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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伤寒论"六经病中针灸疗法的运用

"

!王!指导!胡幼平!!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成都 "#$$%&"

摘要!"伤寒论#六经病篇中对针灸疗法的运用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明确提出针灸的适应证%主张针药并用%强调辨证选穴%为

后世针灸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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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开创中医辨证论治的

先河#共计 ##J 方#JK% 法#其中针灸疗法占一定比

重( 就其内容而言#涉及针刺)灸法以及针灸的禁忌

共 J 方面内容( 下面就其针刺和灸法两方面的条文

作一分析探讨(

#!太阳病篇

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

也( 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L"

提出太阳病行经之期已尽#病将自愈及预防传经之

法( &素问*热论'云$+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

故以头痛为标准#能反应太阳病的病情变化( 患太

阳病七日及以上者#已属太阳本经行尽之时)正气来

复之际#故可自愈( 若患者正气虚弱#病不自解而传

阳明#则可针刺足阳明#激发阳明经气#阻断病邪的

传变( &伤寒论译释'

-#.载周扬俊云$+针足阳明者#

谓太阳将传阳明#故于趺阳脉穴针之#以泄其邪#则

邪散而自愈矣(,趺阳穴又名冲阳#是胃经的原穴#

为胃气充盛之处( 故针刺冲阳穴#可激发阳明经气#

鼓舞胃气以阻断疾病向阳明的传变( 原文未指出针

刺胃经何穴#据文意#足三里可选( &针灸大成'云$

+足三里主脏气虚惫#真气不足//秦承祖云$足三

里诸病皆治%华佗云$主五劳羸瘦(,可见#足三里能

很好的激发胃经经气#鼓舞正气#与冲阳穴合用以增

强疗效( 针刺的时候#应选用捻转补法以达到预期

的效果(

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

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M"提出针药并用的原则(

当太阳中风证邪气太重时#当针药并用( 仲景提出

先针刺风池)风府祛风解表#再服汤药#则病可愈(

徐大椿-(.说$+此非误治#因风邪凝结于太阳之要

路#则药力不能流通#故刺之以解其结( 盖风邪太

甚#不仅在卫而在经#刺之以泄经气(,风池属胆经#

为手足少阳)阳维之会#刺之能泄郁热以解其烦(

&针灸大成'云$+主洒淅寒热#伤寒温病汗不出//

大风中风//,风府属督脉#足太阳)督脉)阳维之

会#与风池同用可增强泄热除烦之效( &素问*疟

论'曰$+邪客于风府#寻膂而下#卫气一日夜大会于

风府#明日日下一节#故其作晏#每至于风府#则腠理

开%腠理开#则邪气入%邪气入#则病作//,故二穴

合用#能疏经通络#祛风解表( 针刺时#用捻转泄法

以尽泄邪气( 承淡安-J.云$+先刺风池)风府#以疏

通经络#泄太阳风邪%后再刺头维)外关)合谷#以解

肌表#即可痊愈(,

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

名曰纵( 刺期门( !#$L"提出类似太阳)阳明的肝

乘脾证的针灸治法( 首先要明确肝乘脾与太阳)阳

明的鉴别诊断( 何以肝乘脾会见上述症状0 &伤寒

论*辨脉法'

-M.云$+脉浮而紧者#名曰弦也(,脉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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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肝旺之征%肝气盛则多言#故见谵语%腹满#是肝

旺乘土之象( 治疗以疏泄肝木为主( 成无己-#.曰$

+腹满谵语者#脾胃疾也( 浮而紧者#肝脉也( 脾病

见肝脉#木行乘土也//期门者#肝之募#刺之以泄

肝经盛气(,宋代庞安时-&.曰$+刺期门之法#须待脉

弦或浮紧#刺之必愈( 余刺之不差#以正取肝之邪故

也(,操作时#用毫针刺法#行捻转泻法#浅刺疾出

针( 肝旺日久化热者#可在期门穴上作三棱针点刺

放血拔罐疗法#以尽泄邪气( 并可针刺足三里)中

脘#以提高疗效( 足三里和中脘行补法或平补平泻

法(

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

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 刺期

门( !#$K"提出类似太阳)阳明的肝乘肺证的针刺

疗法( 成无己-#.曰$+伤寒发热#啬啬恶寒#肺病也(

大渴欲饮水#肝气胜也//而腹满者#此肝行乘肺#

水不得行也//刺期门以泻肝之盛气#肝肺气平#水

散而津液得通#外作自汗出#内为小便利而解也(,

病变重点在肺的功能失调#根本在肝的过盛#治病求

本#以治肝为要( 原文提出刺期门#用毫针刺#泻法#

化热者#可行刺血拔罐疗法#疏泄肝气以恢复肺气的

宣降( 病情较重者#针太渊#行补法或平补平泻法#

恢复肺气的宣降(

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

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

汤#更加桂枝二两也( !##%"提出心阳虚致发奔豚

的证治#章虚谷-#.曰$+针处被寒#闭其经穴而核起#

太阳之邪不得外泄#内遏肾脏水寒之气#必致上冲于

心#如豚之奔突#以太阳经脉络肾#寒邪由表犯里也(

先灸核上通阳散寒//,临床上#艾柱灸或艾条灸

较为常用#直接针对局部病变部位施治( 至于奔豚

气的治疗#也可选用灸法进行#艾火性属纯阳#在神

阙用灸法可以平降少腹上冲之阴气#同时温灸涌泉

穴也可收到理想的效果( 承淡安-J.提出#针刺章

门)中极)三阴交#行泻法可以达到与桂枝加桂汤相

同的疗效( 章门穴#&针灸大成'云$+主//烦热口

干//奔豚积聚(,中极穴#&针灸大成'云$+主冷气

积聚#时上冲心//奔豚抢心(,三阴交穴#为足三

阴之会#针刺泻法以降三阴上冲之气(

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弦冒#时如结胸#

心下痞硬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慎不可发

汗( 发汗则谵语#脉弦#五日谵语不止#当刺期门(

!#M("提出太阳少阳并病的治法#宜针刺#禁用汤药

发汗( 为何选择大椎)肺俞)肝俞0 大椎为六阳经的

交会穴#主颈项强痛#解表之力尤甚( 肺俞有宣肺解

表理气退热之功( 肝俞解表疏肝)清少阳之火( 三

穴并用#于太阳少阳并病有良效( 发汗则伤津液#更

助少阳火盛#木火侮犯胃土#则谵语( 少阳火炽则见

脉弦( 至五六日传经尽#谵语不止者#刺期门以泻肝

胆之火#则谵语自止( 同时可选用肝经和胆经的井

穴或荥穴#如$大敦)行间)足窍阴等#行捻转泻法或

点刺出血(

太阳)少阳并病#心下硬#颈项强而眩者#当刺大

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此条所论述的症

候与第 #M( 条大致相同( 程郊倩-#.云$+此之并病#

心下硬居首#颈项强而眩次之#似尚可下#不知少阳

三法俱禁#只可刺而慎勿下也(,吴谦-".曰$+心下硬

而眩者#少阳也%颈项强者#太阳也( 当刺肺俞)肝

俞#以泻太阳少阳之邪#慎不可下也(,刺法可参第

#M( 条(

(!阳明病篇

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 但头汗

出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運然汗出而愈(

!(#""此条论述了阳明病热入血室的治法( 血室隶

属肝经#故可针刺肝经的募穴期门( 刺期门以泻其

实#使邪热不郁于内而運然汗出以外解( 成无己-(.

云$+刺期门#以散血室之热#随其实而泻之#以除阳

明之邪( 热散血除#营卫得通#津液得复#運然汗出

解(,同时可配合针刺胆经的募穴日月以增强疗效(

关于血室#柯韵伯-#.云$+血室者#肝也#肝为藏血之

脏#故称血室( //必刺肝之募#引血上归经络#推

陈致新#使热有所泄#则肝得所藏//(,刺法上#用

捻转泻法可配合刺血拔罐(

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都满#胁下及心

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目悉

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瘥#外

不解( 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 !(J#"此

条论述三阳合病的治法#三阳合病#泄热为要#解表

攻里都不适宜#故首选针刺以疏泄郁热( 据原文#针

刺宜选用少阳经的穴位#用泻法( 承淡安-J.云$+短

气腹满者#足三里)承山)内庭#泻法%胁下及心痛者#

大陵)章门)阳陵#泻法%鼻干不得汗者#合谷)经渠#

泻法%身黄者#至阳)膈俞#灸法%腕骨)公孙#泻法%小

便难者#中极)阴陵#泻法%潮热者#大椎)间使)支沟)

承山#补法%时时哕者#内关)巨阙#泻法%耳前后肿

者#液门)小海#泻法(,

J!少阳病篇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

除而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

热入血室也( 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 !#MJ"恶

寒发热#说明病在太阳#而此时经水适来#则血室空

虚#表邪内陷( 七八日后#表证已去#热退身凉( 外

邪侵犯血室#与血相结#则脉道不利%胸胁为肝经所

过#故见胸胁下满之状%血热上扰清窍#则谵语( 针

刺期门疏利肝脉并泄血室之热#用泻法#可配合刺血

拔罐( 病在少阳#针对谵语#可点刺足窍阴( 肝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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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里#可配合针刺胆经募穴日月(

M!少阴病篇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

之#附子汤主之( !J$M" +口中和,三字#是本条着

眼点#+其背恶寒者,#必须要+口中和,#方可确诊阳

虚#才能用灸法和温阳药治疗( 成无己-(.说$+少阴

客热#则口燥舌干而渴( 口中不和者#不苦不燥#是

无热也( 背为阳#背恶寒者#阳气弱#阴气胜也(

&经'曰$无恶寒发热者#发于阴也( 灸之助阳消阴

//,用灸法温阳散寒( 选用一些具有温阳强壮作

用的穴位#如$大椎)气海)关元)命门)腰阳关)至阳(

同时可配合针刺(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可刺( !J$L"少阴病#

下利脓血者#可用针刺之法( 一般认为是针对不同

的证型#针刺和灸法配合使用( 汪苓友-#.云$+&补

亡论'常器之云$可刺幽门)交信( 郭白云云$可灸(

幽门//治泻利脓血#可灸五壮( 交信//治泻利

赤白#女子漏血不止#可灸三壮(,钱天来-#.云$+邪

入少阴而下利#则下焦壅滞而不流行#气血腐化而为

脓血#故可利之以泄其邪#通行其脉络#则其病可已(

不曰刺何经穴者#盖刺少阴之井荥输经合也(,以上

注家之言可参#本条未言针刺何穴#临证尚需辨证以

决定选穴和治法(

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

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 !(K("少阴吐利#多伴手足

逆冷#而此条言手足发热#说明阳虚并不严重#不至

于虚阳暴脱而亡( 脉不至而非脉绝#说明病情未到

阴阳离决的地步#用灸法温养阳气#则脉自至( 文中

提到灸少阴七壮#未言选用何穴#历代注家-(.说法

不一$+常器之主张灸太溪#因为肾之源出于太溪%

章虚谷主太溪)涌泉%柯韵伯主太溪和复溜(,都以

太溪为主#用肾经的穴位( 王肯堂-#.的观点最为贴

切$+少阴之络非特一穴#今曰少阴而不指其穴者#

针法长常随四时#随运气以取井荥输经合#不可执泥

也(,可见#仲景只提可灸少阴而不言其穴#是有道

理的#临床根据具体情况而选穴#随证加减( 病重

者#可重灸气海)关元)神阙以速回其阳( 关于七壮#

应该理解为关于阳数的虚数#如$一)三)五)七)九%

壮数以阳数为据#以增强疗效(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

少者#当温其上#灸之( !J(&"少阴下利#多针对虚

寒而言#若下利日久#伤及阴血#可出现脉涩( 阴寒

上犯则呕#卫外不固则汗出%气陷则数更衣%阴血亏

虚不足以濡养肠道#故大便反少( 阳虚应温阳#而温

阳又会伤阴%阴血亏虚该养阴#养阴又加重阳虚%降

逆止呕会加重下利%升阳会加重呕逆#故汤药实施有

一定困难( 用灸法#温灸其上而达到治疗的效果(

关于+当温其上,的问题#诸多医家认为是温灸百会

穴#是很有道理的#以方中行-#.的注释为例$+微#阳

虚也%涩#血少也( 汗出#阳虚不能外固#阴弱不能内

守也( 更衣见阳明病篇#反少者#阳虚则气下坠#血

少所以勤努责而多空坐也( 上谓顶#百会是也( 灸#

升其阳以调养夫阴也(,

&!厥阴病篇

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

不还者#死( !JMJ"此条所论述的是阴盛阳衰的危

候( 脉微)手足厥冷都是阴盛之候#阳气虚衰与阴邪

相争#故烦躁( 此危候#熬煮汤药不及#故重用灸法

以期回阳消阴( 重灸肝经的腧穴#若手足转温#说明

阳气尚能回复#可救%相反则是阴盛阳绝#不可救(

此条只提出用灸法而未言汤药#可见症候危及之至(

原文只言灸厥阴#而未言何穴#张令韶-(.提出可灸

行间和章门#可参( &难经'曰$+脏会章门(,此病

症#阴寒内犯五脏#故可灸章门( 行间#&针灸大成'

曰$+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息//四肢逆冷#嗌

干烦渴(,故行间可选( 同时#可参考第 (K( 条中所

选王肯堂的观点#只言其经而不言其穴#要求我们结

合临床辨证选穴#而非选用成方固穴#以体现中医辨

证论治的思想(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 不温#若脉不

还#反微喘者#死( 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 !J"("

强调灸法在治疗阳虚阴盛重症时的重要性( 阳虚阴

盛重症#用灸法急救回阳( 无脉者#重用灸法#以期

脉至( +少阴负趺阳,是指太溪脉略小于趺阳脉#说

明胃气尚存#可救#故为顺( 太溪#&针灸大成'云$

+主手足寒至节//伤寒手足厥冷(,故可重灸太溪

以回阳散寒( 原文未言灸何穴何经#据文意#任脉的

气海)关元)神阙亦可选用#在重灸任脉的穴位如神

阙的时候#可用隔盐或隔附子灸#以增强回阳散寒之

力(

结语$综上所述#张仲景在&伤寒论'六经病中

提及的针灸疗法#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也体

现了急者治标的思想( 他在针灸史上所作出的贡献

是不可磨灭的#至今仍有很高的临床和理论的指导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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