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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獻之鴨頭丸帖與腎氣丸帖—書史留名的醫聖藥方

展場巡禮

王
獻
之
鴨
頭
丸
帖
與
腎
氣
丸
帖

書
史
留
名
的
醫
聖
藥
方

吳
誦
芬

鴨
頭
丸
帖

王
獻
之
︵
三
四
四

∼

三
八
六
︶
，
字

子
敬
，
祖
籍
琅
琊
︵
今
山
東
臨
沂
︶
，
活
動

於
會
稽
︵
今
浙
江
紹
興
︶
，
是
書
聖
王
羲
之

︵
三○

三

∼

三
六
一
︶
的
第
七
個
兒
子
。

官
至
中
書
令
，
人
稱
王
大
令
。
書
法
與
父

親
齊
名
，
並
稱
﹁
二
王
﹂
。
︵
圖
一
︶

書
史
記
載
王
獻
之
作
書
各
體
兼
擅
，

行
書
、
草
書
尤
其
出
色
，
北
宋
書
家
米
芾

李
時
珍
︵
一
五
一
八

∼

一
五
九
三
︶
︽
本
草

綱
目
︾
卷
四
十
七
，
︿
水
禽
二
十
三
種
附

三
種
﹀
，
︿
鶩
﹀
項
下
也
有
鴨
頭
丸
藥
方
：

　

 

鴨
頭
丸
，
治
陽
水
暴
腫
，
面
赤
，
煩
躁

喘
急
，
小
便
澀
，
其
效
如
神
，
此
裴
河

東
方
也
。
用
甜
葶
藶
炒
二
兩
熬
膏
，
漢

防
己
末
二
兩
，
以
綠
頭
鴨
血
同
頭
全

搗
三
千
杵
，
丸
梧
子
大
。
每
木
通
湯
下

七
十
丸
，
日
三
服
。
一
加
豬
苓
一
兩
。

外
臺
秘
要
。

︽
本
草
綱
目
︾
雖
然
註
明
此
方
是
引
自
成

古
代
文
人
留
下
的
尺
牘
︵
信
件
︶
很
有
意
思
，
內
容
經
常
涉
及
個
人
日
常
生
活
的
瑣
事
。
在
尺
牘

當
中
問
候
遠
方
親
友
，
順
便
報
告
自
己
近
來
遭
遇
與
健
康
情
形
的
時
候
，
偶
有
提
到
治
病
服
藥

效
驗
如
何
的
狀
況
。
像
是
東
晉
書
法
家
王
獻
之
的
︿
鴨
頭
丸
帖
﹀
、
︿
腎
氣
丸
帖
﹀
就
是
知
名
案

例
。

︵
一○

五
一

∼

一
一○

七
︶
讚
美
王
獻
之

﹁
一
筆
書
﹂
的
運
筆
如
﹁
火
筯
畫
灰
，
連

屬
無
端
末
，
如
不
經
意
﹂
。
對
其
書
法
的

變
化
靈
動
與
天
真
超
逸
推
崇
備
至
。
可
惜

現
在
王
獻
之
的
作
品
和
王
羲
之
一
樣
，
沒

有
真
跡
留
傳
，
現
藏
於
上
海
博
物
館
，
兩

行
十
五
字
的
唐
摹
行
草
書
便
札
︿
鴨
頭

丸
帖
﹀
便
是
傳
世
少
數
墨
跡
摹
本
之
中
，

知
名
度
最
高
的
一
件
。
帖
文
為
：
﹁
鴨

頭
丸
，
故
不
佳
。
明
當
必
集
，
當
與
君
相

見
。
﹂
︵
圖
二
︶

︿
鴨
頭
丸
帖
﹀
文
中
提
到
那
劑
效

果
並
不
太
好
的
丸
藥
﹁
鴨
頭
丸
﹂
，
目
前

所
能
夠
找
到
載
有
藥
方
，
時
代
最
早
的
醫

書
，
是
傳
為
東
晉
道
教
醫
家
葛
洪
︵
二
八 

四

∼

三
六
三
︶
所
著
的
︽
肘
後
備
急
方
︾

卷
四
，
︿
治
卒
大
腹
水
病
方
﹀
部
分
，
全

文
為
：

　

 

經
驗
方
，
河
東
裴
氏
傳
，
經
效
，
治
水

腫
及
暴
腫
：
葶
藶
三
兩
，
杵
六
千
下
，

令
如
泥
，
即
下
漢
防
己
末
四
兩
，
取
綠

頭
鴨
，
就
藥
臼
中
截
頭
，
瀝
血
於
臼

中
，
血
盡
，
和
鴨
頭
更
搗
五
千
下
，
丸

如
梧
桐
子
，
患
甚
者
，
空
腹
白
湯
下
十

丸
，
稍
可
者
五
丸
，
頻
服
五
日
止
，
此

藥
利
小
便
，
有
效
如
神
。

然
而
此
書
自
隋
代
︵
五
八
一

∼

六
一
九
︶

亡
佚
，
至
元
︵
一
二
七
九

∼

一
三
六
八
︶

末
方
才
復
出
，
存
有
真
偽
之
議
。
在
明
代

書
於
唐
代
天
寶
十
一
年
︵
七
五
二
︶
，
收

集
東
漢
至
唐
方
書
的
︽
外
臺
秘
要
︾
，
只

是
此
方
亦
不
見
於
現
今
傳
世
的
︽
外
臺
秘

要
︾
四
十
卷
本
中
，
在
這
片
因
為
醫
書
版

本
引
用
問
題
所
造
成
的
疑
雲
當
中
，
王
獻

之
的
︿
鴨
頭
丸
帖
﹀
恰
好
為
此
一
丸
藥
問

世
的
時
間
提
供
了
下
限
。

︽
肘
後
備
急
方
︾
和
︽
本
草
綱
目
︾

所
載
的
鴨
頭
丸
成
分
均
有
葶
藶
、
漢
防

己
、
綠
頭
鴨
血
與
鴨
頭
，
兩
方
之
中
，
葶

藶
的
南
北
、
甜
苦
種
類
與
各
項
藥
材
比
例

圖一　 晉　王獻之像　宋榻臨江帖（五）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晉　王獻之書鴨頭丸帖　垂裕閣法帖（四）　黃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墨跡摹本藏於上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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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的
應
用
並
不
廣
泛
，
倒
不
是
因
為
綠
頭

鴨
太
可
愛
捨
不
得
吃
，
而
可
能
是
由
於
民

間
偏
方
鴨
頭
丸
中
，
葶
藶
、
漢
防
己
、
綠

頭
鴨
等
三
味
藥
材
在
中
醫
本
草
學
上
性
質

均
屬
寒
涼
利
水
，
並
且
在
臨
床
驗
證
上
也

找
到
了
療
效
更
好
，
寒
熱
適
中
的
替
代
方

案⋯
⋯

這
與
王
獻
之
的
另
一
件
尺
牘
作
品

︿
腎
氣
丸
帖
﹀
有
關
。

腎
氣
丸
帖
與
腎
氣
丸

︿
腎
氣
丸
帖
﹀
亦
為
行
書
，
共
三
行

二
十
八
字
，
現
今
僅
在
︿
淳
化
閣
帖
﹀
體

系
的
刻
帖
資
料
中
存
有
複
本
，
全
文
為
：

﹁
承
服
腎
氣
丸
，
故
以
為
佳
。
獻
之
比
服

黃
耆
甚
懃
，
平
平
耳
。
亦
欲
至
十
齊
，
當

又
稱
作
﹁
明
目
地
黃
丸
﹂
的
﹁
杞
菊
地
黃

丸
﹂
，
都
是
從
腎
氣
丸
脫
胎
而
來
的
衍
生

方
劑
。
事
實
上
，
不
少
人
都
認
同
，
腎
氣

丸
是
中
醫
經
方
派
醫
藥
調
劑
中
最
有
名
的

方
子
之
一
。

腎
氣
丸
源
於
東
漢
醫
聖
張
仲
景
︵
約

一
五○

∼

二
一
九
︶
所
著
的
︽
傷
寒
雜
病

論
︾
一
書
，
記
載
中
的
療
效
主
在
溫
補

腎
陽
，
行
氣
化
水
。
因
為
宋
代
被
編
入

專
論
雜
病
、
方
劑
、
婦
人
病
的
︽
金
匱
要

略
︾
，
故
有
﹁
金
匱
腎
氣
丸
﹂
之
稱
，

同
時
因
為
方
中
含
有
桂
枝
︵
一
說
用
肉

桂
︶
、
附
子
、
地
黃
、
山
茱
萸
、
牡
丹

皮
、
山
藥
、
茯
苓
、
澤
瀉
等
八
味
藥
材
，

故
而
又
名
﹁
八
味
地
黃
丸
﹂
。

北
宋
著
名
兒
科
學
家
錢
乙
︵
約
一

○

三
二

∼

一
一
一
三
︶
認
為
小
兒
乃
屬
純

陽
之
體
，
不
需
加
強
補
陽
，
故
而
去
除
金

匱
腎
氣
丸
中
附
子
、
桂
枝
兩
味
較
為
燥
熱

的
補
陽
藥
，
成
為
今
日
中
醫
方
劑
學
上
針

對
腎
、
肝
、
脾
三
處
臟
器
，
以
地
黃
、

山
茱
萸
、
山
藥
三
補
，
又
以
澤
瀉
、
牡
丹

皮
、
茯
苓
三
瀉
聞
名
的
中
醫
滋
陰
經
典
範

例
﹁
六
味
地
黃
丸
﹂
，
用
於
兒
科
﹁
腎
怯

失
音
，
囟
開
不
合
，
神
不
足
，
目
中
白
睛

多
，
面
色
白
﹂
等
小
兒
腎
虛
症
狀
。

圖三　 元　陳琳溪鳧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晉　王獻之書腎氣丸帖　淳化祖帖（九）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不
盡
相
同
，
服
用
份
量
與
搭
配
送
藥
的
方

法
也
差
異
頗
大
。
但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
方

中
指
明
要
用
綠
頭
鴨
的
鴨
頭
入
藥
同
搗
。

生
物
學
上
認
為
，
綠
頭
鴨
是
家
鴨
的
野
生

種
，
雄
性
個
體
頭
頸
部
羽
毛
為
帶
有
金
屬

光
澤
的
深
綠
色
，
頸
根
處
有
一
白
環
與
胸

相
連
。
本
院
所
藏
名
畫
︿
元
陳
琳
溪
鳧
圖

軸
﹀
的
畫
中
主
角
就
是
一
隻
憨
態
可
掬
的

綠
頭
鴨
。
︵
圖
三
︶
︽
本
草
綱
目
︾
載
：

﹁
鴨
頭
︙
煮
服
治
水
腫
，
通
利
小
便
，
雄

鴨
者
良
。
﹂
稱
其
﹁
鴨
頭
丸
﹂
，
可
說
是

非
常
的
名
符
其
實
。

民
間
相
傳
留
下
此
一
偏
方
的
河
東
裴

氏
，
其
人
為
誰
已
不
可
考
。
根
據
記
載
，

﹁
鴨
頭
丸
﹂
針
對
症
狀
為
治
療
水
腫
、
腹

脹
喘
急
，
小
便
不
利
等
等
，
可
惜
現
代
即

使
是
執
業
中
醫
，
也
幾
乎
已
經
無
人
知
曉

此
方
。
事
實
上
，
在
清
代
︽
四
庫
全
書
︾

子
部
醫
家
類
收
錄
的
近
百
種
醫
書
當
中
，

除
了
以
上
二
書
之
外
，
也
僅
在
南
宋
主

張
結
合
時
宜
治
療
疾
病
的
名
醫
嚴
用
和

︵
一
二○

○

∼

一
二
六
八
︶
所
撰
︽
濟
生

方
︾
，
與
明
代
周
王
朱
橚
︵
一
三
六
一

∼

一
四
二
五
︶
主
持
編
纂
的
︽
普
濟
方
︾
中

載
錄
了
鴨
頭
丸
。

事
實
上
，
中
醫
史
上
對
鴨
頭
丸
這
味

可
知
。
﹂
因
此
又
名
︿
承
服
帖
﹀
、
︿
服
黃

耆
帖
﹀
。
內
文
在
告
知
友
人
自
己
服
用
腎

氣
丸
，
覺
得
效
果
不
錯
，
文
中
還
提
到
自

己
不
久
前
勤
加
服
用
黃
耆
這
種
藥
材
，
但

是
感
覺
普
通
。
腎
氣
丸
可
能
也
要
等
到
服

用
十
劑
以
後
，
才
會
知
道
療
效
有
驗
與
否

云
云
。
︵
圖
四
︶

雖
然
現
在
僅
存
刻
帖
拓
本
的
︿
腎

氣
丸
帖
﹀
知
名
度
遠
遠
遜
於
︿
鴨
頭
丸

帖
﹀
，
﹁
腎
氣
丸
﹂
三
個
字
對
今
日
的
大

家
來
說
可
能
也
有
點
陌
生
，
但
是
如
果

提
到
﹁
六
味
地
黃
丸
﹂
，
也
許
就
有
不

少
人
會
立
刻
感
覺
親
切
得
多⋯

⋯

坊
間
藥

房
經
常
看
見
各
種
品
牌
的
﹁
地
黃
丸
﹂
系

列
成
藥
，
其
中
包
括
添
加
枸
杞
、
菊
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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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後
，
在
﹁
六
味
地
黃
丸
﹂
的
基

礎
上
加
減
調
劑
，
衍
生
出
來
的
加
味
姊
妹

品
，
今
日
所
常
見
的
，
除
了
﹁
杞
菊
地
黃

丸
﹂
，
還
有
添
加
黃
柏
、
知
母
的
﹁
知

柏
地
黃
丸
﹂
、
添
加
麥
門
冬
和
五
味
子
的

﹁
麥
味
地
黃
丸
﹂
，
單
加
五
味
子
的
﹁
七

味
都
氣
丸
﹂
，
以
及
磁
石
、
柴
胡
的
﹁
耳

聾
左
慈
丸
﹂
等
等
。
而
原
本
的
腎
氣
丸
則

因
為
比
六
味
地
黃
丸
多
了
桂
枝
、
附
子
，

也
被
稱
作
﹁
桂
附
地
黃
丸
﹂
。

另
外
，
在
八
味
藥
方
的
腎
氣
丸
基

礎
上
，
也
發
展
出
添
加
牛
膝
、
車
前
子
，

又
稱
﹁
濟
生
腎
氣
丸
﹂
的
﹁
牛
車
腎
氣

丸
﹂
，
以
及
添
加
鹿
茸
、
五
味
子
，
一
共

十
樣
藥
材
的
﹁
十
補
丸
﹂
。

以
上
還
只
是
現
代
仍
在
運
用
的
幾
種

常
見
配
方
，
相
對
於
純
粹
消
腫
利
尿
的
鴨

頭
丸
，
腎
氣
丸
的
功
能
還
兼
顧
補
養
，
明

代
醫
薛
己
︵
一
四
八
七

∼

一
五
五
九
︶
，

在
其
所
著
七
十
七
卷
的
︽
薛
氏
醫
案
︾

中
，
以
腎
氣
丸
和
六
味
地
黃
丸
系
列
方

劑
君
臣
佐
使
妙
手
回
春
的
故
事
共
有
一
百

多
則
，
舉
凡
腎
虛
、
痰
喘
、
停
食
、
消

渴
、
無
子
不
孕
、
元
氣
虧
損
、
內
傷
外
感

等
均
有
應
用
案
例
。
中
醫
史
上
腎
氣
丸
的

應
用
範
圍
廣
泛
，
甚
至
曾
與
魏
晉
隋
唐
的

服
食
風
氣
合
流
。
被
人
尊
為
﹁
藥
王
﹂
的

唐
人
孫
思
邈
︵
五
八
一

∼

六
八
二
︶
︽
備

急
千
金
翼
方
︾
中
甚
至
錄
有
添
加
金
石
藥

成
分
的
﹁
三
石
腎
氣
丸
﹂
和
﹁
五
石
腎
氣

丸
﹂
，
方
中
的
石
鐘
乳
、
白
石
英
、
赤
石

脂
，
紫
石
英
等
成
分
和
魏
晉
名
士
常
服
，

同
樣
傳
說
出
自
張
仲
景
的
﹁
五
石
散
﹂
成

分
多
有
重
疊
。

佳
與
不
佳

在
王
獻
之
的
父
親
王
羲
之
所
留
下

的
尺
牘
，
如
︿
服
食
帖
﹀
、
︿
擇
藥
帖
﹀

中
均
有
其
人
熱
衷
於
服
食
求
仙
的
相
關
線

索
。
姑
且
不
論
王
獻
之
是
否
和
父
親
一
樣

服
食
藥
散
，
也
不
論
和
表
姊
郗
道
茂
、

新
安
公
主
司
馬
道
福
先
後
有
過
兩
次
婚

姻
，
卻
僅
在
四
十
一
歲
時
方
得
一
女
王
神

愛
︵
三
八
四

∼

四
一
二
︶
的
王
獻
之
是
否

曾
經
動
念
求
子
，
在
目
前
已
知
王
獻
之
名

下
書
法
作
品
或
信
札
文
本
當
中
，
所
自
陳

的
諸
多
症
狀
，
包
括
了
︿
江
州
帖
﹀
的
胛

痛
，
︿
消
息
帖
﹀
和
︿
疾
不
退
帖
﹀
的
頭

項
痛
，
︿
昨
日
諸
願
帖
﹀
︵
註
一
︶

和
︿
安

和
帖
﹀
的
㿃
︵
腹
瀉
，
赤
白
痢
︶
等
等
，

但
是
王
獻
之
最
常
提
到
，
最
在
意
的
問
題

還
是
自
己
的
足
疾⋯

⋯

王
獻
之
在
︽
鐵
石

帖
︾
說
自
己
：
﹁
︙
疾
根
聚
在
右
髀
，
腳

腫
痛
不
得
轉
動
，
左
腳
又
腫
，
疾
候
極
是

不
佳
。
﹂
︵
圖
五
︶
︵
註
二
︶

以
及
︿
二
妹

帖
﹀
的
﹁
腳
更
腫
﹂
，
︿
鄱
陽
歸
鄉
帖
﹀

的
﹁
吾
腳
尚
未
差
，
極
憂
也
。
﹂
等
都
是

約
成
書
於
戰
國
時
期
，
現
存
最
早

的
中
醫
理
論
著
作
︽
素
問
︾
記
載
：
﹁
腎

主
冬
，
足
少
陰
太
陽
主
治
︙
腎
病
者
腹
大

脛
腫
︙
腎
者
水
藏
也
︙
故
水
病
下
為
胕

腫
。
﹂
唐
代
︵
六
一
八

∼

九○

七
︶
王
冰

箋
注
說
明
：
﹁
腎
少
陰
脉
出
於
足
心
上
，

循
脛
過
陰
股
，
從
腎
上
貫
肝
鬲
，
故
下
焦

有
水
，
足
脛
腫
也
。
﹂
隋
大
業
中
︵
六○

五

∼

六
一
七
︶
太
醫
博
士
巢
元
方
也
沿
用

此
說
，
在
其
所
撰
醫
書
︽
巢
氏
諸
病
源
候

總
論
︾
提
出
：
﹁
腎
者
陰
氣
，
主
於
水
，

而
又
主
腰
腳
，
腎
虛
則
腰
腳
血
氣
不
足
，

水
之
流
溢
，
先
從
虛
而
入
，
故
腰
腳
先
腫

也
。
︙
腎
虛
不
能
制
水
，
故
水
妄
行
。
腎

陽
衰
微
，
則
膀
胱
開
闔
失
司
，
水
道
不

利
，
故
見
面
浮
身
腫
，
腰
以
下
為
甚
。
﹂

中
醫
理
論
認
為
，
一
身
陰
陽
皆
根
于

腎
；
腎
主
骨
生
髓
，
與
生
殖
發
育
密
切
相

關
。
腎
在
人
體
五
臟
中
統
馭
水
行
，
在
人

體
構
成
循
環
連
通
臟
腑
的
經
絡
當
中
，
足

少
陰
腎
經
也
分
布
在
腿
腳
部
位
。
下
半
身

水
腫
、
小
便
量
少
、
無
子
不
育
等
均
屬
於

中
醫
所
謂
﹁
腎
陽
虛
﹂
的
範
圍⋯

⋯

症
狀

常
表
現
為
全
身
水
腫
，
腫
勢
多
先
由
腰
足

開
始
，
腰
以
下
腫
脹
明
顯
，
尤
以
兩
足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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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述
足
疾
腫
痛
，
經
久
不
癒
。
︵
圖
六
︶

︵
註
三
︶

︿
東
近
諸
帖
﹀
說
自
己
：
﹁
近

雪
寒
，
患
面
疼
腫
，
腳
中
更
急
痛
，
兼
少

下
︙
﹂
則
是
報
告
自
己
除
了
足
疾
腳
痛
以

外
還
有
臉
面
疼
腫
，
小
便
量
少
的
症
狀
。

若
將
鴨
頭
丸
與
腎
氣
丸
二
帖
相
較
，

行
中
帶
草
的
︿
鴨
頭
丸
帖
﹀
運
筆
較
為
跳

蕩
飄
逸
，
楷
中
帶
行
的
︿
腎
氣
丸
帖
﹀
則

顯
得
相
對
沉
穩
方
整
，
僅
就
書
風
似
乎
無

法
判
斷
王
獻
之
服
用
的
順
序
到
底
孰
先
孰

後
，
但
無
論
腎
氣
丸
或
鴨
頭
丸
，
都
不
是

尋
常
服
用
保
養
的
食
補
，
而
是
對
症
治
病

的
藥
劑
。

︿
鴨
頭
丸
帖
﹀
與
︿
腎
氣
丸
帖
﹀
內

文
所
記
藥
名
共
計
三
種
，
除
了
溫
補
腎
陽

行
氣
化
水
的
腎
氣
丸
，
消
腫
利
尿
的
鴨
頭

丸
外
，
︿
腎
氣
丸
帖
﹀
後
半
所
提
到
的
黃

耆
，
在
中
醫
本
草
裡
所
載
的
療
效
也
具
補

氣
升
陽
，
利
水
退
腫
之
功
。
據
此
推
斷
，

勤
於
服
用
這
些
藥
品
的
王
獻
之
，
很
有
可

能
是
罹
患
了
具
有
水
腫
症
狀
的
腎
病
。

但
是
為
什
麼
王
獻
之
服
用
了
兩
種
藥

的
心
得
，
會
是
鴨
頭
丸
﹁
故
不
佳
﹂
，
而

腎
氣
丸
﹁
故
以
為
佳
﹂
呢
？
這
可
能
和
用

藥
所
針
對
的
問
題
症
狀
大
有
相
關
。

圖六　 晉　王獻之鄱陽帖　淳化祖帖（十）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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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假
設
是
為
了
針
對
腎
陽
虛
症
來
論

治
，
回
過
頭
看
鴨
頭
丸
中
的
成
分
，
除
了

綠
頭
鴨
，
還
有
苦
、
辛
，
大
寒
，
瀉
肺
平

喘
，
利
水
消
腫
的
葶
藶
；
苦
、
辛
，
寒
，

止
痛
，
祛
風
濕
，
利
水
退
腫
的
漢
防
己
；

甚
至
就
連
送
服
所
用
木
通
湯
所
用
的
木

通
，
也
是
苦
寒
清
熱
，
利
水
通
淋
，
泄
心

火
，
通
乳
通
血
脈
的
性
味
功
效
。
因
此
鴨

頭
丸
的
功
能
相
當
於
利
尿
劑
，
所
有
成
分

全
是
同
心
齊
力
利
水
制
腫
的
一
派
寒
涼
，

功
效
在
於
控
制
單
一
專
門
的
症
狀
。
但
是

虛
症
要
補
，
實
症
要
瀉
，
腎
陽
不
足
已
是

虛
症
，
若
是
再
用
寒
涼
的
藥
物
來
通
利
下

焦
，
而
不
思
補
益
，
在
暫
時
的
緩
解
症
狀

之
後
，
只
會
泄
瀉
元
氣
使
得
病
體
虛
上
加

虛
，
病
源
依
舊
沒
有
得
到
該
有
的
整
治
。

反
觀
成
書
於
康
熙
十
年
︵
一
六
七 

一
︶
，
清
代
徐
彬
所
撰
︽
金
匱
要
略
論

註
︾
中
對
腎
氣
丸
方
中
配
伍
的
解
釋
，
則

是
﹁
以
地
黃
養
其
真
陰
；
山
茱
益
肝
；
苓

藥
調
脾
；
丹
皮
凉
肝
腎
之
氣
，
使
相
火
自

伏
；
澤
瀉
瀉
膀
胱
以
通
腎
氣
；
桂
能
化
氣

附
益
真
陽
，
以
運
動
下
焦
陽
氣
，
使
腎
之

關
門
利
而
不
壅
，
則
脾
氣
自
調
，
調
則
健

運
。
古
人
所
謂
脾
腎
之
氣
通
，
則
三
焦
俱

泰
者
，
此
也
。
故
能
使
飲
從
小
便
去
耳
。

然
調
陰
陽
、
滋
根
本
，
實
為
虛
損
主
方
。

驅
飲
又
其
剩
技
矣
。
﹂

中
醫
認
為
腫
疾
是
因
為
心
衰
，
腎
氣

丸
中
的
附
子
具
有
強
心
功
能
，
桂
可
宣
通

氣
血
為
諸
藥
嚮
導
，
其
他
六
味
藥
材
兼
用

補
瀉
，
從
多
方
面
補
益
腎
陽
，
加
強
功
能

已
衰
的
泌
尿
系
統
，
驅
除
淤
積
體
內
的
多

於
水
分
，
從
病
源
上
游
著
手
療
癒
腫
疾
。

所
以
就
王
獻
之
的
病
例
而
論
，
雖
然
鴨

頭
丸
和
腎
氣
丸
兩
種
藥
都
有
消
水
腫
的
功

效
，
但
是
腎
氣
丸
是
追
根
究
底
的
從
病
根

起
源
處
下
手
整
治
，
和
只
是
針
對
腫
疾
做

症
狀
控
制
的
鴨
頭
丸
相
較
之
下
，
當
然
是

腎
氣
丸
對
證
。

尾
聲

在
王
獻
之
的
另
一
件
書
蹟
︿
靜
息

帖
﹀
中
，
王
獻
之
曾
經
對
服
時
藥
散
引

發
癰
勢
的
兄
長
提
到
﹁
疾
源
不
除
自
不
得

佳
﹂
的
道
理
，
可
見
常
為
疾
患
所
苦
的
王

獻
之
，
對
於
病
症
治
療
已
經
頗
有
自
己
的

見
地
。
︵
圖
七
︶
雖
然
在
王
獻
之
尺
牘
中

所
提
到
的
﹁
鴨
頭
丸
﹂
、
﹁
腎
氣
丸
﹂
、

﹁
石
脂
丸
﹂
、
﹁
地
黃
湯
﹂
等
多
為
成
藥
，

但
是
王
獻
之
也
提
到
自
己
所
觀
察
得
知
的

療
效
如
何
，
具
有
自
我
檢
視
監
督
的
自
覺

意
識
。

散
稀
少
，
內
容
大
多
簡
略
不
全
。

但
是
王
羲
之
、
王
獻
之
父
子
的
疾
病

用
藥
資
料
，
卻
由
於
世
人
對
他
們
書
藝
的

讚
賞
，
以
法
帖
形
式
保
存
了
下
來
，
其
中

王
獻
之
書
蹟
中
有
相
當
數
量
論
及
病
徵
症

狀
和
服
用
藥
品
，
甚
至
記
下
療
效
，
除
了

雖
然
中
醫
的
起
源
很
早
，
在
秦
始

皇
下
令
以
焚
書
作
為
箝
制
思
想
手
段
的
時

候
，
醫
藥
、
卜
筮
、
種
樹
是
少
數
幾
種
能

夠
逃
過
火
劫
的
書
籍
類
目
，
但
是
在
宋
代

醫
案
專
書
出
現
以
前
，
各
種
病
藥
案
例
均

散
見
於
醫
籍
和
文
史
書
中
，
案
例
數
量
零 圖七　 晉　王獻之書靜息帖　淳化祖帖（九）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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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
為
劇
。
因
為
腰
為
腎
府
，
腎
屬
下
焦
，

腎
陽
不
足
，
下
焦
水
道
不
通
，
所
以
腫
勢

多
先
起
自
腰
腳
，
兩
踝
部
腫
勢
較
劇
，
並

常
見
腰
膝
痠
軟
沉
重
，
陰
囊
濕
冷
等
兼

症
。
所
擬
治
則
，
當
從
溫
暖
腎
陽
，
化
氣

行
水
下
手
。

註
釋

1.  

︿
昨
日
諸
願
帖
﹀
內
文
為
：
﹁
昨
日
諸
願
悉
達
。
奉

奉
告
慰
馳
心
，
極
冷
，
不
審
尊
體
複
何
如
？
操
之
創

故
不
差
，
常
惡
，
公
故
爾
怏
怏
。
獻
之
昨
來
複
下
，

如
欲
作

，
殊
乏
極
，
服
石
的
丸
，
冀
得
力
。
謹

白
，
不
具
。
操
之
等
再
拜
。
﹂
歷
來
多
釋
為
﹁
石
的

丸
﹂
的
藥
名
，
可
能
是
﹁
石
脂
丸
﹂
，
有
石
脂
丸
、

赤
石
脂
丸
、
白
石
脂
丸
等
數
種
，
主
治
崩
中
血
痢
、

虛
冷
瀉
痢
與
水
瀉
，
見
︽
普
濟
方
︾
等
。

2.  

︿
鐵
石
帖
﹀
全
文
為
﹁
近
與
鐵
石
共
書
。
令
致
之
，

想
久
達
，
不
得
君
問
，
以
復
經
月
，
懸
情
豈
可
言
。

頃
更
寒
不
適
，
頗
有
時
氣
，
君
頃
各
可
耳
，
遲
旨

問
。
僕
大
都
小
佳
，
然
疾
根
聚
在
右
髀
，
腳
重
痛
不

得
轉
動
；
左
腳
又
腫
，
疾
候
極
是
不
佳
。
幸
食
眠
意

事
為
復
可
可
，
冀
非
臧
病
耳
。
﹂
最
後
兩
句
﹁
幸
食

眠
意
事
為
復
可
，
可
冀
非
藏
︵
或
釋
為
﹁
臧
﹂
︶
病

耳
。
﹂
﹁
臧
﹂
、
﹁
藏
﹂
、
﹁
臟
﹂
古
字
相
通
，
根

據
中
醫
重
要
經
典
︽
難
經
︾
﹁
臟
病
難
治
，
腑
病
易

治
﹂
之
說
，
藏
病
所
指
可
能
是
較
為
嚴
重
難
治
的
臟

病
。

3.  

︿
鄱
陽
歸
鄉
帖
﹀
全
文
為
：
﹁
鄱
陽
歸
鄉
，
承
脩
東

轉
有
理
，
吾
賢
畢
欲
事
，
必
俟
勝
歡
慰
于
懷
耶
！
吾

終
權
宜
至
，
承
今
年
飢
饉
，
仰
唯
年
支
都
乏
絕
，
不

謂
乖
又
至
於
此
耶
！
吾
腳
尚
未
差
，
極
憂
也
。
﹂
本

帖
中
有
﹁
今
年
飢
饉
﹂
字
句
，
按
︽
晉
書
︾
記
載
，

王
獻
之
在
世
時
共
有
三
次
飢
荒
，
第
一
次
是
︿
簡
文

帝
孝
武
帝
紀
﹀
簡
文
帝
咸
安
二
年
︵
三
七
二
︶
年

﹁
三
吳
大
旱
，
人
多
餓
死
﹂
；
第
二
次
是
孝
武
帝
太

元
六
年
︵
三
八
一
︶
交
州
大
饑
；
第
三
次
是
太
元
十

年
︵
三
八
五
︶
因
旱
災
引
起
的
飢
荒
。
交
州
位
在
嶺

南
，
應
非
王
獻
之
涉
足
之
地
，
故
此
信
書
成
時
間
可

能
是
在
咸
安
二
年
或
太
元
十
年
。

參
考
資
料

1.  

佟
彤
，
︽
藥
房
裡
買
的
到
的
傳
世
名
方
︾
，
湖
南
：

湖
南
科
學
技
術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二
。

2.  

林
富
士
等
，
︽
疾
病
的
歷
史
︾
，
臺
北
：
聯
經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一
。

3.  

陳
家
旭
主
編
，
︽
張
仲
景
診
斷
學
︾
，
北
京
：
中
國

醫
藥
科
技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四
；
周
禎
祥
、
鄒
忠

梅
主
編
，
︽
張
仲
景
藥
物
學
︾
，
北
京
：
中
國
醫
藥

科
技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四
；
李
家
庚
主
編
，
︽
張
仲

景
症
狀
學
︾
，
北
京
：
中
國
醫
藥
科
技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五
。

4.  

︽
中
國
法
帖
全
集
︾
，
武
漢
：
湖
北
美
術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二
。

5.  

中
田
勇
次
郎
，
︽
米
芾
︾
，
東
京
：
二
玄
社
，

一
九
八
二
。

6.  

幸
超
群
，
︽
中
西
醫
診
斷
學
治
療
學
大
綱
︾
，
臺

北
：
正
中
書
局
，
一
九
七
七
。

7.  

中
田
勇
次
郎
，
︽
書
道
藝
術
︾
，
第
一
卷
，
東
京
：

中
央
公
論
社
，
一
九
六
五
。

8.   

伏
見
冲
敬
，
︽
東
晉
王
獻
之
尺
牘
集
︾
，
東
京
：
二

玄
社
，
一
九
六
〇
；
華
寧
，
︽
王
獻
之
及
王
氏
一

門
︾
，
臺
北
：
石
頭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四
；
潘
岳
，

︽
王
羲
之
與
王
獻
之
︾
，
上
海
：
上
海
書
畫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二
；
︽
王
羲
之
王
獻
之
全
集
︾
，
上

海
：
上
海
書
畫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四
。

參
考
文
獻

1.  

宋
．
劉
次
莊
，
︽
法
帖
釋
文
︾
、
明
．
顧
從
義
，

︽
法
帖
釋
文
考
異
︾
、
清
．
王
澍
，
︽
淳
化
祕
閣
法

帖
考
正
︾
均
收
入
︽
景
印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
，

史
部
目
錄
類
，
臺
北
：
臺
灣
商
務
，
一
九
八
三—

一
九
八
六
。

2.  

東
晉
．
葛
洪
，
︽
肘
後
備
急
方
︾
、
宋
．
嚴
用
和
，

︽
濟
生
方
︾
、
明
．
李
時
珍
，
︽
本
草
綱
目
︾
、

明
．
朱
橚
，
︽
普
濟
方
︾
、
明
．
薛
已
，
︽
薛
氏

醫
案
︾
、
清
．
徐
彬
，
︽
金
匱
要
略
論
註
︾
均
收

入
︽
景
印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
，
子
部
醫
家
類
，

第
七
三
四
冊
，
臺
北
：
臺
灣
商
務
，
一
九
八
三—

一
九
八
六
。

3.  

宋
．
朱
長
文
，
︽
墨
池
編
︾
，
收
入
︽
景
印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
，
子
部
藝
術
類
，
第
一
一
八
冊
，
臺

北
：
臺
灣
商
務
，
一
九
八
三—

一
九
八
六
。

4.  

明
．
張
溥
，
︽
漢
魏
六
朝
百
三
家
集
︾
，
收
入

︽
景
印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
，
集
部
總
集
類
，

第
三
五
一—

三
五
五
冊
，
臺
北
：
臺
灣
商
務
，

一
九
八
三—

一
九
八
六
。

5.  

唐
．
王
燾
，
︽
重
訂
外
臺
秘
要
方
︾
，
收
入
︽
珍
本

醫
書
︾
，
臺
北
：
新
文
豐
，
一
九
八
七
。

6.  

唐
．
孫
思
邈
，
︽
千
金
翼
方
︾
，
收
入
︽
東
洋
醫

學
善
本
叢
書
︾
，
大
阪
：
オ
リ
エ
ン
ト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九
。

7.  

明
．
朱
佑
樘
，
︽
御
製
本
草
品
彙
精
要
︾
，
北
京
：

九
州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二
。

書
法
史
上
的
藝
術
價
值
，
也
對
東
晉
時
代

的
醫
療
相
關
資
訊
，
起
到
了
一
定
的
保
存

作
用
。本

文
特
別
感
謝
加
拿
大
劉
氏
中
醫
診

所
提
供
意
見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