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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 《黄帝内经 》卫气运行

天津中医学院 于 越

卫气布于周身
,

运行不息
。

卫气运行有其自身

循行途径及规律
。

本文仅基于 《内经 》对卫气运行

的有关论述
’

就人体卫气独立运行与营 卫 相 随运

行
、

卫气出阳入阴相兼往复运行与营卫相兼往复运

行
、

以及卫气运行分布与人休机能状态等方面试予

归纳
、

分析
,

务望教正
。

1 卫气循行途径
;

1
.

1 卫气始出建径
: 《灵枢

·

五味 》言
: “

谷始

于胃
,

其精微者
,

先出于胃之两焦
,
以溉五藏

,

别

出两行
,

营卫之道
。 ”

卫气自胃脾 化 生
,

温养 于

脏
,

其后从肾经循足少阴之别
—

矫脉出于阳入于

阴
。

故 《灵枢
,

营卫生会篇 》中有 “卫出下焦
”
之

说
。

1
.

2 卫气独立循行途经
: 《灵枢

·

卫气行 》言
,

“是故平旦阴尽
,

阳气出于目
,

目 张 则气上行于

头
,

循项下足太阳
,

循背下至小指之端
,

其散者
,

别于目锐毗
,

下手太阳
,

下至手小指之端外侧
。

其

散者
,

别于 目锐眺
,

下足少阳
,

注小指次指之间
。

别者以上至耳前
,

合于额脉
,

注足阳明
,

以下行至

附上
,

入五指之间
。

其散者
,

从耳下下手阳明
,

人

大指之间
,

入掌中
。

其至于足也
,

入足心
,

出内躁

下
,

行阴分
,

复合于 目
,

故为一周
, ⋯ ⋯其始入于

阴
,

常从足阴注于 肾
,

肾注于 心
,

心注于肺
,

肺注

于肝
,

肝注于脾
,

脾复注于 肾为周
。 ”

故卫气独立

之行
,

平旦起于 目锐毗
,

序经手足三阳经
,

并通过足

阳经行至于足
,

入足心达于足少阴之别

—
跻脉

,

上复会于目
,

构成卫气行于阳周的途径‘ 至夜
,

卫

气运行入阴
,

起始于肾
,

依次行于肾, 心 , 肺, 肝

, 脾, 肾而往复
,

构成卫气行于阴周的途径
。

1
。
3 营卫相斑循行途经

: 《灵枢
.

营卫生会》言
:

礴营行脉中
,

卫行脉外
,

营周不休血 五 十 而 复大

会
,

阴阳相贯
,

如环无端
。 ”

故营卫运行
,

尚有相

互依随循环往复
。

卫气独立运行途径不甚连贯
,

故

卫气多需
“

其散者
” ,

方可 完 成 循行
,

而营气清

静
、

无漂疾
、

滑利之性
,

并其行于脉中
,

因而其难

循卫气独立运行之途径
。

然散行之卫气则可从于营

气
,

而行于营气运行之道
,

如此营卫相随
,

循十二

经流注次序
,

并由肝别出
,

上行经额
、

巅
,

下项入

督脉
,

绕阴器交任脉
,

再注于手太阴脉
,

构成营卫

相随的卫气运行途径
。

2 卫气往复循行规律
;

2
.
1 卫气出阳入阴的相兼往禽运行

:

卫气无论是

昼行于 阳经
,

还是夜行于阴分
,

都是主要行于阳或

阴
,

次要行于阴或阳
。

即白昼卫气主行于阳经
,

次

行于阴分 , 夜晚卫气主行于阴分
,

次行于阳经
。

《灵枢
·

卫气行 》言
: “水下一刻

,

人气在太

阳 , 水下二刻
,

人气在少阳 , 水下三刻
,

人气在阳

明 , 水下四刻
,

人气在 阴分
,

· ·

⋯旧 行一舍
,

水下

三刻与七分刻之四
。

大要常以 日之加于宿上也
,

人

气在太阳
。

是故日行一舍
,

人气行三阳与阴分
,

常

之外
,

宿寐失调也多与营卫不和有关
,

卫气昼不能

行于表则精神不振
,

夜不能入于 阴则心烦失眠
,

采

用调和营卫之法
,

常可收到较好疗效
。

是病虽表现

于卫
,

然是机要仍在于卫气不共营气谐和之故
。

所

以在治疗时重在营卫并调
,

使营卫交通
,

阴阳相济

则不寐自除
。

吴谦在 《订王伤寒论》中言及
: “

营卫二者
,

皆胃中后天之谷气所生
,

其气之清者为荣
,

浊者为

卫
,

卫
、

即气中漂悍者
,

营
、

即血中精粹者
,

以是

定位之体而言
,

则日气血
,

以是流行之用而言
,

则

日营卫
,

营行脉中
,

故属于阴也
,

卫行脉外
,

故属

于阳也
,

然营卫之所以流行者
,

皆本乎肾中先天之

一气
” 。

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是构成营卫的基础
,

也是营卫发挥调节作用的必要条件
。

营气与卫气的

相互合和更是机体维持正常机能的重要因素
。

在治

疗中注意发挥营气的调节功能
,

调整营气的运行
、

分布
,

借以调整营卫之间忽关系
,

以达到阳阴和合

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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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帝 内 经 》灸 法 辨 析

张家口 医学院 孙洪生

关键词
:
《黄帝内经 》 灸补 灸泻

《黄帝内经 》 ( 以下简称 《内经 》 ) 的辨治思

想
,

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证洽疗
,

是书以针灸

为主要论治方法的理论和实践
,

也成为后世针灸学

发达的契机
。

但核考 《内经 》对于灸 治 疗 法 的论

述
,

笔者认为
,

后世医家对于灸泻的理解并非 《内

经 》之原旨
。

对于灸补灸泻的问题
,

后 世多 以 《灵 枢
,

背

俞 》篇 “以火补者
,

毋吹其火
,

须自灭也 , 以火泻

者
,

疾吹其火
,

传其艾
,

须其火灭也
。 ”

为理论之

所宗
。

但考此论
,

其与 《内经 》灸疗的整体思想和

实际应用是有很大差异的
。

1 《内经 》对灸法的应用与
“
灸泻

” 理论

的差异

《内经 》对于灸法的应用
,

当俱以补立意
,

如

在 《素问
·

通评虚实论 》中就谈到
“
络满经虚

,

灸

阴刺阳 , 经满络虚
,

刺阴灸阳
” ,

就是 以 灸 代言

补
,

以刺代言泻的
。

在灸法的实际应用中也是以补

见功的
。

或有人把 《内经 》中的痈疽灸焰法和温经

散寒灸治法作为 《内经 》灸泻理论的应用实例
,

殊

不知这些具休的运用
,

并非如 《灵枢
.

背俞 》篇所

论
。

1
.

1 痛疽 灸 筋 法
: 《灵 枢

·

痈 疽 》篇有 云
:

“
( 痈 ) 发于肩及孺

,

名日疵痈
。

其状赤黑
,

急洽

之
。

此令人汗出至足
,

不害五藏
。

痈发四五日
,

逞

焰之
。 ” 《内经 》作者在此似把灸法用于实热火毒

之治
,

实则不然
,

从本篇的论述来考察
,

痈证的病

如是无已
。 ”

故白昼天地运转至一个星宿之始
,

卫

气运行盛于 阳经
,

转至此星宿之终
,

卫气运行盛于

阴分
,

换言之
,

卫气每独立运行一个周次
,

即过于

阳经
,

又达于阴经
,

如此周而复始
,

形成卫气运行

于 阳周
,

阴周的相套往复规律
。

2
。
2 营卫相兼往复运行

: 《灵枢
·

营卫生会 》言
:

“

愿闻营卫之所行
,

⋯⋯常与营 俱行于 阳 二 十五

度
,

行于阴亦二十五度
,

一周也
,

故五十度而复大

会于手太阴矣
。 ”

营卫昼夜共行五十周
,

五十周终

两者会于手太阴经
,

卫气于此有 循 独立运 行途 径

者
,

有随营气运行者
,

各行五十周毕
,

又复会于手

太阴
,

故卫气在独立循行阳周和阴周的同时
,

亦散

行从 于 营气运行之 道
,

形成
“

营行脉中
,

卫行脉

外
”
的营卫相兼往复循行规律

。

3 卫气运行与其功能状态
;

卫气昼 ( 主要 )行于 阳
,

夜 (主要 )行于阴
,

说

明了卫气于不同的时辰
,

其在人休内的分布状态不

同
,

进而也决定了不同时辰
,

人休的功能状态不同
。

3
.

1 卫气 运 行 与睡眠
: 《灵枢

·

大惑论 》言
:

“

夫卫气者
,

昼日常行于阳
,

夜行于 阴
,

故阳气尽

则卧
,

阴气尽则瘩
。 ”

卫气的正常运行直接关系到

人体的正常睡眠
。 “

卫气独卫于 外
,

行于阳 不得入

于阴
,

⋯ ⋯故 目不螟
” ( 《灵枢

.

邪客篇 》 ) ,

人

体出现失眠
; “

卫气留于阴
,

不得行于 阳
,

·

“⋯故

目闭也
” ( 《灵枢

·

大惑论》 )
,

人休出现嗜睡 ,

“

老者之气血衰
,

其肌肉枯
,

气道涩
,

五藏之气相

搏
,

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
,

故昼不精
,

夜不眼
, ”

出现营卫运行相随失序
,

白昼精神不振
,

夜晚难以

成眠
。

3
.

2 卫气运行与寒沮
: “

卫气者
,

所 以温分肉”

( 《灵枢
·

本藏 》 )
, “

卫者
,

·

一熏于育膜
,

散

于胸腹
”

( 《素问
·

痹论 》 )
。

卫气具有温煦人身

机体内外之用
,

卫气行于 阳周
,

人体御寒能力强于

卫行阴周
,

故人之衣被寐时厚于嘉时
,

机体之温寐

时低于痞时
。

3
.

3 卫气运行与御邪
: “卫气者

,

昼日行于阳
,

夜行于 阴
,

此气得阳而外出
,

得阴而内薄
。 ” 卫气

的御邪状态
,

行于阳周之时强于行于阴周之时
,

故

外感病多有轻昼夜甚之状
,

人体感受邪气亦多呈夜

易于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