研
究
藥
證
的
重
要
內
容
。
如
咳
加

五
味
子
、
乾
薑
、
細
辛
；
腹
痛
加
芍
藥
；
口

渴
、
小
便
不
利
加
茯
苓
、
白
朮
；
氣
上
衝
加

桂
枝
；
咽
痛
加
桔
梗
；
不
嘔
，
去
半
夏
；
無

汗
、
小
便
不
利
去
桂
枝
；
咳
去
人
參
。

仲
景
對
煎
服
法
也
極
為
講
究
。
煎
法
有

去
浮
沫
、
先
下
、
後
下
、
去
滓
更
煮
。
煎
藥

用
水
有
水
、
酒
的
不
同
。
服
法
有
頓
服
、
日

二
服
、
三
服
、
四
服
、
五
服
、
少
少
咽
之

等
。
還
有
藥
後
喝
粥
或
不
喝
粥
的
不
同
。

如
桂
枝
湯
服
後
要
喝
粥
和
溫
覆
取
汗
，
這
在

臨
床
是
極
為
重
要
的
一
環
。
有
實
驗
研
究
證

明
這
樣
能
增
強
桂
枝
湯
對
流
感
病
毒
性
肺
炎

的
抑
制
作
用
。
以
上
這
些
臨
床
護
理
技
術
，

經
方
應
用
中
不
可
忽
視
，
用
清
代
傷
寒
家
陳

修
園
的
話
說
，
〝
古
聖
人
之
心
法
在
此
〞

（
《
長
沙
方
歌
括
》
）
。

 

醫
案
和
驗
方
要
研
究

要
真
正
活
用
經
方
，
光
研
究
《
傷
寒

論
》
《
金
匱
要
略
》
也
是
不
夠
的
。
揣
摩
後

世
名
醫
的
醫
案
，
特
別
是
經
方
家
的
醫
案
，

尤
有
實
用
價
值
。
如
葉
天
士
醫
案
中
關
於
運

用
桂
枝
湯
、
梔
豉
湯
、
苓
桂
味
甘
湯
、
真
武

湯
的
經
驗
；
尤
在
涇
醫
案
運
用
金
匱
腎
氣
丸

的
經
驗
，
近
代
名
醫
範
文
虎
醫
案
中
運
用
四

逆
散
、
桂
枝
湯
的
經
驗
；
徐
小
圃
醫
案
運
用

麻
黃
湯
、
四
逆
湯
的
經
驗
，
吳
佩
衡
醫
案
運

用
附
子
的
經
驗
，
都
是
學
習
經
方
時
的
重
要

參
考
資
料
。
本
人
所
編
著
的
《
醫
案
助
讀
》

中
選
擇
了
不
少
經
方
家
醫
案
。
這
些
醫
案
，

或
為
大
病
奇
病
，
或
立
法
有
新
意
，
或
處
方

用
藥
別
致
，
或
議
論
精
闢
，
值
得
細
讀
。

在
讀
名
醫
醫
案
中
，
應
注
意
兩
方
面
的

內
容
，
一
是
如
何
把
握
經
方
的
應
用
指
徵

的
？
二
是
如
何
加
減
變
化
的
？

此
外
，
研
究
歷
代
名
家
小
方
的
主
治
和

藥
證
，
也
很
有
必
要
。
這
些
小
方
，
藥
味
在3

味
左
右
，
主
治
比
較
明
確
，
對
於
理
解
經
方

的
主
治
以
及
配
伍
規
律
是
有
較
大
幫
助
的
。 

有
人
統
計
《
傷
寒
論
》
《
金
匱
要
略
》
《
千

金
翼
方
》
《
普
濟
本
事
方
》
等
古
籍
中
，4

味

藥
物
及
其
以
下
者
分
別
占
各
書
方
劑
總
數
的

3
8

.7

％—
6
4
.5

％
，
可
見
經
方
中
小
方
數
是

佔
有
極
大
比
例
的
。
研
究
小
方
與
研
究
經
方

具
有
相
同
的
意
義
。

 

實
驗
結
果
不
是
臨
證
指
南

近
年
來
，
國
內
外
一
些
醫
藥
研
究
人
員

對
一
些
常
用
經
方
進
行
了
大
量
的
藥
理
作
用

和
配
伍
的
研
究
，
其
實
驗
結
果
對
經
方
藥
效

的
證
明
、
方
證
的
明
確
，
經
方
劑
量
、
服
用

方
法
和
劑
型
的
改
進
等
，
都
有
積
極
的
意

義
。
這
是
學
習
與
研
究
經
方
時
所
必
須
瞭
解

並
加
以
利
用
的
。
但
也
應
該
認
識
到
，
由
於

實
驗
室
與
臨
床
尚
有
較
大
的
區
別
，
動
物
試

驗
與
人
體
實
驗
不
同
，
單
因
素
研
究
與
多
因

素
研
究
不
同
，
傳
統
水
煎
與
提
取
物
不
同
，

所
以
，
實
驗
室
的
結
果
只
能
作
為
臨
床
應
用

的
參
考
，
而
不
是
臨
床
指
南
。
如
現
代
藥
理

學
研
究
證
明
，
黃
耆
對
心
血
管
系
統
、
血
液

系
統
、
腎
功
能
、
物
質
代
謝
以
及
腫
瘤
等

均
有
良
好
作
用
，
可
使
減
少
的
血
細
胞
數
恢

復
正
常
，
可
擴
張
冠
狀
動
脈
，
改
善
心
臟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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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增
加
抗
缺
氧
能
力
，
防
止
脂
質
過
氧

化
，
改
善
腎
臟
功
能
，
防
止
肝
糖
元
減
少
，

抗
衰
老
等
。
但
是
否
臨
床
是
所
有
心
血
管
疾

病
、
腎
病
、
腫
瘤
都
可
以
使
用
黃
耆
呢
？
顯

然
是
不
符
合
臨
床
實
際
的
。
所
以
，
要
正
確

使
用
經
方
，
注
重
臨
床
是
關
鍵
，
這
是
根

本
。
經
方
的
方
證
目
前
尚
難
作
出
公
認
的
動

物
模
型
，
只
有
在
臨
床
，
在
具
體
的
病
人
身

上
，
才
能
體
會
到
經
方
的
使
用
方
法
，
才
能

悟
到
經
方
的
精
妙
之
處
。
筆
者
對
經
方
發
生

興
趣
，
完
全
是
在
臨
床
培
養
的
，
不
是
信
而

好
古
，
而
是
經
方
的
療
效
確
切
，
如
桂
枝
龍

骨
牡
蠣
湯
治
咳
喘
胃
痛
，
防
己
黃
耆
湯
治
療

汗
出
而
腫
的
糖
尿
病
，
黃
連
阿
膠
湯
治
療
漏

下
不
眠
，
白
虎
加
人
參
湯
治
出
血…

…

使
筆

者
嘗
到
了
應
用
經
方
的
甜
頭
。 

經
方
的
運
用
經
驗
，
來
之
不
易
，
如
有

名
師
指
點
，
那
比
自
己
在
臨
床
摸
索
要
強
許

多
許
多
。
此
外
，
同
道
之
間
多
交
流
，
注
意

收
集
各
種
雜
誌
上
有
關
經
方
應
用
的
報
導
，

也
有
利
於
自
己
經
驗
的
積
累
和
臨
床
水
準
的

提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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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茹
」
的
解
釋─

 
 
 

有
關
本
草
中
提
到
的
「
茹
」

◎
 

黃
宏
庭 

醫
師

《
學
術
專
文
》

【
前
言
】

中
醫
基
礎
理
論
、
本
草
、
經
絡
學
等

知
識
，
是
學
習
中
醫
的
重
要
基
礎

科
目
。因

為
對
台
灣
藥
用
植
物
的
涉
獵
與
栽

培
，
在
求
學
歷
程
中
，
一
直
潛
移
默
化
地
影

響
末
學
對
於
藥
用
植
物
、
中
草
藥
的
鑽
研
。

謝
謝
俞
增
學
弟
的
邀
稿
，
在
準
備
國
考
之

中
，
盼
能
以
一
篇
簡
單
的
文
章
，
發
揮
拋
磚

引
玉
的
功
效
，
讓
更
多
中
醫
界
的
先
進
、
同

好
提
供
更
好
的
經
驗
傳
承
。

在

研

讀

本

草
過

程

中

，
很

常
發

現

「
茹
」
字
，
除
了
寫
八
股
文
章
會
用
到
的
成

語
「
茹
毛
飲
血
」
，
再
來
就
是
偶
爾
會
見

到
有
美
女
會
取
這
個
字
為
名
。
本
文
針
對

「
茹
」
字
文
字
學
部
份
作
簡
單
的
探
討
，
加

上
本
草
的
幾
本
重
要
書
籍
中
，
對
於
「
茹
」

字
的
檢
索
，
希
望
對
初
學
者
有
觸
類
旁
通
，

或
可
增
加
對
於
本
草
的
熟
悉
度
。

在
本
草
學
的
發
展
中
，
末
學
很
遺
憾

地
發
現
，
因
為
中
國
地
大
物
博
（
物
種
豐

富
）
，
地
區
性
語
言
（
方
言
）
眾
多
，
以
及

植
物
形
態
學
的
發
展
不
明
確
深
刻
，
往
往
造

成
同
名
異
物
、
同
物
異
名
等
等
情
形
發
生
，

在
本
草
的
經
驗
傳
承
中
，
可
能
會
發
生
老
師

講
的
和
學
生
所
領
會
的
相
左
，
謬
誤
從
此
大

矣
！
逝
者
已
矣
，
來
者
可
追
！
盼
望
學
弟
妹

能
夠
在
本
草
的
學
習
中
，
以
實
物
辨
識
為
起

點
，
感
受
更
直
覺
的
學
習
經
驗
。

說
文
解
字

【
卷
一
】
【
艸
部
】

小
篆 

馬
也
。
從
艸
如
聲
。
人
庶
切

茹
【
ㄖ
ㄨˊ

】

茹
，
食
也
。
吳
越
之
間
，
凡
貪
飲
食

者
謂
之
茹
。
《
方
言
》
。
注
：
〝
今

俗
呼
能
粗
食
者
為
茹
。
〞

舜
之
飯
糗
茹
草
也
，
若
將
終
身
焉
。

《
孟
子•

盡
心
下
》

飲
其
血
，
茹
其
毛
。
《
禮
記•

禮

運
》

柔
則
茹
之
。
柔
亦
不
茹
。
《
詩•

大

雅•

庶
民
》

回
之
家
貧
，
唯
不
飲
酒
不
茹
葷
者
數

月
矣
。
《
莊
子•

人
間
世
》

茹
啖
其
草
木
荑
實
。
明•

劉
基
《
苦

齋
記
》

又
如
：
茹
葷
飲
酒(

吃
肉
喝
酒)

茹
；

毛(

太
古
時
人
們
連
毛
帶
血
捕
食
禽

獸)

；
茹
草(

吃
草)

；
茹
恨(

飲
恨
，

含
恨)

；
茹
素(

吃
素
食
，
不
吃
魚
肉

動   詞

形聲。從艸，如聲。本義：吃

學
士
後
中
醫
學
系
二
十
二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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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草
備
要
》
中
的
「
茹
」

等
葷
腥)

；
茹
菜(

吃
蔬
菜)

；
茹
葷

(

本
指
吃
蔥
韭
等
辛
辣
的
蔬
菜
。
後
指

吃
魚
肉
等)

；
茹
薇(

採
食
野
菜)

；
茹

齋(

吃
素
食)

茹
苦
含
辛     

比
喻
飽
受
辛
苦

茹
苦
含
辛
，
更
百
千
萬
億
生
而
後

成
。
宋•
蘇
軾
《
中
和
勝
相
院
記
》

也
作
〝
茹
苦
含
酸
〞
、
〝
含
辛
茹

苦
〞

茹
毛
飲
血     

茹
：
吃
。
指
原
始
人

不
懂
得
用
火
，
捕
到
禽
獸
就
連
毛
帶

血
生
吃
饑
即
求
食
，
飽
即
棄
餘
，

茹
毛
飲
血
，
而
衣
皮
葦
。
漢•
班
固

《
白
虎
通
義
》

茹
，
飯
牛
也
。
《
玉
篇
》

茹
，
貪
也
。
《
廣
雅
》

茹
，
恣
也
。
《
廣
韻
》

茹
古
涵
今
，
無
有
端
涯
。
唐•

皇
甫

湜
《
韓
文
公
墓
銘
》

又
如
：
茹
內(

容
納);

茹
古
涵
今(

猶
言

博
古
通
今)

引
申
為
忍
受
。
如
：
含
辛
茹
苦(

受
盡

辛
苦);

茹
恨(

飲
恨
，
含
恨);

茹
荼(

比

喻
受
盡
苦
難
。
荼
，
苦
菜)

喂
【牛馬】

貪;恣包含

我
心
匪
鑒
，
不
可
以
茹
。
《
詩•

邶

風•

柏
舟
》

十
月
初
凍
尚
暖
，
未
須
茹
甕
；…

《
齊
民
要
術
》

辰
放
氏
作
，
時
多
陰
風
，
乃
教
民
搴

木
茹
皮
以
禦
風
霜
。
宋•

羅
泌
《
路

史
》

諸
船
人
行
船
、
茹
船
、
寫
漏
、
安
標

宿
止
不
如
法
，…

笞
五
十
。
《
唐
律

疏
議
》

以
茹
魚
去
蠅
。
《
呂
氏
春
秋•

功

名
》

又
如
：
茹
魚(

腐
敗
發
臭
的
魚)

白
露
之
茹
。
枚
乘
《
七
發
》

菜
茹
有
畦
。
《
漢
書•

食
貨
志
上
》

拔
茅
連
茹
（
黃
按
：
形
容
白
茅
根
的

根
系
相
連
）

茹
，
柔
也
。
《
玉
篇
》

攬
茹
蕙
以
掩
涕
兮
，
沾
餘
襟
之
浪

浪
。
《
楚
辭•

離
騷
》

塞 雜揉
包，
圍裹 猜想腐爛

名詞

植物的地下部分的真根、
球根、塊根或其他變莖

蔬菜的
總稱

柔軟

形容詞

名
詞

基
原

大
戟
科 

狼
毒
大
戟 E

uphorbia 
fischeriana S

teud

本
品
為
禾
本
科G

ram
ineae 

植
物

淡
竹P

hyllostachys nigra (Lodd.) 
M

unro var. henonis (M
itf.) S

tapf 
ex R

endle 

、
青
稈
竹B

am
busa 

tuldoides M
unro 

、
大
頭
典
竹

S
inocalam

us beecheyanus 
(M

unro) M
c- C

lure var. pubescens 
P

. F
. Li

之
莖
稈
除
去
外
皮
後
刮
下
之
乾

燥
中
間
層
。

★

文
獻
節
錄

<

目
錄>

草
部

<

篇
名>

 

茹    

（
狼
毒
大
戟 E

uphorbia 
fischeriana S

teud

）

內
容
：
瀉
，
破
血 

辛
寒
，
有
小
毒
。
蝕
惡
肉
，
排
膿
血
，
殺
疥

蟲
，
除
熱
痺
，
破
症
瘕
（
《
內
經
》
同
烏
賊

骨
。
治
婦
人
血
枯
）
。
根
如
萊
菔
，
皮
黃
肉

白
，
葉
長
微
闊
，
折
之
有
汁
，
結
實
如
豆
，
一

顆
三
粒
。
甘
草
為
使
。

參
考
：
本
草
綱
目
中
，
時
珍
曰
： 

茹
本
作

藘
茹
，
其
根
牽
引
之
貌
。 

竹茹 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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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農
本
草
經
讀
》
中
的
「
茹
」

《
本
經
疏
證
》
中
的
「
茹
」

<

目
錄>

木
部

<
篇
名>

竹
茹

內
容
：
瀉
上
焦
煩
熱
，
涼
血 

甘
而
微
寒
。
開
胃
土
之
郁
，
清
肺
金
之
燥
，
涼

血
除
熱
。
治
上
焦
煩
熱
（
皮
入
肺
，
主
上
焦
。

溫
膽
湯
用
之
）
，
溫
氣
寒
熱
，
噎
膈
嘔
逆
（
胃

熱
）
，
吐
血
衄
血
（
清
肺
涼
胃
，
齒
血
不
止
，

浸
醋
含
之
）
，
肺
痿
驚
癇
（
散
肝
火
）
，
崩
中

胎
動
（
涼
胎
氣
）
。

名
詞

基
原

蘆
茹

（
藘
茹
）

茜
草
科 

茜
草 (R

ubia 
cordifolia L.) 

的
根
及
根
莖

竹
茹

略

★

文
獻
節
錄

<

目
錄>

卷
之
二\

上
品

<

篇
名>

茜
草

內
容
：
氣
味
苦
、
寒
，
無
毒
。
主
寒
濕
風
痺
，

黃
膽
，
補
中
。 

陳
修
園
曰
：
氣
味
苦
寒
者
，
得
少
陰
之
氣
化

也
。
風
寒
濕
三
氣
合
而
為
痺
，
而
此
能
入
足
少

陰
，
俾
上
下
交
通
而
旋
轉
，
則
痺
自
愈
矣
。
上

下
交
通
則
中
土
自
和
，
斯
有
補
中
之
效
矣
。
中

土
和
則
濕
熱
之
氣
自
化
，
而
黃
膽
愈
矣
。
又

《
素
問
》
以
蘆
茹
一
兩
，
烏
側
魚
骨
四
兩
，
丸

以
雀
卵
，
飲
以
鮑
魚
汁
，
治
氣
竭
肝
傷
、
脫

血
、
血
枯
，
婦
人
血
枯
經
閉
，
丈
夫
陰
痿
精

傷
，
名
曰
四
烏
𥝲
（
ㄗ
ㄜ
ˊ
）
骨
一
蘆
茹
丸
。

蘆
茹
即
茜
草
也
，
亦
取
其
入
少
陰
以
生
血
，
補

中
宮
以
統
血
。
汁
可
染
絳
，
似
血
而
能
行
血

歟
。
（
後
人
以
此
三
味
入
烏
骨
白
絲
毛
雞
腹

內
，
以
陳
酒
、
童
便
、
煮
爛
，
烘
乾
為
丸
。
以

百
勞
水
下
五
七
十
丸
，
治
婦
人
倒
經
血
溢
於

上
、
男
子
咳
嗽
吐
血
、
左
手
關
脈
弦
，
背
上
畏

寒
有
淤
血
者
。
）

<

目
錄>

本
草
附
錄\

《
別
錄
》
、
《
唐
本

草
》
、…
…

<

篇
名>

竹
茹

內
容
：
氣
味
甘
、
微
寒
，
無
毒
。
主
嘔 

，
溫

氣
，
寒
熱
，
吐
血
，
崩
中
。
（
《
別
錄
》
） 

張
隱
庵
曰
：
此
以
竹
之
脈
絡
，
而
通
人
之
脈
絡

也
。
人
身
脈
絡
不
和
，
則
吐
逆
為
熱
矣
。
脈
絡

不
和
，
則
或
寒
或
熱
矣
。
充
膚
熱
肉
澹
滲
皮
毛

之
血
，
不
循
行
於
脈
絡
，
則
上
吐
血
而
下
崩
中

矣
，
竹
茹
通
脈
絡
，
皆
治
之
。 

名
詞

基
原

茹
草
葉

繖
形
科

柴
胡
（
北
柴
胡
） (B

upleurum
 

chinensis D
C

) 

和
狹
葉
柴

胡
（
南
柴
胡
） (B

upleurum
 

scorznerifolium
 W

illd) 
的
根
或
全

草
。

皮
茹

竹
茹

竹
皮

同
上
表
之
竹
茹
，
略

茹
藘

茜
草
科 

茜
草 (R

ubia cordifolia 
L.) 

的
根
及
根
莖

茹
根

禾
本
科 

白
茅 (Im

perata 
cylindrica B

eauv. var. m
ajor 

(N
ees) C

. E
. H

ubb.) 

的
根
莖

★

文
獻
節
錄

茈
胡
（
黃
按
：
即
為
柴
胡
）

味
苦
，
平
、
微
寒
，
無
毒
。
主
心
腹
，
去
腸

胃
中
積
氣
、
飲
食
、
積
聚
、
寒
熱
、
邪
氣
，

推
陳
致
新
，
除
傷
寒
心
下
煩
熱
，
諸
痰
熱
結

實
，
胸
中
邪
逆
（
一
本
作
氣
）
，
五
臟
間
遊

氣
，
大
腸
停
積
，
水
脹
及
溼
痹
拘
攣
，
亦
可

作
浴
湯
。
久
服
輕
身
、
明
目
、
益
精
。

一
名
地
薰
，
一
名
山
菜
，
一
名
茹
草
葉
，

一
名
芸
蒿
，
辛
香
可
食
。
生
宏
農
川
谷
及

冤
句
，
二
月
、
八
月
採
根
，
暴
乾
。
（
得
茯

苓
、
桔
梗
、
大
黃
、
石
膏
、
麻
子
仁
、
甘

草
、
桂
，
以
水
一 

煮
取
四
升
，
入
消
石
三

方
寸
匕
，
療
傷
寒
，
寒
熱
，
頭
痛
，
心
下
煩

滿
。
半
夏
為
之
使
，
惡
皂
莢
，
畏
女
菀
、
藜

蘆
。
）

竹
葉

…

至
若
皮
茹
，
原
係
運
輸
津
液
上
朝
之
道

路
，
其
中
雖
有
屬
陽
之
節
為
阻
，
其
外
實
一

線
上
行
，
並
無
留
滯
，
內
之
阻
正
以
外
之
通

而
得
生
，
故
治
中
氣
之
有
阻
而
逆
者
，
如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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𥝲

參
考
文
獻

1‧

漢
典 h

ttp
://w

w
w

.zd
ic.n

e
t/zd

/zi/

Z
dicE

8Z
dic8C

Z
dicB

9.htm
 

2‧

本
草
學
教
科
書
，
上
海
科
學
技
術
出
版

社3‧

本
草
備
要
，
清
，
汪
昂

4‧

神
農
本
草
經
讀
，
清
，
陳
修
園

5‧

本
經
疏
證
，
清
，
鄒
潤
安

激
為
嘔
噁
，
相
爭
為
寒
熱
，
相
迫
為
吐
血
，

相
逐
為
崩
中
，
何
莫
非
以
陽
格
陰
，
陰
不
流

通
，
奔
突
外
出
之
候
，
若
在
外
得
通
，
在
內

自
可
轉
旋
，
即
不
能
自
致
通
暢
，
更
為
或
和

其
陰
，
或
和
其
陽
，
亦
自
有
力
而
少
隔
閡
，

如
橘
皮
竹
茹
湯
之
治
噦
逆
，
乃
於
中
宮
用
陽

和
陰
；
竹
皮
大
丸
之
治
婦
人
乳
中
虛
煩
亂
嘔

逆
，
乃
於
中
宮
用
陰
和
陽
，
皆
一
舉
可
平
，

故
目
其
功
能
曰
安
中
益
氣
。
以
是
知
竹
皮
之

功
，
全
從
在
外
轉
旋
在
內
之
氣
，
比
之
竹
葉

從
在
上
解
陰
翳
而
暢
在
中
之
陽
者
，
又
不
侔

矣
。

茜
根

味
苦
，
寒
，
無
毒
。
主
寒
溼
風
痹
，
黃
疸
，

補
中
，
止
血
，
內
崩
，
下
血
，
膀
胱
不
足
，

踒
跌
，
蠱
毒
。
久
服
益
精
氣
、
輕
身
。
可
以

染
絳
。
一
名
地
血
，
一
名
茹
藘
，
一
名
茅

蒐
，
一
名
倩
。
生
喬
山
川
谷
，
二
月
、
三
月

采
根
，
暴
乾
。
（
畏
鼠
姑
。
）

茅
根

味
甘
，
寒
，
無
毒
。
主
勞
傷
，
虛
羸
，
補

中
，
益
氣
，
除
瘀
血
、
血
閉
、
寒
熱
，
利

小
便
，
下
五
淋
，
除
客
熱
在
腸
胃
，
止
渴
，

堅
筋
，
婦
人
崩
中
。
久
服
利
人
。
其
苗
主
下

水
，
一
名
蘭
根
，
一
名
茹
根
，
一
名
地
菅
，

一
名
地
筋
，
一
名
兼
杜
。
生
楚
地
山
谷
田

野
，
六
月
采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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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個
人
去
看
病
，
醫
師
問
這
個

病
人
說
哪
裡
痛
？
他
說
：
「
我
心

痛
」
。
醫
師
問
他
：
「
你
什
麼
時
候
開
始
心

痛
？
」
病
人
就
說
：
「
我
看
到
你
的
時
候
就

開
始
心
痛
。
」
為
什
麼
病
人
會
這
樣
回
答
？

表
示
這
個
醫
師
沒
辦
法
給
人
信
任
感
、
沒
有

給
人
同
理
心
。

一
個
人
去
看
病
，
一
進
到
這
個
診
所

後
，
原
先
煩
躁
不
安
的
心
情
就
能
夠
馬
上
平

靜
下
來
，
當
他
進
到
診
間
的
時
候
，
看
到
這

個
醫
師
所
散
發
出
來
的
氣
質
，
就
能
夠
讓
病

得
到
緩
解
。
這
樣
才
是
最
成
功
的
一
位
醫

師
。

能
夠
達
到
這
個
地
步
，
我
想
，
是
有
對

人
的
同
理
心
，
具
有
極
高
的
人
文
藝
術
的
修

養
，
這
是
很
重
要
的
。

儒
醫
的
起
源

儒
醫
這
個
名
詞
最
早
是
見
於
宋
朝
。
宋

朝
學
者
洪
邁
寫
過
一
本
《
夷
堅
志
》
，
甲

卷
第
三
面
提
到
，
謝
與
權
這
個
人
是
位
儒

醫…
…

。
這
是
「
儒
醫
」
這
個
名
詞
的
最
早

記
載
。
但
是
原
文
只
說
：
這
個
醫
師
治
好
一

個
很
奇
怪
的
病
，
並
沒
有
解
釋
說
他
為
什
麼

是
儒
醫
。

儒
醫
為
什
麼
會
興
盛
於
宋
朝
呢
？

（
１
）
醫
學
的
地
位
因
為
皇
帝
的
偏
好
而
與

日
俱
隆
。
在
歷
史
上
的
紀
載
，
宋
太

宗
趙
匡
胤
本
身
懂
醫
，
曾
經
親
自
治

療
弟
弟
的
病
，
也
自
己
蒐
集
了
一
千

多
個
方
子
，
更
曾
經
命
令
史
臣
來
編

纂
醫
書
。

（
２
）
儒
家
的
思
想
在
宋
朝
時
特
別
穩
固
。

大
臣
大
多
是
儒
者
出
身
，
而
儒
士
有

格
物
致
知
朝
向
實
用
主
義
，
也
就
是

實
際
應
用
發
展
的
傾
向
。
范
仲
淹
曾

經
在
年
輕
還
沒
考
上
進
士
很
窮
的
時

候
，
到
廟
裡
面
去
拜
拜
。
他
跟
神
明

說
：
第
一
個
志
願
要
做
良
相
，
神
明

跟
他
說
，
你
大
概
沒
辦
法
做
到
。
范

仲
淹
又
說
，
第
二
個
志
願
要
做
一
個

良
醫
。
有
人
問
他
為
什
麼
選
擇
一
個

這
麼
卑
微
的
工
作
來
做
？
范
仲
淹
講

說
：
「
做
一
個
好
宰
相
當
然
可
以
治

理
天
下
所
有
老
百
姓
，
但
是
如
果
做

為
一
位
良
醫
也
可
以
治
療
很
多
老
百

姓
。
兩
者
的
功
用
是
差
不
多
的
。
」

所
以
，
「
不
為
良
相
就
為
良
醫
」
是

宋
朝
非
常
流
行
的
一
句
話
。

儒
醫
的
貢
獻

一
、
醫
師
地
位
提
高

《
特
別
演
講
》

◎

主
講\

李
建
祥
老
師 

打
字\

林
資
原 

校
稿\

林
俞
增
、
黃
羽
羚 

李
建
祥
老
師
談
儒
醫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中
文
研
究
所	

碩
士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講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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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國
古
代
或
者
是
西
方
，
其
實
醫
師

的
地
位
都
是
很
低
的
。
像
在
古
希
臘
時
代
，

醫
師
是
平
民
擔
任
的
，
地
位
跟
工
匠
一
樣
，

並
不
崇
高
。
在
古
羅
馬
時
代
，
醫
師
是
奴
役

擔
任
的
，
不
過
他
們
比
奴
隸
的
地
位
高
一

點
，
因
為
他
們
有
用
。
要
買
一
個
醫
師
的
價

錢
跟
買
一
個
太
監
一
樣
。

在
中
國
古
代
也
是
一
樣
，
唐
朝
以
前

醫
師
是
一
個
卑
賤
的
職
業
，
韓
愈
的
〈
師

說
〉
，
寫
道
：
「
巫
醫
樂
師
百
工
之
人
，
君

子
不
齒
。
」
所
謂
君
子
不
齒
，
就
是
不
願
意

把
它
放
在
一
起
。
所
以
醫
師
的
地
位
非
常
低

下
，
一
般
人
不
願
意
從
事
醫
師
這
個
行
業
，

尤
其
是
知
識
份
子
或
菁
英
份
子
。

宋
朝
初
年
之
後
，
范
仲
淹
曾
經
上
書
，

他
說
：
現
在
京
師
的
人
口
約
有
上
百
萬
，
行

醫
的
醫
師
約
有
五
千
人
以
上
，
而
且
大
部
分

都
是
道
聽
而
來
，
並
沒
有
受
過
完
整
的
醫
學

教
育
，
希
望
改
革
一
些
教
育
。
在
朝
廷
開
始

重
視
醫
學
之
後
，
做
了
一
些
措
施
，
對
醫
師

的
地
位
提
高
大
有
幫
助
。

醫
師
本
來
為
一
個
為
人
親
切
的
職
業
，

在
《
禮
記‧

王
制
》
裡
面
說
到
：
「
凡
執
技

以
事
上
者
：
祝
史
、
射
御
、
醫
卜
及
百
工
。

凡
執
技
以
事
上
者
：
不
貳
事
，
不
移
官
，
出

鄉
不
與
士
齒
。
仕
於
家
者
，
出
鄉
不
與
士

齒
。
」
所
謂
不
貳
事
，
指
不
能
從
事
其
他
行

業
。
不
移
官
，
指
不
能
升
官
。
出
鄉
不
與
士

齒
，
指
離
開
家
鄉
後
就
不
能
排
在
士
的
行

列
。
鄭
玄
對
這
一
段
的
解
釋
是
賤
也
，
意
思

是
在
裡
面
地
位
是
很
低
賤
的
，
韓
愈
對
這
一

段
的
解
釋
是
巫
醫
樂
師
百
工
之
人
，
君
子
不

齒
。

宋
儒
認
為
說
醫
的
本
質
與
儒
最
為
貼

近
，
儒
家
講
求
仁
恕
、
仁
愛
、
親
民
，
與
醫

師
的
本
質
最
為
相
近
。
林
億
在
校
注
《
針
灸

甲
乙
經
》
的
序
裡
就
說
：
「
臣
聞
通
天
地
人

曰
儒
，
通
天
地
不
通
人
曰
技
，
斯
醫
者
雖
曰

方
技
，
其
實
儒
者
之
事
乎
。
」
這
裡
有
一
個

重
點
，
儒
除
了
通
天
通
地
之
外
，
最
重
要
的

是
通
人
。
一
般
技
藝
的
人
可
能
會
做
一
些
其

他
的
技
藝
，
但
是
如
果
不
能
有
仁
，
對
人
有

同
理
心
，
有
做
為
一
個
人
基
本
的
素
養
，
就

不
能
稱
作
儒
。
所
以
醫
者
的
本
質
跟
儒
最
相

近
。
所
以
范
仲
淹
才
說
不
為
良
相
便
為
良

醫
。

宋
朝
以
前
醫
學
的
教
育
似
乎
沒
有
非
常

制
度
化
，
沒
有
屬
於
國
家
正
式
的
教
育
。
宋

初
設
太
醫
局
，
分
科
招
收
學
生
，
隸
太
常

寺
。
徽
宗
崇
寧
二
年
，
始
建
醫
學
，
改
隸
國

子
監
。醫

師
的
培
養
屬
於
國
子
監
的
意
義
：

（
１
）
國
子
監
的
主
事
都
是
儒
者
，
對
醫
學

倫
理
以
儒
家
仁
民
愛
物
的
精
神
來
處

理
，
所
以
在
醫
學
倫
理
有
很
大
的
進

步
。
儒
者
有
學
問
，
對
於
教
育
紀
錄

的
建
立
、
教
材
的
編
輯
都
有
極
大
的

貢
獻
。
教
育
制
度
改
革
之
後
，
醫
師

的
素
質
提
高
了
，
社
會
地
位
也
一
定

會
提
高
。

（
２
）
學
生
的
素
質
也
會
提
高
。
國
子
監
入

學
的
條
件
是
：
第
一
國
子
生
必
須
是

七
品
以
上
官
員
的
子
第
才
能
就
讀
，

太
學
生
必
須
是
八
品
以
下
子
弟
就

讀
，
太
習
生
則
是
由
庶
民
子
弟
中
優

異
者
。
也
就
是
說
，
學
醫
的
人
是
經

過
選
擇
的
，
最
優
秀
的
人
才
才
能
學

醫
。

其
實
現
在
國
內
的
醫
師
的
培
養
，
所
有

考
上
醫
學
院
的
的
學
生
都
是
百
中
選
一
的
，

水
準
之
高
都
是
無
庸
置
疑
的
。
但
是
我
們
有

沒
有
因
為
程
度
有
點
高
就
驕
傲
或
自
滿
？
這

是
應
該
好
好
思
考
的
問
題
。

二
、
對
醫
學
倫
理
的
正
面
影
響

儒
醫
對
醫
學
的
正
面
貢
獻
除
了
社
會
地

位
提
高
之
外
，
還
有
對
醫
學
倫
理
的
正
面
影

響
。
宋
以
前
的
醫
學
大
部
分
以
道
醫
為
主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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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
然
有
人
講
說
張
仲
景
有
儒
家
的
背
景
，

但
理
由
非
常
牽
強
，
雖
然
有
人
講
說
孫
思
邈

在
千
金
要
方
中
有
提
到
說
「
又
須
涉
獵
群

書
，
何
者
，
若
不
讀
五
經
，
不
知
有
仁
義
之

道
」
但
是
沒
有
人
把
孫
思
邈
當
作
儒
醫
，
反

而
認
為
是
道
醫
，
稱
孫
思
邈
是
孫
真
人
。
）

很
多
醫
學
著
作
資
料
裡
面
，
如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
《
醫
部
全
錄
》
裡
，
都
認
為
做
一

個
醫
師
一
定
要
讀
很
多
的
儒
家
典
籍
。
例
如

明
朝
李
梃
的
《
醫
學
入
門
》
裡
面
說
，
要
讀

完
孝
經
、
論
語
（
這
是
作
人
的
原
則
）
、
小

學
、
文
字
訓
詁
之
學
。
如
果
能
懂
文
字
訓
詁

之
學
，
對
於
古
書
真
正
的
含
意
與
內
容
，
才

能
真
正
了
解
。

三
、
編
纂
一
系
列
標
準
教
科
書

《
會
要
》
裡
提
到
：
「
嘉
祐
3
年
，
置

校
正
醫
書
局
於
編
修
院
，
以
直
集
賢
院
掌
禹

錫
、
林
億
校
理
，
張
洞
校
勘
，
蘇
頌
等
並
為

校
正
。
後
又
命
孫
奇
、
高
保
衡
、
孫
兆
同
校

正
。
」
在
校
正
醫
書
的
過
程
之
中
，
除
了
醫

師
參
與
之
外
，
還
有
很
多
儒
者
加
入
。
這
個

校
正
醫
書
局
直
到
宋
仁
宗
熙
寧
二
年
結
束
，

奉
敕
校
正
的
醫
書
有
內
經
素
問
、
難
經
、
傷

寒
、
脈
經
等
二
十
八
部
。
目
前
我
們
還
是
認

為
這
些
書
是
學
中
醫
的
人
必
讀
的
書
。

為
什
麼
儒
者
加
入
醫
學
典
籍
的
編
纂
、

整
理
，
有
其
重
要
的
貢
獻
呢
？
有
什
麼
特
長

才
能
做
出
這
些
貢
獻
呢
？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提

要
在
敘
述
滑
壽
的
《
難
經
》
的
時
候
就
說
：

滑
壽
本
儒
者
，
能
通
解
古
書
文
義
，
所
以
對

難
經
的
註
解
視
他
家
為
多
云
，
因
為
他
的
註

解
比
其
他
的
詳
細
。

儒
醫
的
負
面
影
響

一
、
醫
學
的
專
業─

─

也
是
道
德
的
必
要
條
件

因
為
儒
醫
這
個
名
詞
並
沒
有
很
確
定
的

定
義
，
儒
必
知
醫
或
醫
必
學
儒
或
儒
學
醫
或

醫
學
儒
，
或
兼
醫
儒
，
沒
有
一
定
的
界
說
，

只
要
是
有
儒
學
素
養
的
醫
師
就
稱
儒
醫
，
懂

得
醫
學
的
儒
者
也
可
以
叫
儒
醫
。

但
是
如
果
定
義
如
此
寬
鬆
就
會
有
一
些

負
面
事
情
出
現
，
第
一
個
例
子
要
舉
聖
散

子
。
蘇
東
坡
用
聖
散
子
這
個
方
在
黃
州
、
杭

州
都
治
療
了
很
多
民
病
，
都
是
大
規
模
的
傳

染
病
被
他
給
治
好
了
，
但
是
在
蘇
東
波
治
好

這
個
病
以
後
，
這
個
方
子
就
有
名
了
，
天
下

風
行
。
可
是
在
後
來
我
們
就
看
到
許
多
用
聖

散
子
治
病
由
蘇
東
坡
紀
載
的
活
人
無
數
變
成

殺
人
無
數
，
這
是
牽
涉
到
醫
學
專
業
的
問

題
。

南
宋
陳
無
擇
，
在
《
三
因
極
一
病
證
方

論
》
中
有
提
到…

蘇
東
坡
是
把
治
療
傷
寒
方

子
誤
認
為
治
療
瘟
疫
的
方
子
，
方
子
本
性
溫

熱
用
來
治
療
傷
寒
正
好
，
用
來
治
療
溫
疫
卻

是
火
上
加
油
。
像
這
樣
的
論
點
在
清
朝
的
名

醫
王
士
雄
《
溫
熱
經
緯
》
裡
也
有
提
到
。

所
以
我
們
會
認
為
，
當
然
人
文
、
藝
術

的
修
養
對
醫
師
來
說
很
重
要
，
但
是
畢
竟
醫

學
有
其
專
業
，
我
們
應
該
有
一
個
想
法
，
專

業
也
是
道
德
的
一
個
必
要
條
件
。
有
句
俗
話

說
，
「
熟
讀
王
叔
和
不
如
臨
證
多
」
，
也
就

是
說
，
醫
學
的
確
是
個
專
業
，
如
果
沒
有
專

業
的
話
也
就
沒
有
道
德
。

二
、
思
想
偏
失

我
們
再
看
看
這
個
儒
醫
對
醫
學
還
有
什

麼
負
面
的
影
響
。
某
些
儒
家
思
想
在
醫
道
上

面
有
所
偏
失
。
儒
家
思
想
以
人
為
中
心
，

「
人
之
內
推
是
四
親
」
，
也
就
是
說
對
自
己

的
親
人
。
「
人
之
外
也
是
濟
眾
」
。
但
是
這

二
者
如
果
行
之
不
當
，
為
害
甚
大
。

以
「
內
推
」
來
講
，
在
唐
朝
陳
藏
器
本

草
有
這
樣
的
記
載
：
人
的
血
可
以
治
療
貧

病
，
也
就
是
治
療
衰
弱
；
人
肉
可
以
治
瘵

疾
，
就
說
會
老
。
因
為
陳
藏
器
有
這
樣
的
記

載
，
所
以
當
時
很
流
行
割
骨
事
親
，
就
是
割

自
己
大
腿
上
的
肉
來
醫
療
自
己
雙
親
的
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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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時
政
府
是
鼓
勵
的
，
在
武
則
天
的
時
候
就

曾
經
有
地
方
政
府
報
上
來
有
二
十
八
人
都
是

割
骨
治
親
結
果
武
則
天
給
他
們
蓋
牌
，
也
給

他
們
表
揚
。
類
似
的
情
形
一
直
持
續
到
明
朝

都
還
有
，
甚
至
演
變
到
殺
自
己
的
兒
子
來
醫

自
己
父
親
的
病
。
甚
至
有
人
割
掉
婦
女
的
乳

房
來
治
病
，
也
就
是
要
他
的
妻
子
割
掉
乳
房

來
給
父
母
治
病
。

儒
家
弒
親
的
這
種
思
想
，
有
時
對
醫
學

倫
理
反
而
是
一
種
負
面
的
影
響
。
韓
愈
批

評
：
上
面
明
明
講
說
身
體
髮
膚
受
之
父
母
、

不
敢
毀
傷
，
你
這
樣
自
己
割
骨
，
也
算
是
孝

道
嗎
？
如
果
父
母
親
真
的
有
病
，
你
應
該
說

會
幫
他
找
一
個
好
醫
師
，
然
後
治
好
。
這
樣

就
可
以
了
！

以
「
外
推
」
而
言
，
因
為
「
仁
民
愛

物
」
，
所
以
要
博
施
濟
眾
。
施
藥
也
是
一
種

博
施
濟
眾
，
像
蘇
東
坡
的
聖
散
子
。
某
些
方

面
而
言
，
蘇
東
坡
真
的
很
了
不
起
！
譬
如
說

聖
散
子
在
杭
州
治
療
民
病
，
蘇
東
坡
是
自
己

拿
錢
出
來
的
。
在
杭
州
也
是
自
己
拿
錢
出
來

在
寺
廟
裡
面
設
治
療
所
。
這
是
全
世
界
第
一

個
公
辦
民
營
的
醫
療
機
構
。
蘇
東
坡
的
道
德

非
常
好
，
可
是
有
負
面
的
影
響
。
所
施
的
藥

沒
有
辦
法
對
症
下
藥
，
反
而
造
成
不
良
的
後

果
。
清
朝
俞
樾
在
他
的
書
裡
說
：
「
《
聖

散
子
方
》
自
坡
公
為
之
作
序
，
士
大
夫
多
知

之
，
而
不
知
用
之
不
當
，
亦
以
為
禍
。
余

生
平
喜
為
丸
散
以
施
人
，
書
此
亦
以
自
鑑

也
。
」
畢
竟
醫
學
也
是
一
個
專
業
，
沒
有
專

業
就
沒
有
醫
學
的
道
德
，
醫
學
專
業
是
醫
學

倫
理
裡
面
必
要
的
條
件
之
一
。

結
論

儒
醫
對
醫
學
的
正
面
的
貢
獻
，
也
有
負

面
的
影
響
。
這
些
正
面
貢
獻
或
是
負
面
影
響

在
現
代
社
會
裡
或
許
已
不
存
在
了
，
但
是
我

們
要
擷
取
它
的
精
神
。

一
、
以
人
為
本
。
這
種
人
倫
的
關
懷
，
需
要

很
高
的
人
文
藝
術
修
養
。
儒
家
的
教
育

包
含
禮
、
樂
、
射
、
御
、
書
、
數
，
也

就
是
運
動
、
音
樂
、
書
法
、
藝
術
還
有

自
然
學
科
。
所
以
一
個
完
整
的
醫
學
教

育
不
只
是
醫
的
專
業
而
已
，
應
該
是
一

種
全
能
教
育
。
現
在
學
校
裡
，
往
往
把

通
識
教
育
的
課
程
當
成
營
養
學
分
，
尤

其
是
同
學
平
時
在
上
課
時
缺
席
不
到
，

這
是
不
對
的
，
缺
乏
人
文
素
養
的
醫
師

要
變
成
一
個
良
醫
，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二
、
醫
師
是
一
個
專
業
。
社
會
電
視
媒
體
或

平
面
媒
體
廣
告
販
賣
醫
療
用
品
都
是
請

名
人
或
藝
人
代
言
，
一
般
人
因
為
信
任

這
些
藝
人
或
名
人
，
就
跟
著
相
信
他
們

所
代
言
東
西
的
療
效
，
這
是
很
危
險
的

一
件
事
。
對
一
個
學
醫
的
人
來
說
，
首

先
要
學
好
在
醫
學
方
面
的
專
業
。
而
後

假
如
要
做
到
像
前
言
說
的
，
如
果
要
能

讓
煩
躁
不
安
的
病
人
，
一
進
到
診
所
診

間
就
平
靜
下
來
，
看
到
醫
師
本
身
散
發

出
來
的
氣
質
，
病
情
就
得
到
緩
解
，
需

要
有
很
高
的
人
文
藝
術
修
養
，
希
望
同

學
能
好
好
的
體
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