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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想，人类在认识规律方面也许还太年轻，以致清楚的事情比不清楚的要少得多，而且每前进一
步，又冒出更多说不清却实实在在的现象。
的确，已知的规律是有限的，未知的规律是无穷的；规律存在着，就要起作用，不管你是否认识。
　　冥冥之中有上帝，规律就是上帝。
　　历史的“谜”，终究能靠历史的科学破译。
　　王晨霞医师的工作，正是一种“科学的破译”。
既然掌纹是人这一巨大系统的有机组分；既然掌纹因人因时因事在变化；既然几千年来亿万人民在神
秘的形式下相信掌纹有大学问；更重要的是，既然晨霞医师敢于接手“掌纹”这一浩大工程、历七年
之研究实践，积六万幅病例手图，终于茅塞顿开。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掌纹至少是人体系统状态的某种信息符号，这个符号应该是能够认识并能
够利用现代科学破译的。
　　我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在未知规律及其作用面前，如果多一些谦逊和敬畏，我们同规律这位上帝也许能更亲近一些。
即使不认识，亲近也比疏远好。
　　我们应该尊重人民、尊重事实，相信历史、相信科学，我们会在“求是”中一步步接近真理的。
　　祝王晨霞大夫的探索成功！
　　不要怕反面意见；骂声和赞扬声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恰如推动火车前进的活塞总是受到一正一反的力量一样，只要我们把握住使正反力量转化为车轮定向
旋转的“曲柄连杆”机构，我们就能跨上科学的列车驰向未知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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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晨霞新说:看掌纹真的很简单》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为望诊与掌纹，通过上篇的介绍，让人们了解现代掌纹研究与古代掌纹研究有不同之处，让大家
明白现代掌纹研究是诊病和防病于未然，只要看看自己的手，便知疾病有没有。
中篇为掌纹诊病治病，通过掌纹上的14条线和8种病理纹，揭示人的身体疾病，并配有王晨霞独家调理
秘方上百种。
下篇为破译掌纹密码，分别介绍了掌纹医学基础知识、掌纹入门疑难点、掌纹研究到底是西医还是中
医的论断、三线的破译和掌纹疾病信号与心理。
　　《王晨霞新说:看掌纹真的很简单》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充分说明了通过掌纹诊病并据掌纹用
药或者调理，即可达到治愈人类疾病的目的。
真正地体现此书的宗旨：造福普通百姓。
如王老师所说：“我可以用我的方法让老百姓多活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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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晨霞，14岁在内蒙古建设兵团有幸与医学结缘，大青山留下了她采药的足迹。
后考取南京中医药大学。
毕业至今已从医近三十载，先后在江苏盐城市人民医院、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
1990年至今任掌纹医学研究所所长。
　　自1986年起，她开始致力于掌纹医学研究。
1993年著有《现代掌纹诊病》一书，博得众家好评。
同时从所收集手图中，精选出上千幅拍摄录制了40课时通俗易懂的目前国内外惟一的“实用掌纹诊断
技术教学录像带”；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专门摄制科教片《掌纹诊病》，向世界宣传、推广这一新型
诊断技术；1995年《现代掌纹诊病》一书被译成英文、西班牙文出版，在国外发行，引起强烈反响。
2000年又集500余幅真实的彩色掌纹手图及实例使医学界首本《现代掌纹诊病图谱》问世，轰动各界。
发表关于掌纹诊病及藏医药学研究的论文数篇。
　　她的掌纹医学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中国科学界泰斗钱学森多次致信王晨霞，表示鼓励；文化泰斗南怀谨邀约王晨霞恳谈；中国北京电视
台拍摄专题片《王晨霞与掌纹诊病》，在一个月内在黄金时段连续播放了13次；权威刊物《科技日报
》《人民日报》《健康报》《中国卫生界》《中国卫生画报》及海外的《时报周刊》《信报》等海内
外百余家报刊杂志均以大篇幅作专题报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30余种语言向全世界作了介绍。
　　王晨霞目前已发现并总结出了疾病与掌纹的对应规律，被称为“掌纹诊疗第一人”。
她多次赴欧洲、东南亚各地讲学诊病，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在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第二届人口文化博览会、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欧华会第八届国
际学术研讨大会、第五届亚细安中医药学术研讨大会、第一届国际传统生命科学大会及首届世界中医
药学术大会上，都有她的专题学术发言，同时受到与会专家学者们的充分肯定。
作为中国卫生部主要代表，王晨霞先后参加了于1995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中国月活动及2000年卫生部
出访欧洲的考察学习交流团。
　　王晨霞于2000年被评为国内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中国英才》、《中华儿女（第四次世妇会中国杰出女性特刊）》、《科学中国人·中国专家人才库
》、《华夏英才》、《世界优秀医学专家人才名典》、《世界名人录》、《中国专家人才大辞典》、
《世界华人英才录》、《二十一世纪人才库》等都收录了她的事迹，并作重点介绍。
中国专家人才信息数据库、全球寻医问药世界名医数据库都将她收录在册。
　　在掌纹诊断趋于成熟、向纵深发展的同时，王晨霞也在不断地潜心挖掘经方、验方，试图以经皮
给药和内服给药改变掌部纹理变化来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并巧妙地将藏药与中药结合研制开发出多种治疗效果奇绝的药品。
　　王晨霞研制开发了新型外用型藏药“章茨之呱——消得速软膏”，获药准字号，于99年由云南盟
生制药厂生产面市，市场看好，受到患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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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望诊与掌纹一、“望而知之谓之神”1.望诊(外视和内视)是“未病先知”的窗口2.望诊是预防医
学的重要手段3.望诊是养生的必要条件4.望诊，望什么？
(1)扁鹊望齐桓公——在望什么？
(2)张仲景言王仲宣四十眉落——在望什么？
(3)先贤们在望什么？
(4)现代掌纹医学在望什么？
二、发现掌纹的奥秘1.掌纹医学中所望的“棺材纹”2.掌纹医学中所望的“富贵纹”3.掌纹医学中所望
的“上吊纹”4.掌纹医学中所望的“玉柱纹”5.掌纹医学中所望的“金钱纹”6.掌纹医学中所望的“美
禄纹”7.掌纹医学中所望的“坎鱼纹”三、人类的进化，科学的联想1.从猩猩的手联想到“脑为手之母
，手为脑之母”2.人手与鼠爪的区别中篇　掌纹诊病治病一、十四条线在告诉我们什么？
1线告白2线告白3线告白4线告白5线告白6线告白7线告白8线告白9线告白10线告白11线告白12线告白13
线告白14线告白二、八种病理纹在告诉我们什么？
十字状纹告白井字状纹告白米字状纹告白三角形样纹告白方格形样纹告白岛形样纹告白环形样纹告白
五角星样纹告白下篇　破译掌纹密码一、掌纹医学基础知识1.掌纹与人体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关系2.掌
纹的生成3.病理纹的形成4.指纹与掌纹的不同5.掌纹的沉浮消长与临床意义6.看掌纹是男左女右吗？
7.手掌上定方位8.手掌上的八卦方位与掌纹诊病的关系9.掌纹和纹色在诊断疾病时哪个重要？
10.手发亮的提示11.手上有青筋浮起的提示二、掌纹人门解疑1.猩猩有掌纹吗？
2.“通贯掌”与猿掌的区别3.为什么猩猩的拇指非常短小4.拇指上有“孔目"的人聪明吗？
5.“断掌打死人”是真的吗？
6.手掌上只有线，没有纹提示什么？
7.两只手上的掌纹不一样说明什么？
8.手掌与手指的比例与疾病有什么关系？
9.手指的形态和疾病有关吗？
10.手掌上的岛纹都代表肿瘤吗？
11.“三星高照”是福来到的象征吗？
12.艾滋病(吸毒)能从掌纹上看吗？
13.性病如何从掌纹上看？
14.失眠的原因能从掌纹上观察到吗？
15.能从手掌上判断出生病的年龄吗？
16.掌纹诊病容易学吗？
三、掌纹到底是西医还是中医的诊断1.掌纹诊病和西医西药的结合2.掌纹诊病和中医中药的结合四、三
线的破译1.“生命线”短真的是命短吗？
2.智慧线越长是智慧越多吗？
3.感情线越长是感情越丰富的表现吗？
五、掌纹疾病信号与心理1.“十”字状纹与癔症性瘫痪——“心病还得心药医”2.6线与忧思过度的故
事附录　养生之大道——跟着太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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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望诊与掌纹　　一、“望而知之谓之神”　　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也。
　　——《黄帝内经?灵枢?本脏》　　中医用望、闻、问、切四诊之法诊病，西医用视、触、叩、听
四诊之法诊病。
在中西医诊病中，大家不难发现二者有一个共同的诊断方法，那就是“望”诊。
那么他们具体望什么呢？
具体应该是望患者的神、色、形、态、舌、肤、排泄物等，在这些望诊当中，每项所包含的内容都是
非常丰富也是非常复杂的。
　　为什么我们医生特别是中医很注重望诊呢？
《难经。
六十一难》中载：“望而知之谓之神（通过观察外在的形态就知道疾病所在的医生，叫神医）、闻而
知之谓之圣（通过闻病人的体味和代谢物的气味，听病人的痛苦呻吟而知道疾病所在的医生，是医圣
）、问而知之谓之工（通过询问病人的痛苦来源和病痛所在及痛苦程度，而判断出疾病所在的医生，
属于医工）、切而知之谓之巧（通过切脉而得知病情的医生，属于医生中技巧高超的）⋯⋯”《灵枢?
邪气脏腑病形》曰：“见其色，知其病，命日明。
"扁鹊望齐桓公预定生死；张仲景望王粲（字仲宣）定其寿终。
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是精典医著，还是上古名医，都把“望”诊放到了诊病、治病的首位，这里面究
竟有什么原由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开始整理思路，翻阅大量的典籍、医案，终于有茅塞顿开之感，提笔速记，望能为
诸位学者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之用，我将备感欣慰。
　　1．望诊（外视和内视）是“未病先知”的窗口　　《黄帝内经?灵枢》日：“上工守神（高明的
医生护济的是人的神气），下工守形（普通的医生，看重的是疾病在人体外表的现象）。
”该说法将医生划分为两个等级，即“上工”与“下工”。
“上工”指的是医术非常高明的医生，像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等，他们能从“神”这样一个
无形的层面去理解疾病，治疗疾病。
但如果这样给“上工”定一个标准，好像是太虚无飘渺了。
给大家举个身边常发生的例子，也许就会明白得多。
就像我们长时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母亲啦，突然有一天见到她神情低沉，双目无神，眼圈发黑，嘴唇
苍白，双手交叉在腹部，背微弯曲（这是外视的范围）。
想想，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母亲生病了。
但你不是医生，如何能做出母亲生病的判断呢？
因为你看到了母亲表现于外的病象。
如果你再有经验一点，望到眼圈发黑，就会想到夜间睡眠不好；嘴唇苍白，应该是脾胃功能下降引起
的气血不足的表现；双手交叉在腹部，背微弯曲，应该是腹部畏寒、隐痛的表现。
最后，得出母亲患有脾胃虚寒，消化吸收功能差引发的病症。
如果你按所分析的结果告诉母亲的话，母亲一定会觉得你神了，怎么能知道她的病情呢。
这在望诊中算简单的啦，有足够的表征可以望得出来。
还有没有表征的呢，如扁鹊望齐桓公，张仲景望王粲，那都是没有表征的，就连病人自己也根本没有
任何不舒服的症状。
但是，“上工”就能洞查肺腑（这是内视的能力），以断生死，这就是见微知著的功夫和防微杜渐的
能力。
这是“神”的无形层面，也是望诊的最高境界，是历代医生所追逐的境界。
　　“下工”呢？
当然就是非常普通，非常一般的医生了。
看到已经成形的东西，并从这个层面去理解疾病，治疗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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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上面所讲的看到母亲这样的病状，赶快到医院做个胃镜，最后得出结论——慢性胃炎，然后针
对慢性胃炎开方治疗的医生。
对病施药，对症治疗，也算是一个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了。
　　所以，《素问?四气调冲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所以，高明的医生，不是在疾病
形成后才治病，而是在疾病还没有出现时就已经开始防范了），不治已乱治未乱（就像治理国家一样
，不是乱了的时候才治理，而是没有混乱时就要防止混乱了），此之谓也。
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如果等到病已经发生了，乱已经造成了，才去治疗治理，就像是快渴死了，才打井，已经打起来
了才造武器。
怎么能不晚呢！
）”前面所讲的“上工守神”，“守神”就是“望"的升华，就是治未病的过程，未病即尚未成形的病
，在未成形的时候你拿掉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等成形了，甚至等它牢不可破了，你再想拿掉它，那就不容易了。
　　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从未病到已病，从未成形到已成形。
按照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任何一个器质性的病变都是从非器质性的阶段发展而来的。
在非器质性的阶段治疗是比较容易的，而一旦进入器质性的阶段，治疗就困难多了。
因此，为医者不但要善于治病更要善于识病。
疾病在未病的阶段，在未成形的阶段，你如果能发现它，截获它，使它消于无形，像扁鹊望齐侯之色
一样，病还在皮肤就发现了，在皮肤就进行治疗，应该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我们每一个医生如何能做到这个“神”的层面呢？
如何能提升这个“望”的精髓呢？
　　大家应该明白，在传统文化里，存在着一个很细微、很精深的内证实验，正是因为这个内证实验
与理性思考的结合，才产生了传统文化中的中医理论。
内证实验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其实就是当人具备了一定素养和能力之后，所进行的反观和内视。
《胎胪药录》中说，人一旦进入到胎息（胎儿时期的特殊呼吸状态）状态，便达到了一种心明的状态
，此时，你对药物的感受是实实在在的，药物服下后，它的气味如何，先走哪经，后走哪经，在这些
部位发生什么作用，都清清楚楚。
所以，古人讲药物的归经、气味，并不都是思考出来的，而是真正实验出来的。
神农尝百草便是一个佐证。
我想，内证实验的条件也是人的一种直觉吧，在“药必亲尝”的原则下，世世代代的医中圣贤为后人
留下了宝贵的“人体药物试验”的报告。
　　目前现代医学的诊断技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处于诊断已病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技术再先进
，也只能是诊断出那些已成形的病，对于未病，对于尚未成形的病，现代的诊断还无能为力。
但是，到了基因诊断，检查婴儿甚至胎儿的基因，就能发现将来的疾病，到了这个阶段，就应该是知
未病了。
我经常打一个比方，比如一个心梗的病人，心梗发生了，你会往哪个医院送呢？
是往中医院送，还是往西医院送？
我看100个人中会有100个人要往西医院送，也许就是张仲景再世，他也会建议你送西医的急诊室，而
不送中医院。
凭着这个，做西医的人个个挺胸抬头，做中医的人个个垂头丧气，以为中医确实糟糕，自己人错了行
。
这样做比较，那中医确实不怎么样，要甘拜下风。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我治的这个病人，我治的这个冠心病，根本就不发生心梗，乃至
根本就不发生冠心病，我是使它不发生，你是发生了以后再去救治，这两个如何比较呢？
对社会，对国家，对家庭，对患者个人，哪一个更有利？
我想100个人里，也会有100个人是赞成“治未病”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晨霞新说>>

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比较，做中医的就应该太有信心了。
因为这就是中医的“拿手好戏”啊！
中医研究的就是“治未病”，中医的老祖宗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方论》的开首就指出“上工不治已病
治未病”，中医这门医学的宗旨就是“治未病”，是“未渴而穿井，未斗而铸锥”的，在这点上，中
医是“责无旁贷”的。
　　望诊是预防医学的重要手段　　所谓预防，是指疾病还没有发生，也就是脏腑功能还没有出现器
质性的病变，西医的各种化验和机器检查都正=常而采取一些防范可能出现的病症的措施。
那我们又如何能知道脏腑的正常功能将要出现异常改变呢？
有一种诊断方法可以帮助你，那就是——望诊，精通熟练的望诊技巧。
望诊，望的是什么呢？
望神、色、肤、纹，也就是尽可能地综合体表特征所能望到的部位来预防疾病的发生。
这是我们中医的长项，也是中医的精微部分，我们不能丢弃，不能不在乎，西医不具备这样的特长，
在上面我讲了，如果现在倒下的是一个心肌梗塞的病人，我们赶快送西医诊治，西医比中医快，如果
要未病先知，中医最强。
有一种说法，中医是预防科学，在你没生病之前，就把问题了解了。
　　关于神色的望诊，在《黄帝内经灵枢?五色篇》中已有详尽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本文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些有关望纹预知疾病的方法，以便临床参阅。
　　（1）女性手掌3线尾端出现岛形样纹，提示盆腔内已有气滞血淤，任、带脉不畅通的情况，需即
时活血化淤，疏理肝气，温经通络。
简单调理可采用玉板或牛角自己刮任脉和带脉，每日一次，刮到微红为至的方法。
也可采用艾条每日薰脐30分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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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尊书出版了，我希望能读到并学习。
　　——著名物理学家　钱学森　　掌纹诊病，造福人民。
　　——老将军　李德生　　手纹诊治学实为你创议发现，极为可喜。
　　——国学大师　南怀瑾　　掌纹治病，大有可为。
　　——卫生部原副部长　孙隆椿　　王晨霞医师的工作，正是一种“科学的破译”。
　　——甘肃省原科委主任　魏庆同　　深入研究掌纹与健康的关系，创立新的医学流派。
为人类的保健事业作出贡献，其功大矣！
　　——当代著名作家　苏叔阳　　有个成语叫了如指掌，说的是形容对事物了解得非常清楚。
王晨霞教授“所著”的破译掌纹密码这本书，就能为您揭开这些秘密。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侯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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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您的身体健康吗？
请摊开您的手心，对照本书，便能知晓答案！
你还为疾病而苦恼吗？
请打开本书，根据您的图就可以正确诊断，给出治疗方案！
 14条线，8种病理纹，为您诊断防治多种常见疾病。
一本书、一双手，在家轻松测健康！
首次公开王晨霞独家调理秘方。
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非常接触·破译掌纹密码》栏目播出以后，好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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