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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医学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创中医

辨 证 论 治 之 先 河 ，后 世 奉 为 圭 臬 。凡 论《伤 寒 杂 病

论》（后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人们每

论及理法方药，或称六经纲目云云，往往忽视仲景

治病的另一重要手段———针灸疗法的研究，而使其

学术思想有所偏解。鉴于对仲景学术思想的崇拜，

及对针灸学术沿革的复习，笔者侧重于针灸疗法于

仲景遣方用药之关系方面，总结《金匮要略》诸篇有

关针灸疗法的论述，以求正于同道。

8 辨脏腑 明经络 针刺有源

《金匮要略》开篇“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第

一”，确立了全书遵循的辨证论治准则，以羽翼伤寒

之六经辨证。原书在论述了脏腑相生发病机制及

“四气与人气”相能后指出：“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

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既医治之，四肢

才 觉 重 滞 ，即 导 引 吐 纳 、针 灸 、膏 摩 、勿 令 九 窍 闭

塞。”可见当时仲景已把针灸、按摩作为相当重要的

治疗手段，广泛用之于临床。

《金匮要略》原书以整体观念为指导，以脏腑经

络为依据，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就是脏腑功能的失

调和传变。生理上提出了“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

和”的著名论点。病因上认为“客气邪风，中人多死，

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

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

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此为后

世陈无择提出的“三因论”奠定了基础。病理上又提

出了“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

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

从病因病理上不难看出，仲景于《金匮要略》中论述

病证紧密围绕脏腑经络。病因所及、病理相关，于治

疗中必定涉及能影响脏腑经络的方法。药物、汤剂

可以调理脏腑虚实，此不赘述。仲景同时强调针刺

方法具有调理脏腑经络的功能，提出了“针灸、膏

摩”能“医治之”的著名论述，这与《内经》关于针刺

治病的论述是相吻合的。《素问·移精变气论》曰：

“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灵枢·海论》曰：“夫十

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灵枢·经脉》

曰：“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

不 通 。”针 灸 治 病 在 于 疏 通 经 脉 ，调 理 脏 腑 。从《内

经》观点看，针刺尚有配合药物以治外之含义，内外

只是治法的区别，调脏腑虚实，其要一也。仲景明察

秋毫，于脏腑经络首篇立论针刺可调经络、安脏腑、

祛 病 延 年 ，可 见 其 重 视 针 刺 之 一 斑 。后 世 发 挥《内

经》、仲景治学思想，认为针刺与腧穴经络论、腧穴

论密切相关。通过腧穴的作用，针刺的行气反应于

经络；通过腧穴的作用，针刺的补泻反应于脏腑，两

者前后不同的治疗过程，把脏腑经络与腧穴针刺的

关系密切结合起来。通过上面的叙述，不能不把古

今广泛应用于临床的针刺方法归功于仲景对 《内

浅论《金匮要略》的针灸疗法

仲强惟

摘要：从《金匮要略》辨脏腑、明经络，论述了其对《内经》针刺理论的发挥，指出了《金匮要略》首论温针治疗，

强调灸法的重要性，对总结张仲景的辨证思想，指导针灸临床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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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术思想的阐发，不能不感谢仲景对《内经》针

刺理论的发挥。

8 明针刺 重温灸 广延针法

仲景不但于总论中指出了针刺对调整脏腑经

络的作用，并在各论中举实例以说明之，尤其对热

针疗法极力推举。《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太阳中

暍，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

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

齿燥。若发其汗，则恶汗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

之，则淋甚。”此条首论温针治疗，虽为误治，仍可见

仲景用针法之广泛性。盖太阳中暍，为暑与湿俱伤，

暑为阳，湿为阴，暑湿搏结，胶着难解，治疗当两分

清利“发汗而利小便”。仲景在此提出用温针可有两

义：一为温针广泛流行，庸医每以时敝为患，不问病

情，滥施针法；二为暑湿多有惑人之象，如医者只见

所挟之寒湿，忽视伤阴之暑邪，而贸然温针，必定避

湿助暑，加速热炽津伤，结果每多导致变证。这里提

示 温 针 之 运 用 ，如 用 药 之 辨 证 ，用 针 之 辨 经 ，仍 需

“谨守病机”，思其所感及所变，掌握住施针的关键，

以中矢的。温针虽为仲景倡导的古代针法，当今临

床仍广泛应用。古代的毫针加艾温针法，已发展成

为多种药配伍的针药结合疗法，这种形式上的针药

结合，实际上正是中药辨证配方与针灸辨证配穴理

论思想的充分体现。随着临床、科研工作的进一步

开展，此法定会日益完善。

仲景在论述温针的同时，同样强调了灸法的重

要 性 。《 痉 湿 暍 病 脉 证 治 第 二 》：“ 痉 病 有 灸 疮 ，难

治。”灸法最早见于《内经》之《灵枢·官能》：“针所不

为，灸之所宜。”《素问·异法方宜论》：“藏寒生满病，

其治宜灸 。”仲景继承《内经》理论体系，将灸法推

广于临床。从原文看“痉病有灸疮”，当属灸法之斑

痕灸。原书将此法列于痉病，显然又是一个误治。痉

病是病在筋，其症可见项背强急，口噤不开，甚至角

弓反张。因外感风寒所致者，是本篇叙述的重点。风

寒客表，卫阳闭郁，营卫失和，是其主要病机；筋脉

受阻，气血郁滞，伤筋动风，诸症随起，治疗当解肌

祛 邪 ，舒 缓 筋 脉 ，针 药 两 解 ，均 可 祛 疾 。仲 景 举“灸

疮”于痉病，亦有两义：其一如《针灸资生经》曰：“凡

着艾得灸疮，所患即瘥，若不发，其闰不愈”，此泛指

斑痕灸法，能改善体质，增强机体的抗病力，从而起

到治疗和保护作用；其二提示，痉病不可妄用灸法，

若医者只视风寒外客肌表，灸可祛寒，失于辨证，妄

加灸疗，非但不可散外邪于即刻，反而使表邪留连，

甚有内传入里之虞，影响了进一步的治疗，即为“难

治”。预见了“灸疗”虽然能“所患即瘥，”起到预防保

健的作用，亦有“病有灸疮、难治”之嫌，可见其尚有

推助病势之能。现今灸法已广泛用于临床，灸疗已不

再是单独的“灸疮”，而是论及灸炷、灸条、灸饼、灸

姜、灸盐等各种各样，其方法也从直接灸之斑痕，发

展成间接灸、温和灸及使用温灸器。方法有异，疗效

各著。灸法治疗的继承和发展，也会象仲景学术思想

一样，继承发展下去。

纵 观《 金 匮 要 略 》全 书 涉 及“ 针 灸 ”的 原 文 仅

#! 条，但其涉及的针灸理论及治疗方法，却起到了

提纲挈领的作用。从针灸作用原理上，《金匮要略》指

出了脏腑经络是针灸治病的基础，调节脏腑经络，使

阴阳平衡，是针刺的关键所在。如《灵枢·根结》所言：

“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阴与阳，精气乃光，

合形与气，使神内藏。”治疗上，除提倡用针刺之外，

尚提倡温针、灸疗、火针及单穴疗法。如《金匮·奔豚

气病脉证治第八》：“发汗后，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

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

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主之。”此为烧针临床误治举

隅。另于妇人篇载文提倡单穴疗法。如“妇人中风，发

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和，

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

门，随其实而取之。”及“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

入血室，但头汗出，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 然汗

出者愈。”等等，仲景述病言简意深，处方用药，少而

功深，于针灸所论，虽寥寥数笔，却顾及各方，虽条文

不多，却提纲挈领。正如伤寒专家刘渡舟概括仲景学

术思想时所论：“仲景著述言简意赅，极尽含蓄吐纳

之能事，故在辨证说理中有潜移默化的感染力；起到

了文以载道的效果。”如果我们能在深入探讨仲景辨

证用药规律的同时，重视其辨证施针，针药合用的思

想体系，不仅对归纳总结仲景的整体辨证思想大有

裨益，而且对指导临床针灸，也是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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