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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刺灸规律初探

研 究生

仲景用方之精当
,

世人熟知
,

奉为
“
经

岌
” ,

而仲景替用针灸
,

常不为人 重视
。

《伤寒论》既立针灸治疗原则
,

又示禁忌规

律
,
通观 《伤寒论》之条文

,

与针灸有关者

计35 条
,

虽只占总条数的 8
。

5 %
,

但却能充

分反映仲景对针灸的重视及其高深的灸刺理

诊‘ 本文拟就 皿伤寒论》中刺灸规律作一初

步探讨
,

不正之处
,

望指正
。

一
、

三 阳病宜针不宜灸
,

三阴病宜灸不

宜针

三阳经
,

指太阳经 (膀胧 经
、

小肠

经 ) 、
少阳经 (胆经

、

三焦 经 )
、

阳 明

, (胃经
、

大肠经 )
,

其位在表
,

统摄六
绳

“ 门 ~
、

八脚 ~
‘ ’

六声‘ , ” ‘
“

一
‘ 、

腑 , 三 阴经
,

指太阴经 (肺经
、

脾经 )
、

厥

阴经 (肝经
、

心包络 )
、

少阴经 (心经
、

肾

经 )
,

其位在里
,

统摄五脏
。

故三 阳病多系

阳证
、

表证
、

热证
、

实证
,

三阴病多系阴

证
、

里证
、

寒证
、

虚证
。

仲景根据针偏于泻

而灸偏于温补的特性
,

提示了
“三 阳病宜针

不宜灸
,

三阴病宜灸不宜针
” 的刺灸规律

。

1
、

三 阳病宜针不宜灸

((伤寒论》三阳病中有关刺灸的27 条原

文中
,

有 9 条用刺法
,

1 条用灸法
,

17 条为

灸热法所误治
。

原文25 条 (按成注编号
,

下 同) “
太阳

病
,

初服桂枝汤
,

反烦不解者
,

先刺风池
、

风府 ⋯⋯
” ,

及原文2 29 条 ,’ll 日明病
,

下血

谁语者
,

.

此为热入血室 ; 但头汗出者
,

刺期

门
,

随其实而泻之
,

⋯⋯ ” 。

前条指太阳中

李力

风
,

病重药轻而汗不出
,

风邪更加塑盛
,

此

时当先刺风池与风府穴
,

以疏通经脉
,

发散

风邪
,

刺之以开阳经之闭塞
,

以泄太阳经中

之风邪
,

后条指出热入血室
,

迫血妄行
,

血

室不藏
,

血中之热不能透于外而熏蒸于上
,

血室隶属于肝脉
,

故刺肝经募穴的期门
,

以

疏利肝胆之气
,

而泻血室之邪
,

使营卫调

和
,

阴阳均衡
,

正胜邪祛
。

《内经》日
:

“
满则泄之

” 、 “ 邪胜则虚之
”
即是此愈

。

仲景通过正面阐述阳证宜针的原则
,

亦

即提示阳证不宜灸的规律
,

不仅如此
,

仲景

还直接提出阳证用灸的危害性
。

原文 1 20 条
“
太阳病

,

以火熏之
,

不得

汗
,

其人必躁
,

到经不解
,

必清血
,

名为火

邪 ” ,

及原文 2 80 条
“
若巳吐

、

下
、

发汗
、

温

针
,

澹语
,

柴胡汤证罢
,

此为坏病 ⋯⋯ ” 。

前条论述太阳病误用火法
,

阳热郁遏不宣
,

火
.

牙卜不能外越
,

下伤阴络
,

迫血妄行
。

所谓
“
火熏

” ,

包括现时之灸法
。

后条论述少阳

病误用吐
、

下
、

发汗
、

温针等法后
,

使邪离

少阳而
“
柴胡汤证 罢

” ,

变为坏病
。

所 谓
“
温针

” ,

指针刺得气后
,

将艾绒捏在针柄

上点燃
,

直到艾绒燃完为止
,

即现今之
“
沮

针
·

灸
” 。

值得一提的是
,

仲景 在大且列举阳证误

用灸法致逆的同时
,

又举 出了 l例阳证用灸

法的情况
。

原文 12 5条
“浇针令其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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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本条指

出
“
灸其核上各一 壮

‘
, ,

阳 证何以得用灸

辑思维 及其周密性
。

如本条文之末
“⋯ ⋯ 有重大的指 导意义

,

如果我们注意到
“
小

此为小逆
” ,

我们 在分析条文之前就应注意

到
“
小逆

”
二字

,

这对我们分析前面 的症状

逆
” 二 字

,

就不会象教材中解释的那种 自相

矛盾
,

违背仲景之原意了
。

】



二

祛 ? 这里确当仔细辨别
。

本为太阳病
,

误用

烧针
,

诱发奔豚
。

仲景日
: “

夫病瘤疾加以
一

卒病
,

当先治其卒病
,

后乃治其痛疾也
” ,

故灸其核上以散寒通阳
,

但限之以
“
一壮

”

显见不可多灸重灸
,

以防引起火逆证
。

实际
_

上仲景在原文一开头就指出本条是
“
烧针令

.

其汗
”
的误治

。

2
、

三阴病宜灸不宜针

《伤寒论》三阴病中运用刺灸的 8 条原

文中
,

有 1 条运用刺法
,

1 条误用灸法
,

6

条运用灸法
。

原文 3 06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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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原文37 6条
“
不利

,

手足厥冷无脉

者
,

灸之不温⋯ ⋯
” 。

前条指出少阴病阳气

不来的治法
。

少阴病 阳虚 阴盛
,

脉陷不起
,

一时难续
。

《内经》日
: “

陷下则灸之
” 。

当急以
“
灸少阴七壮

” 以温其阳
,

复其脉
。

_

后条指出厥阴厥逆无脉 当以灸法治疗
。 ‘

厥阴

虚寒
,

阳气亏虚
,

又见不利
,

阴液耗损
,

阴
·

帕俱虚
,

病势险恶
,

当急灸 以回阳
,

此 即

《灵枢经》
“
阴阳皆虚

,

火自当之
” 之意

,

一

张介宾谓
“
火自当之

”
为

“
宜于灸也

” 。

三阴病多属虚寒
,

宜用灸法治疗
,

原文

3 1 5
、

3 3 9
、

3 5 7
、

3 6 3条皆是此意
。

然临床症
‘ 情复杂多变

,

仲景又列 1 例 阴 证用刺的情

况
,

以示后学切不可墨守成规
,

而应知常达

变
。

原文 32 2条
“
少阴病

,

下 利便脓血者
,

一

可刺
。 ”

少阴病 当用灸法只指少阴寒化证而

言
,

但少阴病尚有邪从 阳化热之 少阴热化

证
,

本条即为热 利而非寒利
,

故用刺法以
“随证治之

” 。

此实为
“
辨证施治

” 的具体体

现
。

温脏祛寒
。

但下利甚则津亏
,

又误以火劫发

汗
,

本无作汗的物质基础
,

而致火热更伤津

液
,

成无已注云
: t’强责少阴汗者

,

津浓内

竭
,

加火气烦之
,

故谁语
、

小便难也
。
”

津伤不得用灸
,

仲景尚列 1 例
。

原文

11 9条
“
形作伤寒

,

其脉不弦紧而弱
,

弱者

必渴
,

被火者必谁语⋯ ⋯
。 ”

形作伤寒
,

指

证侯类似伤寒
,

但其脉不弦紧而弱
,

说明不

若伤寒之脉弦紧
,

弱为相对脉紧而言
,

根据

其发热
、

口渴
,

可知为温病
,

温病本为伤
,

津又以火劫发汗
,

则津液更伤而变生他症
。

此对后世治疗温病
“
存得一分津液

,

便有一

分生机
” 的原则确立不无启发

。

三
、

阴虚内热不宜甩灸

《伤寒论》中明确指出阴虚内热证是灸

法的禁忌症
。

原文 12 2条
“
微数之脉

,

懊不

可灸
, ·” ⋯ ” 。

微数之脉
,

指脉数无力
,

多

主阴虚火旺证
, 阴本虚

,

反用灸火更伤其

阴
,

热本实
,

反用艾灸助阳增热
,

必致气血

受到损伤
。

张介宾说
: “

不当灸而灸之
,

灾

害立至矣
” 。

四
、

衰证不宜用灸

二
、

滩伤者不宜用灸

前面述及仲 景列阴证误灸 1 例
,

原文

2 9 8条
“
少阴病

,

咳而下利
、

谙语者
,

被火

气劫故也
,

小便必难
,

以强责少阴汗也
” 。

少阴病咳而下利
,

本属肾阳虚衰之证
,

当以

仲景在太阳病表证中列举了n 条用灸热

法后出现的误治证
,

反复说明表证不宜用灸

法
。

原文 12 3条
“
脉浮

,

宜以汗解
,

用 火灸

之
,

邪无从出⋯ ⋯ 名火逆也 ,,.
,

及原文 11 7

条
“
太阳病中风

,

以火劫发汗
,

邪风被火

热
,

血气流溢
,

失其常度
,

两阳相熏灼
,

其

身必黄
” 。

前条脉浮为病在表
,

是为表实

证
,

治 当发汗解表
,

若误用火灸 则表邪郁

闭
,

无从外出
,

发为火逆的变证
。

后条指出

太阳中风表虚证
,

误用火劫
,

变证蜂起
,

风

为阳邪
,

火亦属阳
,

误用则阳热更盛
,

气血

流溢
。

所谓 火劫者包括灸热之类
。



五
、

沮热病不宜用灸

《伤寒论》虽主论狭义伤寒
,

但对温热

病亦有详尽论述
。

《内经》 日
: “

今夫热病

者
,

皆伤寒 之类也
” ,

《难经
·

五十八

难》
: “

伤寒有五
,

有中风
,

有伤寒
,

有湿

温
,

有热病
,

有温病
” 。

仲景于伤寒中列温

病禁忌
,

实示人们尤 当注意
,

退热病更不可

用灸法
。

原文 7 条
“
若发汗巳

,

身灼热者
,

名曰风温
。

⋯ ⋯若被火者
,

微发黄色
,

剧则

如惊痛
,

时意疲 , 若 火熏之
,

一逆尚引 日
,

再逆促命期
。 ”

风温是风阳与温邪合并畏犯

人体而造成发热的病症
,

若误用灸热
,

火热

之邪加于温热
,

熏灼肝胆
,

出现多种变证
。

并戒之曰
: 一逆尚引日

,

再逆促 命期
。 ”

说

明热病传变迅速
,

须当特别注意
。

小给

仲景以
“
穷举法

“
列举大里实例

,

揭示
:

的刺灸规律是
:

1 : 三阳病宜针不宜灸
,

三

阴病宜灸不宜针 , 2
、

津伤者 不宜用灸 ,

3
、

阴虚内热者不宜用灸. 4
、

表证不宜用

灸, 5
、

温热病不宜用灸, 6
、

湿热病不宜

用灸
。

文中所谓烧针
、

温针
、

熨
、

火逆
、

火

迫
、

灸
、

火熏
、

被火
,

皆为温热之性
,

遂一

并归入灸法中
。

这些规律至今仍指导着临床

实践
,

虽然未全括所有刺灸规律
,

但却为后

世认识新的规律提供了依据和思维方式
。

六
、

泥热病不得用灸

湿热之病虽属温病范畴
,

但确有强调的

必要
,

湿热蕴结
,

病势缠绵
,

不可见湿即用

灸法
。

原文 21 2条
”

阳明病
,

被火
,

额 上微

汗出
,

小便不利者
,

必发黄
。 ” 三阳病均有

发热
,

但热型不同
,

阳明之热为蒸蒸发热
,

伴橄截汗出
。

本条发热而不汗出
,

乃湿热蕴

结之证
,

误以灸法
,

湿热塑阻
,

涅邪不得外

泄
,

火助热邪
,

发为黄疽
,

加重病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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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似脑垂体前叶分泌的
“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

素
” (L H / F S H ) 的作用

。

这是从现代医

学角度研究天癸的开端
,

从 祖国医学看来
,

天癸不仅有L H / E S H 的作用
,

而且还应包

括下丘脑
、

卵巢以及胞宫等一些复杂的生理

功能
,

现代医学
“
大脑皮层一一下丘脑一一

垂体一一卵巢
” 是以反馈负反馈系统来调节

的
,

祖国医学
“

肾气一一天癸一一冲任一一胞

宫
”
是以生克制化关系来调节的

。

我们应结

合现代医学
,

从而为解决中医疑难症一
礴

一不

孕
、

闭经
、

沿胎
、

畸胎等作进一步的研究
。

综上所述
,

天癸和妇科临床有着极其密

切的关系
,

对天癸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

不仅

对妇科临床有重大意义
,

而且对男子生殖生

理
,

优生学
、

遗传学以及老年医学都有极大

的影响
。

可以预言
,

对天癸学说的研究
,

随

着社会科学的发展
,

将有更新更系 统的 认

识
,

展现在我们面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