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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病原候论%

&"'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

证候分类学专著(而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导引

临床运用学经典著作) 该书在详论病候病因病机之

后(不载方药而辑录了辨证选用的导引养生法) 全

书共载导引法 #-+ 条(分别用于 ""% 种病候(范围遍

及内*外*妇*五官*皮肤等科疾病)

该书+宿食不消病诸候,篇中记述宿食不消诸

证共四候(其中+宿食不消候,和+食伤饱候,中共列

举了 ' 种导引法(可以归纳为-转身挺腹法*正坐调

息法*伸腰托按法*鹜行气法*雁行气法*正坐吐纳

法) 现就此 ' 种导引法作简要探析)

"!转身挺腹法

原文云-+凡食讫(觉腹内过饱(肠内先有宿气)

常须食前后两手撩膝(左右欹身(腹肚向前(努腰就

肚(左三七(右二七(转身按腰脊极势) 去太仓腹内

宿气不化(脾痹肠瘦(脏腑不和(得令腹胀满(日日消

除),

操作方法-采用正坐式(两脚与肩等宽(两手掌

分别拢抱左右两膝(直腰向前挺(腹尽量向前凸(身

体向左侧转至极点(然后身体回正(如此 #" 次) 同

此法身体向右侧转 "& 次) 丹田是人体元气之根(直

腰腹向前挺(调动命门丹田之气(补益脏腑(加强胃

肠气机的有序运动) 侧身导引一方面牵引足厥阴肝

经(强化肝气的疏泄(以促进脾土的运化"另一方面

牵引足少阳胆经(强化少阳之气舒展升发(以疏通脾

土之壅塞) 通过动作的导引使脾胃运化*腑气得通(

以消宿食停滞不化)

#!正坐调息法

原文云-+闭口微息(正坐向王气(张鼻取气(逼

置齐下(小口微气出十二通(以除结聚) 低头不息十

二通(以消饮食(令身轻强(行之冬月不寒),

操作方法-端身正坐(面向东(以鼻深吸气(并用

意念引气至脐下丹田(闭气意守(再慢慢匀细呼气(

共 "# 次) 本方法采用腹式呼吸(吸气时膈肌下降(

把腹内脏器向下推"呼气时膈肌上升(恢复原来的位

置(腹内脏器上升(从而对腹内脏器起到按摩作用)

通过膈肌的上下运动(推动中宫斡旋中气(引导气机

升降) 并且通过意念导引加强丹田与中宫的联系(

促进先后天的相互资助(从而达到强健脏腑(畅通气

机之功)

(!伸腰托按法

原文云-+端坐伸腰(举左手(仰掌(以右手承右

胁(以鼻子内气(自极七息(除胃中寒食不消) 又云-

端坐伸腰(举右手(仰掌(以左手承左胁(以鼻子内

气(自极七息(所除胃寒(食不变(则愈),

操作方法-采用正坐式(端身正坐(直腰(两脚与

肩等宽(用右手按右胁!拇指向后(虎口向上#(左手

上举(掌心向上(尽量向上托按(同时以鼻吸气(尽量

吸满再呼气(. 次) 然后交换双手(如法操作 . 次)

本导引法采用形体动作导引与呼吸调息相结合(举

手仰掌上抻拉(旨在牵拉引动体侧足厥阴肝经和足

少阳胆经的经气(以达到疏泄气机*促进脾运化的作

用) 并且(以手承胁(大拇指按于京门穴(其余四指

按与章门穴) 京门穴属胆经(为肾之募穴"章门属肝

经(为脾之募穴) 手按京门穴和章门穴(一方面可以

启动后天脾气及先天肾气"另一方面可以激发少阳

升发之气"并且(由于按住章门穴(可以引胆气入脾(

起甲己合而化土之效(收+土得木而达,之功(从而

加强脾胃运化功能) 本导引的呼吸调息乃采用腹式

呼吸(机理同上)

&!鹜行气法

原文云-+鹜行气(低头倚壁(不息十二通(以意

排之(痰饮宿食从下部出(自愈) 鹜行气者(身直颈

曲(排气下行而一通(愈宿食),

操作方法-正坐姿势(两脚与肩等宽(两手自然

放置两腿上(背靠墙壁(使上半身端直(颈曲低头(先

深吸气(闭气(再呼气) 本导引法实际上是采用特定

的姿势进行调息的方法(背靠墙壁(上身端直(颈曲

低头(都是为了更好地行使腹式呼吸) 由于背靠墙

壁*上身端直*颈曲低头限制了胸式呼吸(调息时练

习者只能采用腹式呼吸) 并且配合意识导引(引气

机下行(推动痰饮和不消化宿食从下部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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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垣针法!悉本$素问%&$难经%!法古而创新!将补土法灵活应用于针灸!结合$灵枢%'导气(与'同精(!提出了'导气同

精(与'同精导气( 法!据$素问%'阴病治阳!阳病治阴(创背俞治外感&腹募治内伤的治疗大法!不仅提出了用刺经放血)))通

调气街!并大胆地提出了虚证亦可放血的理论*

关键词!李东垣"针法"补土"学术探讨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明.高武最先从李东垣的$脾胃论%中摘录出若

干关于针灸的内容收入$针灸聚英%(命名曰-+东垣

针法,(+东垣针法(深得$素问%之旨(人多忽之(各

书亦不能载) 今于$脾胃论%中表章于此), !$针灸

聚英.凡例%# 书中说-杨继洲也将其收入$针灸大

成%并作专篇论述) 笔者在捧读+东垣针法,后(深

感其奥妙无穷(现不揣浅陋(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肤浅

的分析(希望同道指正)

"!补土伸元法

脾胃属土(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东垣乃补土派

的鼻祖(他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从

+内伤,立论(认为+脾胃之气既伤(

##############################################

则元气亦不能

/!雁行气法

原文云-+雁行气(低臂推膝踞(以绳自缚拘左(

低头(不息十二通) 消食轻身(益精神(恶气不入(去

万邪) 一本云-正坐(仰天呼吸天精(解酒食饮饱)

出气吐之数十(须臾立饥且醒) 夏月行之(令人清

凉),

操作方法-首先(两脚并拢(下肢伸直(俯身前

倾(两手掌按于膝上(低头(先深吸气(闭气(再呼气(

如此 "# 次) 然后(改以正坐端身(抬头向天(以鼻吸

气(意想吸入天之精气(然后呼气(呼气是用口吐气(

如此 "# 次) 本导引法如鹜行气法一样(也是采用特

定姿势进行腹式呼吸调息的方法) 所不同的是(本

法加强了腹式呼吸的强度) 俯身向前*低头既限制

了胸式呼吸(强化腹式呼吸(又因于加大了腹部的压

力(激发鼓动丹田之气与中宫相联系(从而健强脾

胃(以达消食轻身之功)

'!正坐吐纳法

原文云-+若腹中满(食饮苦饱) 端坐伸腰(以

口内气数十(满吐之(以便为故(不便复为之) 有寒

气腹中不安(亦行之) 又云-端坐伸腰(口内气数十)

除腹中满(食饮过饱(寒热(腹中痛病)

&.'

,

操作方法-端身正坐(直腰(口呼口吸(张口吸

气(吸满为度(然后以口全部呼出(如此反复以腹部

胃脘舒适为度) 本导引法是专门针对食伤饱候而

设(调息之法虽仍以腹式呼吸为主(但不同于上述正

坐调息法*伸腰托按法*鹜行气法*雁行气法的调息)

本法口呼口吸(旨在排体内浊气(引吐故纳新(以除

腹中满(食饮过饱)

综上所述(宿食不消病候其病机有脾胃虚寒(运

化不及"或食过于饱(胃气受损等不同(但其食滞内

阻之候均可采用导引调息吐纳之法梳理化解) 考古

代导引吐纳法(其实质就是对人体形气神的锻炼和

调控(尤其是以神为主导(在导引吐纳中意识的运用

贯穿始终(即做到精神放松(神意相合*神注庄中*气

随庄动&('

) $诸病原候论%宿食不消病候导引法的

精要亦在于此-动作导引*呼吸调息*意识主导) 其

导引动作(以牵动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之气为

主) 呼吸吐纳(以腹式呼吸引动气机的升降) 导引

过程中注意发挥神意的主导作用(意识专注一导引

动作*呼吸运动以及气机升降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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