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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人創造疒部字為疾病作記錄，留下重要的中醫藥學理念和臨床心得，而每個疒部病名有如一部疾病史，

記載每種疾病的症狀特點，從中反映前人對該病的認識，亦透視當時的醫療水平。千百年來，部分病名一直流

傳使用，然而其字義或已與本義不同。本文列舉兩組容易被混淆誤解的外科病名進行訓詁分析，包括：痤、疽、

癰；痔與野雞，發現字形接近、讀音類同的病名常被混合使用，而同一疾病名候於不同時代的解釋亦歧義甚多，

可見中醫藥詞彙的訓釋工作，仍有許多空白存疑之處有待發掘。 

 

[關鍵詞] 中醫；病名；痤；疽；癰；痔 

1 痤、疽、癰 

古代字典常見互訓的情況，如《說文》中「癰，腫也」[1]；「腫，癰也」[2]，其他同具皮膚腫痛發炎症狀的

疾病，如：痤、疽等，訓釋亦很類近，「痤，小腫也」；「疽，癰也」[3]。多詞同訓、互訓的情況雖然能令讀

者產生基本概念和認識，但從醫學層面而言，這解釋並不足夠，必須尋求更準確的描述，才有助醫者作出有效

的診斷和臨床應用，以下就痤、疽、癰進行剖析，探討三者之分別。 

《說文》：「痤，小腫也。从疒坐聲。一曰族絫。」[4]，又稱瘯蠡，段玉裁補充「《玉篇》曰：癤也」[5]，

《中醫百病名源考》張鋼指出，「痤之言矬，義本謂短也。而物之短者，義亦為小，故從疒坐聲之痤，本即以

為病細小之小腫而為義。」，據張氏考據，痤或瘯蠡之病名於漢代以前多用，魏晉時期轉用癤，而癤之由來以

聲訓解釋，癤者結也，當以其病由氣血結聚引起[6]。於《古代疾病名候疏義‧說文解字病疏》，余巖按「痤者，

癤之小者也，小如粟粒，大至酸棗，其小者與痱癗相似，所不同者，痱癗無膿血，痤則兼含膿血也。今人譯面

上之Acne（暗瘡、粉刺）為痤瘡。」[7] 

至於疽，《說文》訓為「癰也。从疒且聲」，段玉裁注為「久癰也。《後漢書‧劉焉傳》注、玄應《一切經

音義》皆引久癰，與小徐合。癰久而潰，沮𣹤𣹤然也。」[8]，此處解釋疽為癰久不癒而成。余巖引《黃帝內經‧靈

樞‧癰疽篇》，分析癰疽之別，「疽者，上之皮夭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

余氏按：「癰者，今之膿瘍也。疽者，今之寒性膿瘍也，寒性膿瘍多屬結核性及慢性炎病，其膿瘍之上皮，多

呈貧血而乾燥，故曰『上之皮夭以堅』。」[9]，他又引王冰注「夭為死色，異常之候也」，相對寒性膿瘍而言，

「普通之急性炎病性膿瘍，其膿漸向皮膚而潰，故皮薄，又因其炎證盛，皮膚必紅腫而有光，故澤也。」[10] 

於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癰字出現20例之多[11]，足證此為古時的常見疾病。《說文》：「癰，

腫也。从疒雝聲」，段玉裁注：「腫也。肉部曰：腫，癰也。按：腫之本義謂癰，引伸之為凡墳起之名。如上

文癅，腫也；痤，小腫也，則非謂癰也。《釋名》曰：癰，壅也，氣壅否結裏而潰也。」，段氏注腫為「凡膨

脹粗大者謂之雍腫」[12]，故腫當與癰病的化膿炎性狀態相區別。 

總括而言，痤、疽、癰可按大小區分，引張鋼之言，「癤之與癰，俱體表紅腫熱痛而易於成膿之疾病，唯

癰大癤小而有異耳」[13]，《外台秘要‧卷二十四‧癰疽方》引《集驗方‧癰疽論》云：「腫一寸至三寸，癤也；三寸至五

寸，癰也；五寸至一尺，癰疽也。」[14]，而癤即痤，引文之量度單位與現今之尺寸不能對等，但亦可見痤最小，

癰較大，久不癒之癰疽更大。而癰與疽則可按病程之長短與性質之寒熱識別，癰為急性發作伴有發炎症狀，疽

則病程日久，皮色死灰的寒性膿瘍。 

 

2 痔與野雞 



《說文》載錄「痔，後病也」[15]，其肛門痔患的表述明確，然而不少醫書中又見鼻痔、耳痔之病名，故痔

的本義和引申義值得研究。部分古籍又將痔瘡稱為野雞，或野雞疾、野雞瘺瘡等，後人看來莫名其妙的病名，

甚至有注家無法解釋，又有醫書誤以為野雞是有別於痔瘡的新病症，謬誤叢生，當中涉及皇室避諱的歷史文化

因由，不可不知。 

《釋名‧釋疾病》：「痔，食也，蟲食之也。」，《古代疾病名候疏義‧釋名病疏》余巖按：「《說文》：痔，後

病也。《莊子‧人間世篇》引司馬曰：痔，隱創也。顏師古注《急就章》曰：痔，蟲食後之病也。蓋本《釋名》

為說也。今亦謂之痔。」[16]，《釋名》從古人理解的痔瘡成因入手，認為痔是虫食後之病，可見古代衛生條件

欠佳，蟯蟲為病甚為普遍。而《說文》則以發病位置訓釋，「後病也」，司馬彪注《莊子》云「隱創也」，皆

提示痔瘡於隱蔽的肛門位置。 

《漢字源流字典》見痔的本義為痔瘡，解作「由肛門或直腸末端的靜脈曲張、瘀血造成，分為內痔、外痔和混合

痔。症狀為發癢、灼熱、疼痛、便血等」[17]，但對痔字的由來卻未有詳解。張鋼於《中醫百病名源考》作了考究，

指「痔之為言，峙也。峙者，山之聳立之義，亦水中土丘之謂也。……蓋痔之為狀，高腫凸起，本一似山之高聳

狀；而凸肉出自肛門，亦尤肖澤之土丘貌。故古人即比類取象而稱之，因峙聲而名痔也。」[18]，此說從聲訓解

釋其義，可作參考。張氏續稱，「人身之竅有九，非獨為肛，而九竅中口、鼻、耳、目亦多易生腫物而凸起，

故由宋以來病以痔稱者則不限於肛，而凡五官所生凸物有似於肛痔者，遂以痔而名之矣」[19]，故痔又引申作人

體孔竅的贅生物，如耳鼻所生之瘜肉，名曰鼻痔、耳痔。 

醫藥古籍中，不時將肛門痔瘡稱為野雞，張鋼指出此名稱始於漢代，《漢書‧高后紀》荀悅注︰「諱雉之字

曰野雞」，顏師古《漢書注》：「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20]，因避諱漢高祖劉邦的皇后呂雉之名

而起，令同音的「痔」也得改為「野雞」。但漢代的避諱為何至唐代以後，已經歷八百年仍然習用，如：唐‧陳

藏器編著的《本草拾遺》見野雞病，張氏解釋同因避諱，但所避之諱為小名雉奴的唐高宗李治。又引日人丹波

元簡《醫賸‧卷中‧野雞》，提出後人對野雞之不解或誤解，「《外台秘要》：小兒野雞，下部癢悶。程衍道云：

野雞不詳。……《仁齋直指方論》云：大便下血日久，多食易飢，腹不痛，裏不急，名曰野雞。又《醫說》云：

以大便艱難為野雞痔，謂欲便而復止故也。」[21]，說明醫家、注家缺乏對歷史背景和皇室避諱的認識，不知野

雞為何物者，大有人在；又或將野雞視為獨立於痔瘡的新病症，不知兩者等同，皆為大誤。 

 

3 結語 

經過千百年來語言、文化、歷史的洗禮，醫療衛生與生活水平的提升，《說文》記載的疒部病名行廢情況

不一，部分已消亡不再使用，亦有部分一直沿用至今，但當中含義或已有所轉變。故此，存在歧義、容易被混

淆誤解的中醫病名甚多，反映中醫藥詞彙的訓詁工作，仍有許多空白存疑之處有待發掘。透過是項研究，期望

能融匯語言學與中醫學的知識，解答部分中醫病名出現的疑問，為現代人解讀古籍經典時提供多一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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