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拐

谈
《

内经
》

中的徐疾补泻法

针灸来 布宗仁

《内经》这部祖国医学最早的经典著作
,

对针刺补泻手法有丰富的论述
,

其中徐疾

辛卜泻是主要的基本方法之一
,

尤其是目前临床乃多习用
。

为此
,

确切 地理解 《内经》经

义
,

对于指导临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由于 《内经》 成书年代久远
,
加之文字深奥

,

疑难颇多
,

虽经后世医 ( 注 ) 家兔理
一

注释
,

但仍有质疑难解之处
,

直至现代
, 对某些方面的认识也未尽一致

。

徐疾补泻法
,

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

故本文拟从 《内经》 的有关记载
,

历代医家的不同论点及其个

人的理解
,

略陈管见
。

不妥之处
,

祈请指正
。

一
、

《内经》 中有关徐疾补泻法的记峨

《内经》中论述徐疾补泻法的主要有
: 《灵枢

·

九针十二原》说
: “

徐而疾则实
,

一

疾而徐则虚
。 ” 《灵枢

·

小针解》说
: “

徐而疾则实者
,

言徐内而疾出也 ; 疾而徐刚虚

者
,

’

言疾内耐余出也
。 ” 《素问

·

针解篇》说
: “

余而疾则实者
,

徐出针而疾按之
,

疾

而徐则虚者
,

疾出针而 徐按之
。 ” 除此三篇外

,

《灵枢
·

官能》
: “

补泻所在
,

徐疾之

意
。 ” 《灵枢

·

邪客》
: “

先知虚实
,

而行疾徐
。 ” 《灵枢

,

通天》
: “明于五脸

,

徐

疾所在
。 ” 《灵枢

·

根结》
: “

刺之徐疾
,

浅深多少
。 ”

诸篇也有
“
徐疾

” 的记载
。

还

有
,

如 《灵枢
·

终始》
、

《素问
·

八正棒明论》
、

《素问
·

调经论》等在论述针刺补泻

手法时
,

也涉及
“
徐疾

” 。

由此观之
,

’

《内经》 有关徐疾补泻法的记载计有十余篇之
_

多
。

」

勿

二
、

历代医 (注 ) 家对徐疾补泻法的解释

明代医家马漪注 《灵枢
·

九针十二原)) 篇所言之徐疾补泻法时说
: “

按此节注解于

小针解篇
,

彼素问针解篇所解与此稍异
。 ” @ 指出对

“
徐娜

·

的解释应家 落录拇
·

小针
一

解》
,

而 《素问
·

针解篇》 与之有不同之处
。

还说
: “凡欲补者

,

徐纳真钎
,

而疾 出乏

则为补
” , “凡欲泻者

,

疾纳其针
,

而徐出之则为泻
” »

。

清代张志聪赞同此说
。 二

近

代陈璧琉等注
: “

徐缓进针而疾速出针
,

则正气充实
,

不致外泄
,

这是补法 , 疾速进针

而徐缓出针
,

则邪气随针外 泄
,

由盛转虚
,

是谓泻法
” 刃

。

上海中医学院
《
针灸学讲义 ,

、

介绍徐疾补泻法
“是以进针

、

退针的决慢为基础的一种补泻方法
。

·

” “
施行补法时进针

要慢
,

要须分部缓缓刺入
,
退针要快

,

可以一次退至皮下 , 在施行泻法时
,
进针要快

, ‘

一

可以一次刺到一定深度
,

退针要慢
,

必须分部缓缓退出
” 。

苍 中医研究院主编的 《简明

冲医辞典》亦依此说
。

概而言之
,

是以 《灵枢
·

小针解》为宗
,

这是第一种论点
。

明代医家张景岳 《类经
·

十九卷
·

针刺类》 注徐疾补泻法时说
: “

此二句释义其用

似反
,

当以下文针解篇者为得
。 ” 指出对

“
徐

『

疾”
的解释当从 《素问

·

针解篇》
。

日

人丹波元简注 《灵枢
·

九针十二原 )) 之 “
徐疾

” ,

则引张景岳语
: “

徐出针而疾按之为

补
,

故虚者可实; 疾出之耐徐按之为泻
,

故实者可虚
。 ”

并按云
: “

张据素 ( 问 ) 针解

篇释之
,

与小针解之 旨乖
” 。 :

《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
: 、

《黄帝内经译释》 砂
、

《黄



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 ¾
、

《素问今释》 ‘ 等皆随文注释
。

简而言之
,
是以 《素问

.

针

解篇》为据
,

这是第二种论点
。

明代医家杨继洲 《针灸大成
.

卷四》论徐疾补泻法时说
: “

此乃持针出入之法也
。

故经言
,
刺虚实者

,

徐而疾则实
,

疾而徐则虚
。

然此经有两解
:
所谓徐而疾者

,
一作徐

内而
!
疾出 , 一作徐出针而疾按之

。

所谓疾而徐者
,
一作疾内而徐出, 一作疾出针而徐按

之
。 ” @ 杨氏将 《灵枢

·

小针解》与 《素问
.

针解篇》对 《灵枢
·

九针十二原》的阐述

并 列
,

认为两种解释均可
,

即兼而论之
,
这是第三种论点

。

南京中医学院 《针灸学讲义》对徐疾补泻法的解释是
: “进针时慢慢刺入

,

略予捻

转
,

出针时将针退至皮下稍停
,

较快的出针为补 , 反之
,

进针时迅速刺入
,
多加捻动

,

出针时较缓慢地退出为泻
” 。 @ 其后该院主编的

《
针灸学

》
又进一步概括为

: “进针慢
,

少捻转
,
出针快

”
为补法 , “

进针快
,
多捻转

,

出针慢
”
为泻法

。
李 此说是在宗 《灵框

.

小针解》的基础上加入了捻转手法
,

这是第四种论卢
。

综上所述
,
历代对徐疾补泻法的解释不外乎这四种论点

。

缘于说法不一
,

令人难以

为遵
,

莫衷一是
。

三
、

对 《内经》 徐疾补泻法的理解

从 《内经》所载徐疾补泻法的文字分析
,

似以 《灵枢
·

九针十二原》篇的记载为最

早
。

因 “
徐而疾则实

,
疾而徐则虚

”
句前有

“

大要曰
”
三字

。

考
“
大要

”
系古医经之篇

名  。

显而易见
,

这段文字是 《内经》前期医学著作中关于
“
徐疾

” 的载述
。

由于古

医经文简义深
,
所以对何谓徐疾补泻略而未及

。

《灵枢
.

九针十二原》却将其援引收集

在此篇之中而论补泻之法
。

《灵枢
·

小针解》 与 《素问
·

针解篇》都是阐释 《灵枢
.

九
针十二原》的篇章

,

其中对
“
徐疾

” 的论述
,

就是对
“
大要

” 词义所作的注脚
。

众所周

知
, 《内经》乃集上古之经验

,

系集体智慧的结晶
,

非一时一人之作
,

因此
,

释古有异

也是必然的
。

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导致后世 的分歧
。

从历代对徐疾补泻法的解释分析
,

一说宗 《灵枢
.

小针解》 ; 一说从 《素问
·

针解

篇》
:
兼而论之者

,

只将两说 并述
,

而未言明 ; 另徐疾加捻转之说
,

虽然欠妥
,

但有所
依

。

这说明对
“
徐疾” 的理解

,

基本 上是两种观点
。

歧见的焦点是
:
一言

“
疾出

”

为

补
, “

徐出
”
为泻

:
一言

“
徐出

”
为补

, “疾 出
”
为泻

。

若仅从字义上理解
,

则两者格

互矛盾
,

令人费解
。

但联系原文
,

相互参照
,

细究经 旨
,

并非义悖而用反
,

只不过其各

自所阐述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

考
“
徐

”
作缓

、

慢
、

迟解 , “疾”
作急

、

快
、

速解
色 ,

诸家皆然
,

似无疑义
。

关键

在于
“
内
” 、 “

出
”
二字

。 “
内

” 与 “纳”
通

,

是指将针刺入穴内, “出”
与

“
内
”

相

对
,

是指将针退出穴外
。

依此
、

《灵枢
,

小针解》 的原文当释为
:
徐 ( 缓慢地 ) 内 ( 进

针
,

疾 ( 快速 ) 出 ( 退 ) 针为补法 ; 反之
,

疾 ( 快速 ) 内 ( 进 ) 徐 ( 缓慢地 ) 出 ( 退 )

针为泻法
。

指出这种以进出针的快慢
,

并以此来区分补泻的方法叫徐疾补泻
。

但仅仅以

一次性进针
、

一次性退针便可达到补泻的目的
,

这在临床上是较为少见的
。

因针刺的效

应
, 必先得气

,

《灵枢
.

九针十二原》就有
“
为刺之要

,

气至而有效
” 的记载

。

而补泻

又必须在得气的基础上来完成
,

正如 《针灸大成》 所说
: “

神气既至⋯⋯可与依法察虚

实而施之
” 。

因此
“
内

”
决非仅是将针刺入穴位 , “

出
”
也决非仅是将针退出穴外

。

应



进一步理解为
:

针体在穴内由浅入深为
“
内

” ,

由深而浅为
“出” ,

即针体在穴内上下

往来的动作
,

这种动作有
“
徐

”
与

“疾”
快慢速度的不同

,

并以此来分补或泻
。

这才与

《灵枢
·

官能》
: “

补泻所在
,

徐疾之意
” 和 《灵枢

·

根结》
: “
刺之徐疾

,

浅深多

少” 之义相一致
。

具体到 《素问
·

针解篇)} 的原文
, “

徐
”
与

“疾”
仍作缓慢与快速

解
,

但对于
“
出

”
字作何解释为妥

,

似当推敲
,

尤其是这段文字没有与之相对的
“
内

”

字
。

虽前后文有
“
徐出

” 与 “疾出” ,

但前者
“
徐出

”
是与

“疾按
” 相对应 , 后者

“
疾

出
” 是与 “

徐按
” 相对应

。

为此
“出”

字不能仅作出针解
,

而
“
按

”
字是指针退出穴后

按闭针孔
。

这两者都有
“
徐

” 与 “
疾

” 的快慢之分
,

并以此来分补或泻
。

由此可见这段

文字中的
“
徐出

”
与

“疾出” 和 《灵枢
·

小针解》 文中的
“
徐出

” 与 “
疾出

”
是应当有

所区别的
。

虽说都旨在 阐明
“
徐疾

” ,

但具体所指不同
,

也可以说其内在的含义有别
。

那又应如何理解呢 ? 唐代王冰注释 《素问
·

针解篇》 时说
: “

徐 出
,

谓得经气已久乃出

之
。

疾按
,

谓针出穴已
,

疾速按之
。 ” “疾出针

,

谓 针入穴已
,

至于经脉
,

即疾出之
。

徐按
,

谓针出穴已
,

徐缓按之
。 ” 指出

“
徐出

” 应作得气后须较长的时间才出针 ,

“疾出” 应作针入穴后至于经脉
,

也就是得气后即可 出针
,

毋 须更长的时间
。

这说明

“
徐出

” 与 “疾出”
寓意留针时间的久暂

。

《针灸大成》 还说
: “

盖疾徐二字
,

一解作

缓急之义
,

一解作久速之义
。 ”

其作缓急解者
,
《灵枢

·

小针解》 即可以阐释进 出针

的缓急
,

其作久速解者
,

《素问
‘

针解篇》 即用以用释得气后时间的久速
。

前者以进出

针操作的速度言补泻
,

后者以留针时间的长短及出针后按 闭针孔的急缓言补泻
。

如此
,

两者不但无相悖之虞
,

且可相互补充
。

鉴于
_

L述
,

《内经》 中的徐疾补泻法应作如下解释
: 缓 漫地进计

,

快速地退针
,

得

气后久留针
,

出针时要决
,

耐且迅速按闭钊孔为补法
;
反之

,

快速地进 计
,

缓漫地退

针
,

得气后不留针
,

出针时要鱼
,

而且缓按或不按针孔为泻法
。

徐疾补泻法是 《内经》中论述的主要的基本方法之一
。

历代对这种补泻方法认识不

一致
,

迄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

1
.

《内经》 中有关徐疾补泻法的记载有十余篇之多
,

其中主要的有三篇
,

即 《灵

枢
·

九针十二原》
、

《灵枢
,

小针解》
、

《素问
.

针解篇》
。

2
.

历代对徐疾补泻的阐述有四种论点
,

即宗 《灵枢
,

小针解》者
,

从 《素问
·

针

解篇》者 两者兼而论之者
,

依 《灵枢
·

小针解》徐疾加捻 转者
。

‘

3
.

根据 《内经》载述及有关文献结合本人体会论述了对徐疾补泻法的认识
,

提出

《内经》 的论述并非义悖而用反
,

而是相互一致
,

相互补充的
。

, 考 文 献

1
、 、

灵化 经 》人民卫生出版社 1 9 5 6 年影印本
。

2
、

黄帝内经素问 商务印书馆 1 9 5 4 年版
。

3
、 、

、

古今图书集戈
,

医部全录 》卷四十七
,

人民卫生出版社 1 9 5 9 年版
, 9 o e 页

。

4
、

陈璧琉等
: 《灵枢经白话解 户人 民卫生出版社 1 9 6 2 年版

,
4 页

。



呼吸补泻的初步探讨

针 灸系 陈少孚

呼吸补泻
,

历来争议大
。

《内经》刺法的呼吸补泻
,

其实是徐疾补泻
1 。

而 《难

经》则持否定态度
’ “然补泻之法

,

非必呼吸出内针也
。 ” º 金元以后

,

如 《金针赋》

认为呼吸补泻是关键
: “

原夫补泻手法
,

妙在呼吸手指
。 ” » 而 《标幽赋 》却说

: “
原

夫补丐手法
,
非呼吸而在手指

。 ” ¼

至近代也是如此
,

有人主张补泻与冷热手法需配合呼吸 矛 ,

也有人认为无论用口或

用鼻呼吸
,

都是经喉头
、

气管而进入肺泡的
,

很难设想
,

二者在生理方面有什么不同

之处 回
。

尽管看法不同
,

但并无单纯用呼吸补泻的临床实验报导
。

为此
,

我们采用皮温做指

标
,

对呼吸补泻做 初步探讨如下
。

一
、

对象

1
。

健康人 2 人
,

为单纯呼吸组 ( 对照组 )
。

2
.

偏瘫患者 2 人
,

面 瘫患者 1 人
。

为针刺呼吸补泻组
。

二
、

方和步骤

l
。

首先测定健康人的印堂
、

素耀
、

双合谷穴的穴位皮温和室 温
。

然后令受试者采
用补法或泻法规定的呼吸方式连 续呼吸20 分钟

,

并测定呼吸后 5
、 10

、

15
、 2 0分钟的穴

位皮温与室温
。

测温要求时间和压力相对恒定
。

补法呼吸方式
:

按
“
鼻吸一口

,

呵五 口 ” 即鼻吸气短
,
口 呵气长的原则进行呼吸

。

泻法呼吸方式
:
按

“ 口吸一 口
,

鼻出五 口 ” 即为 口 短促吸气
,

闭口 由鼻呼出的方

式
。

但吸气时牙齿要对上
,

使空气从牙缝间挤入
,

才 能产生冷气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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