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諸病源候論》為隋代太醫博士巢元方

（六∼七世紀間）等人於大業六年（610）奉

詔編撰，是現存最早的漢醫病因和證候學專

論。全書一共分為 67門，載列證候論 1,720條，

包含各種疾病的病因、病理以及證候等論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記載此書論證「深密精

邃，非後人之所能及」，「證治之津梁矣」！

不過，《諸病源候論》只論病源，不載方藥；

之後的《外臺秘要方》、《太平聖惠方》皆採

是書所論，並將其冠於諸門之首。

　　《諸病源候論》內容豐富，甚至載有較為

少見、鮮為人知的證候，如在「婦人雜病」項

下，列舉「與鬼交通候」和「夢與鬼交通候」。

「與鬼交通」為一種人與鬼物、邪物（自然界

中的風、寒、暑、濕、燥、火等六邪）交合的

病症，又稱為「鬼神交通」。人與鬼物、邪物

交合，時常發生在夢中，所以又稱為「夢與鬼

交」。《諸病源候論》記載人之所以會與鬼交

神秘的證候─

▌劉世珣　

《諸病源候論》中的「與鬼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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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肇因於人的五臟神氣衰弱、虛損，致使

鬼物、邪物有機可乘，趁虛侵犯人體。罹患

此症者，其脈沉且遲慢，其症狀則為不欲見

人，且時而獨自言笑，時而哭泣。如欲避免

罹患此症，《諸病源候論》建議平常即須注

重陰陽、氣血的調和，使臟腑強盛，鬼物、

邪物自然不能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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