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

候气方面

候气是针刺治好疾病的关键
。

候气究

竟要候什么气呢 ? 王冰日
: “

候可取之气

也
”

¼ 并明确指出
“
审其病藏

,

以期其气

而刺之” ¼ 这就是说候气要候所病藏腑之

经气
, “

可取之气
”

¼ 即是
“
病藏之经

气
” ,

¼ 举例言之
“
气之在阴则候其气之

在于阴分而刺之
,

气之在阳则候其气之在

于阳分而刺之
” 。

¼ 王冰层层剖析候气的

本质
,

对针刺应 该候 什么气的问题
,

阐述

的非常简明
。

对针刺如何候气的问题
,

他也有独特

的见解
:

除进针时要候气以外
,

在行补泻

手法之时也要注意候气
。

他说
: “

谨候

其气之所在而刺之
,

此所谓 补泻之时也
”

½ 又说
: “

呼尽纳针也同吸也
,

言必以气

至
” 。

¼ 这是说行 补泻手法时要注意与气

的关系
,

进针后无论是用补法还是泻法都

要以得气为目的
。

他 还说
: “ 当以气至而

针 去
,

不当以针下气未至而针出
,

乃更为

要
” 。

¼ 所以王冰强调
“要以气至有效而

为约
,

不必守息数而为定法也
” ,

º针刺

在进针后行补泻手法及出针时均应重视候

气的问题
,

王冰启发了后之学者
。

“
候气

” 在针刺治疗疾病中究竟有 什

么好处呢 ? 他认为候气能使
“经气平定

”

¼
“
气己平调

”
¼ 从而达到

“邪气无所勾

留
”

¼
; “勿令改变使疾更生

”
¼ 的作

用
,

从而使人神安病 去
。

如果针刺时不懂

得候气
,

在经气应刻之时谓之是邪气
,

正

如王冰所说
: “

见独盛者使谓邪来
,

以针

泻之则反伤真气
”

¼ 薄者邪气可以周游于

十六丈二尺经 脉之分
,

故不常在 所候之

处
,

所以
“
不可取而取

,

失时也
”

¼
“识

非精辨
,

学未该明
”

¼ 只能造成
“
且乱大

经
”

¼
“双绝其生灵

”
¼ 的严重后果

。

王冰再三强调候气针刺的重要性
,

并

指出针刺候气的儿个阶段及候气能到若 “

日丽天明” » 的疗效
,

这是王冰刺法的第

二个特点
。

三
、

脚穴

王冰对严干溯俞穴的位置是很重视的
,

所以他在分析每一个脑穴时
,

强调了 “
同

身寸
” 的作用

。

无论是叙述穴偷的位置
,

还是刺入的尺度都不离
“同身寸

”
三个

字
,

说 明取穴
、

针刺都不能以医者 自己的

形
、

气
,

料病人的形
、

气
,

必须按患者本

身的尺度
,

作为度旦自身穴输的标准
,

这

样才能取得较准确的穴输位置
。

如中院穴

他说
: “

中院者
,

胃 寡也
,

在上院下同身

寸之一寸
,

居心蔽骨上齐之中
,

手太阳
,

少阳 足阳明三 脉所生
,

任脉气所发也
”

¾
; 复讹穴

: “
在足内跺 上同身寸之二寸

陷者中
,

足少 阴脉之所行也
,

刺万入同身

寸之三分
,

留三呼
,

若灸者可灸五壮
”

¾
;
角孙

: “在耳上廓表之中间上发际之

下开口有空
,

手太阳
、

手足少阳三脉之

会
,

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
,

若灸可灸三

壮
” ¿ 再如巨骨

、

临泣
、

天鼎等诸如此类

的比比皆是
。

对于如何取准穴谕的问题王

冰 启示了后学者
,

仲工徒勿误
,

学者性

明
。

为提高针灸临床效果起了促进作用
。

重视
“同身寸

”
取 穴法是他在针刺偷

穴方面的独到之处
。

除此之外
,

他对某些

脸穴的认识狡 《甲乙经》 以前的诸家有所

发展
,

较 《介金方》
、

《外台》 以下的诸

家又多 有详 尽
。

如 《甲乙经》 无 t’, 舌

下” , “总脉 ”
二穴

,

而工冰说
: “足少

阴舌下二穴
,

在人迎前陷中动脉前
,

是日

月本左右二也
,

足少阴脉气所发
,

刺可入

同身寸之四分
“¿ ; “

急脉在阴笔中
,

阴
.

上两旁
,

相去同身寸之二寸半
” ¿ 并指出

“
按之隐指坚然

,

甚按则痛引上下也
,

此
.

两脉皆厥 阴之大络
,

通行 其中故曰厥 阴急



脉
,

可灸不可刺
” 。

¿ 《甲乙经》无
“分

肉
”
详处

,

而王冰说
: “

分肉在足外跺上

绝骨之端
,

同身寸之三分
,

筋 肉分间
,

阳维

脉气所发
,

刺可同射入之三分
,

留七呼
,

若

灸可灸三壮
” 。

¿ 对于阴跷脉和阳跷脉 的

问题
,

王冰认为
: “阴跷一谓交信穴也

,

阳跷一谓附阳穴也
” 。

¿ 这都是对 《甲乙

经》 以前诸家没有的瑜穴的发明
。

对 某些己有瑜穴的位置王冰也有新 的

认识如天突穴
:
《甲乙经》 认为

“
天突在

结喉下五寸
”
而王冰却认为

“
天突在颈结

喉下同身寸之四 寸中央宛宛中
,

阴维任脉

之会
” 。

¾ 中封穴
:
《甲乙经》 认为

“
中

封穴在足内躁前一寸
”
而王冰却认为

“
中

封穴在足内躁前同 身 寸 之 一 寸 半 陷 者

中
” 。

¾ 解奚谷穴
:
《甲乙经》 认为

“在冲

阳穴一寸五分
” 而王冰却 认 为

“解奚谷

在 冲 阳 同 身 寸 之 二 寸 半
,

腕 上 陷者

中
” 。

¾ 申脉穴
:
《甲乙经》认为

“在外

躁下陷者中
”
而王冰却认为

“
申脉在外躁

下同身寸之五分
,

容爪甲
,

阳跷之所生
”

À 等等
,

王冰均用
“同身寸

” 并结合人 的

体表特床标致如
“结喉中央宛宛中

” 、 “

足内躁陷者中” 、 “腕 上陷者中
” 、 “ 容

爪甲
” 等来度量喻穴的具体位置

,

所以他

能够校正唐以前位置上有错误的愉穴
,

使

输穴的位置更加准确
。

对愉 穴尺度的校正

是王冰对喻穴的又一贡献
。

总之王冰在 输穴方面 提倡以
“同身

寸
”
为主的正确取穴法

,

并校正了一些脆

穴 的位置
,

促进了唐代针灸 治疗学 的发

展
。

所以先补者
,

真气不足
”

¹ 故先用补法 “

先补真气令足
”
故而后泻其邪

,

则
“
真气

审己平定
,

邪气无所勾留
,

大邪之气随针

而出也
” 。

¼

对于补法
,

王冰认为应该做到
:
使

“

神气复存
” ,

¼
“
大气不泄

”
¼ 与此同时

王冰还认为补泻的关键在于候气
,

针刺补

泻时
,

都应 当注意
“当以气至而针去, 不

当以针下气未至而针出乃更为要也刀 。

¼

只有这样才能使
“
未复之脉伸其平复

” ,

» “邪气出则真气流行
” 。

À
王冰对针刺补泻方面的卓认指导了后

人的临床实践
。

四
、

补泻

王冰对针刺补泻问题强调了
“
先补后

泻
” 的临床重要意义

。

他认为对于正虚邪

实的病人
,

如果针刺时先用泻法则会出现

“经脉不满
,

邪气无所排遗
”

¼ 之弊
, “

五
、

治疗

王冰在针刺治疗中
,

不仅继承古法
,

而且有所发展
。

如在 《刺热篇》 中关于背

俞的治疗问题 《素问》 及 《明堂中浩图

经》 ( 王注引 ) 均不 言取何背俞
,

他根据

疾病的性质
、

瑜穴的作用
,

指出当是虱

门
、

热府
,

并指出热府在
“第二椎下两傍

各同身寸之一寸半⋯
” 。

 对泻四肢之热

的治疗 《明堂中浩图经》不载骨禺骨穴
,

他

根据肩骨禺穴可泻四肢热指出骨禺骨穴 是肩

骨禺穴
。

对疟疾的治疗他根据 《黄帝中浩图

经》 指出古法以委中为那中
,

wlJ 委中以治

足太阳之疟
。

今法以金门为太阳之郑
,

刺

金门以治足太阳之疟
。

对腰痛的治疗他指

出腰痛如折
,

不可以悦仰
,

不可举应取束

骨
,

京骨
、

昆仑
,

申脉
、

仆参的三种不同

疗法等等
。

这些例证
,

可以看出他熟知古

法的针刺
,

并根据脑穴的性质
,

疾病的性

质及 部位辨证选穴确实恰中病机
。

这可说

是王冰在针刺治疗方面
,

丰富了针灸学的

内容
。

总之 王冰对刺法中的持神
、

候气
、

补

泻等问题有独特见解
:
在持神方面

,

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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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量
,

笔者一琴彝样
圈

,

每分钟捻转1赫拼
半分钟至一分钟

。

黛誊梦
、每终砂争

八 ,
娜

,养

礴三嗽
,

嘴穴撇弱
块

一

嗬
。

而又

瓣

产 生着重要影

络脉先 脉相通
。

若在经

讨论

卜
一

合谷刺的 目的有二
。

一是在于加

强患部的刺激量和刺激范围
。

如天突穴治

疗甲状腺肿
、

地仓穴治疗颤面神经麻痹
、

痉挛等证即是
。

二是在于加强某一经的刺

激量
。

如承 山穴治疗排肠肌痉挛
,

在直刺

之后再向上下斜刺时
,

都是刺在足太阳膀

耽经上
。

即属此例
。

二者之中
,

以加强患

部的刺激量和刺激范围为主
。

2
、

合谷刺的作用机制有四
。

一是经

脉的作用
,

二是经筋的作用
,

三是皮部的

作用
,

四是络脉的作用
。

经脉是运行气血

的通路 ; 经筋
、

皮部的分部与经脉的分布

基本一致
。

但面较大
。

从经脉得到气血的

穴上针刺
,

四者的作 用皆有之 ; 若在阿是

穴上针剩
,

则是通过经筋
、

皮部
、

经脉而

起到治疗作用的
。

3 从输穴角度看
,

除了经穴之外
,

阿

是起了重要作用
。

如肌痹证
、

单纯性甲伏

腺肿
、

健鞘囊肿等
,

在病痛处针刺
,

即属

阿是穴 既使进针之点为经穴
,

也仍有阿

是六的作用
。

如中腕穴治疗 胃脐痛
,

直瓤

时属于经穴
,

而向左右斜刺时
,

针尖已远

远超出任脉
,

故已不属经穴中烷
,

应属阿

是穴了
。

笔者认为
,

针刺的作 用主要在于

针尖的作用
。

确定
.

刺在什么穴位上
,

不应

该以进针点为根据
,

而应该以针尖所到部

为必准
。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
,

才认定合谷
-

刺中必然包括了阿是穴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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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治精神专其心
” , 2 在候气方面

,

不必守息数而为定法
” ; 2 在补泻方面

,

‘泻中寓补
”

适于临床应用 , 在瑜穴方面
,

“同身寸
”

‘

取穴法是他倡导 ; 在治疗方

面
,

承古法并有发挥
,

所有这些针灸上的

经检
,

确是值得进一步发掘的
。

王冰在刺法中引用了大量的古针灸医

籍如 《内经中浩流注图经》
、

《孔穴图

经》
、

《中浩孔穴图经》等20 余种
,

其中

对孔穴的位置及主治
、

治疗等问题
,

都作

了大量的考证
:

如八移穴
,

他说
: “

验真

骨及 《中浩孔穴经》 正 有八释 无 九移
也” 。 , 他据 《中浩孔穴图经》 指出耳

聋不仅可取商阳
,

也可取合谷
、

卜联谷等诸

穴 , 他据 《孔穴图经》 指出疗齿寒
,

当刺

历兑穴
。

诸如此类就不一一例举了
。

象他

这种严谨的好古敏求态度
,

使古代散佚的

针灸学术能够吉光片羽流传下来
,

这种旁

搜远绍的功绩是令人崇敬的
。

最后
,

我再补充一句
,

就是说王冰秘

法的特点
,

不仅继承了 古代明堂 中的精

华
,

而且也凝聚了他刻意研精
、

探微索隐

的心血
,

所以他的针灸学术
,

不愧是医学

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

对于后世针灸医学发
展是有一定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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