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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针刺补泻手法发展的主要因素
● 李　磊１　尤传香２

　　摘　要　针刺补泻手法的产生和发展与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针刺补泻手法的价值在学
而不在术。数千年来，针刺补泻手法愈演愈繁、纷争不休。追踪针刺补泻手法理论的形成过程，溯本求

源，发掘其中的合理内涵，对于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影响　针刺补泻　手法　发展　因素

　　针刺补泻手法是传统针灸学
的重要组成部份，主要指各种针刺

术式。它强调“虚则补之，实则泻

之”的施治原则，认为机体功能虚

弱之时，应该采用“补”的针刺手

法，而当机体功能亢盛之时，则应

该采用“泻”的针刺手法，以达到阴

平阳秘、气血调和的治疗目的。所

谓“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

时，以针为之。”针刺补泻手法把机

体的虚实状态与针刺术式紧密结

合在一起，构成了传统针灸学中一

个颇具特色的应用体系。

对传统的针刺补泻手法在数

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因

素有：

１　道家思想的影响
中医理论的形成直接受中国

古代哲学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的

影响。何谓道？道是万物的根本

究竟，道的统一性贯穿于万物。春

秋末年，老子把虚无之道视作世界

的本原和规律，万物得道则生。道

家哲学一是体现了对大自然的热

爱，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大道无形，道家崇

尚自然，认为天道高于人道。庄子

云：“不以人灭天。”即不可用自己

的喜好去破坏大自然的和谐。大

自然的“天籁”之音，是天地万物顺

其性情而发出的和声，它反映了宇

宙生命的韵律。人只有把自己融

化于大自然中，独与天地精神往

来，才能找到生命的本源。二是对

自由个性的推崇。道家认为，万物

的存在都是顺其自然的、合理的、

真实的，让其按天性存在和发展，

则各得其所，如果破坏了万物的天

性则各失其所。三是对个体生命

的珍惜。老子主张致虚守静，恬淡

无为，返朴归真。

《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

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其成书的战

国至西汉时期，正是道教盛行之

际，因而从书名到思想内容，都受

到了道家的影响。

《内经》中有关“道”的论述，

继承了老子“道”是世界本原和规

律的思想，揭示了客观事物变化的

必然趋势。天地万物皆依道而生

存变化，把握了道也就把握了天地

万物。人必须顺应天地之道而行

事，《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就

有：“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顺者

为工，逆者为粗”之说，即只可顺

道，不可逆道。

《内经》中针刺补泻手法顺势

而治的特性，即是道家思想的集中

表现。所谓顺势，即顺应天地自然

之势。补法“微旋而徐推之”“若

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还”“静

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

知日暮”，手法柔弱轻微，为的是顺

应虚证所表现的不足之势，达到

“虚则补之”的目的。泻法“切而

转之”“疾入徐出”“摇大其穴”，手

法力重势猛，为的是顺应实证所表

现的亢盛之势，达到“实则泻之”的

目的。

在古代，很多著名的医家也

同时是道家，他们很自然地将道

家的思想运用于中医理论中，从

而影响了针刺补泻手法的形成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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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宋儒理学思想的影响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了儒家学

派。儒家以孔子的言行作为准则，

把《诗》、《书》、《礼》、《乐》、《易》、

《春秋》作为经典，提倡仁义，强调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

系，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正

名、仁政、中庸、重义轻利等思想是

儒家的基本观点。

但在早期的医学著作中，儒家

思想的影响却不甚显著。如《黄帝

内经》中多处论述了恬淡虚无、顺

势而治的理论原则，而忠孝仁义之

说却极少涉及。

西汉中期以后，因推行“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的社

会地位得到提高，由于医药的作用

与儒家经世治用即治国平天下的

思想接近，所以一些胸怀大志的儒

家把从医作为仅次于致仕的选择。

正所谓“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经过儒家思想长期熏陶的儒

医，在道德涵养、知识结构、思维方

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与其它医家不

同的特征。其中“秀才”居多，“举

人”、“进士”亦不乏其人，他们具

有丰富的经、史、子、集知识，有很

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除了熟读

圣贤书外，还注重理性思维，凡事

求理，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

以然。

到了宋代，儒医在朱熹理学思

想的启发下，“格物穷理”蔚然成

风，通过类推，努力将形象思维向

逻辑思维迈进。他们把“明儒理”

作为“知医理”的前提，引儒论医。

但理学家们的“穷理”不是为了获

得对客观事物的深入认识，而是为

了穷尽先验之理，最终仍陷入唯心

主义的窠臼。与此同时，宋儒邵

雍、周敦颐大力倡导象数学说，于

是形成了一股延续几百年的推演

《易》理，附会卦象的文化大潮。针

刺补泻手法亦受此文化大潮的影

响失去了《内经》时代简朴的特点，

变得繁琐而神秘。

针刺补泻讲究男女左右，是宋

代以后针刺补泻手法的一大特点。

何若愚在《流注指微针赋》中说：

“男子左泻右补，女子右泻左补，转

针迎随，补泻之道，明于此矣。”明

确地把男女补泻与左右针法联系

起来。随后，席弘、窦汉卿、徐凤、

李蓇都大谈“左转为补，右转为

泻”，所谓左转，即拇指向前，食指

向后，反之则为右转。“左转从子，

能外行诸阳，右转从午，能内行诸

阴”，所以男子左转为补，右转为

泻；女子右转为补，左转为泻。李

蓇在《医学入门》中根据太极图象，

并参照时间因素，进一步明确为：

“从子至午，左行为补；从午至子，

右行为泻。”因为在十二地支中，子

在北，午在南，卯在东，酉在西，由

子转向午是顺转，阳气趋盛，故补

阳补男；由午转向子是逆转，阴气

趋盛，故补阴补女。杨继洲在《针

灸大成》中再详作解释：“男子生于

寅，……寅，阳也。以阳为主，故左

转顺阳为补，右转逆阳为泻；女子

生于申，……申，阴也，以阴为主，

故右转顺阴为之补，左转逆阴为之

泻。”针刺补泻讲究男女左右，显然

是和当时盛行的易理结合而产

生的。

社会的进步同样使人类理性

的思维得到发展，当某种观察和经

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自然需要

一种理论来解释。宋代以后，针刺

补泻手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

明代，针刺补泻手法的发展达到了

顶峰，这与儒家思想的盛行及“格

物穷理”的认识方法是密切相

关的。

３　象数学说的影响
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

说：“每个数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个

别的面目，某种神秘的气氛，某种

‘力场’。因此，每个数都是特别

地、不同于其它数那样地被想象

（甚至说是被感觉）。”而文化人类

学家亦注意到，在原始民族中，普

遍存在着对某些数的特别崇拜，这

种对数的崇拜源于原始思维的互

渗观念，形成于思维有所进步和发

展的阶段。

中国先民们亦有对数字的祟

拜，尤其表现在对数字“九”的祟

拜。在古代人们曾十分推祟龟，认

为龟是有灵性的动物，龟的长寿不

仅使古人羡慕而且对它肃然起敬。

在《太平御览·鳞分部》就有：“灵

龟者，……能见存亡，明于吉凶”之

说，即灼龟占卜可以预知未来吉

凶，而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

中更提到：龟能“明于阴阳，审于刑

德，先知利害，察于福。”正因为龟

的神圣、灵性，使人们对龟背上的

纹路亦兴趣大增，对此进行推演发

挥，成了天地自然“易”的缩景。

从龟甲背部自然纹路中可以

清楚地看到，它分为九个区域。古

人根据这种龟甲图象创立了洛书，

推演出八卦。在古代文献，论及洛

书时皆称：“神龟出洛水，背负文

字”，陈抟传洛书时，下脚注有：“龟

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

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的字句，这是

个典型的龟象。理学大师朱熹在

谈及洛书和八卦时，肯定其“盖取

龟象”。在《周易·系辞》就有：

“古者包?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

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

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

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之说，它揭示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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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朦胧世界的认识主要是靠“天

启”所得，是“圣人取象”之果。

先民们从神灵之物“龟”的背

上神奇的“象”，再和天启之“数”

相结合，更觉得诡秘和不可思议，

感到天启之数“九”是无处不在，无

所不能的。《素问·三部九候论》

中就有：“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

于九”之说。在古代文化观念中，

“九”为“数之终也”，是“阳极之

数”。三三得九之变，从而演绎出

八卦，在这繁琐的占签过程中，九

更加显得神圣，并且很快渗透到主

观世界的各个方面，于是就有了对

九的崇拜。在古人眼里，天地自然

之易，统一于九，遂有九州岛、九

土、九方、九川、九宫等。同时古人

借助互渗的观念，九又与“久”相

通，九九之说，则指那些极为繁杂

之事。《素问》、《灵枢》、《难经》皆

取九九八十一篇，用意不喻而明。

神奇的、令人感到惊恐的自然

现象，在古人的心中引起了巨大的

震荡，其中不少圣贤者充分运用其

超常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对此纵

情发挥，从而形成了中国古文化中

倍感神秘的观象。这种牵强附会

的象数思维方式，直接运用到中医

理论体系中，对针刺补泻手法的发

展造成了很大影响。

另外一个与针刺补泻手法密

切相关的数字是“六”字。虽然由

于五行思想的盛行，“六”未能获得

与“五”相等的地位，但因原始宇宙

观的影响，“六”同样成为引人注目

的圣数。

在原始的空间意识中，最初

只有前、后、左、右四个方位，后来

加上代表天地的上、下两个方位，

才有了六方立体空间的概念。而

来源于六方空间概念的“六”，于

《周易》中，却有了更加抽象的意

义。《周易》把组成卦的“—”或

“－－”称做“爻”，“—”是阳爻，
“－－”是阴爻，每一卦中都有六个
爻，分别是初爻、二爻、三爻、四爻、

五爻、上爻。初爻、三爻、五爻是阳

位，二爻、四爻、上爻是阴位。六爻

之中，上两爻代表天道之阴阳，下

两爻代表地道之刚柔，中两爻代表

人道之仁义，而天、地、人又称之为

“三才”。

“六”又指阴爻。爻之所以命

名为“六”与阳爻命名为“九”一

样，与《河图》、《洛书》中生数的概

念相吻合。古人把一、二、三、四、

五当作生数，其中偶数“二、四”之

和是“六”，故“六”为阴爻，奇数

“一、三、五”之和是“九”，故“九”

为阳爻，诚如朱熹所说，“其六者，

生数二、四之积也；其九者，一、三、

五之积也。”

阳数用九，阴数用六，阴阳组

合，九六对举的观念，在明代针刺

复式补泻手法的运用上更加广泛。

明代医家徐凤的《金针赋》中说：

“考夫治病，其法有八，一日烧山

火，治玩眝冷痹，先浅后深，用九阳

而三进三退，慢提紧按，热至，紧闭

插针，除寒之有准。二曰透天凉，

治肌热骨蒸，先深后浅，用六阴而

三出三入，紧提慢按，寒至，徐徐举

针，退热之可凭。皆细细搓之，去

病准绳。三曰阳中隐阴，先寒后

热，浅而深，以九六之法，则先补后

泻也。四曰阴中隐阳，先热后寒，

深而浅，以六九之方，则先泻后补

也……。”首次把数字九六与针刺

补泻手法联系起来，补法用九，泻

法用六。这种补泻针法从金元起，

一直主导着临床，影响至今仍存。

４　崇经尊古思想的影响
宋以后至明代，针刺补泻手法

层出不穷，流派纷呈，医家们都对

此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见解，针刺补

泻手法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

《丹溪心法·拾遗杂论》中说：“针

法浑是泻而无补，妙在押死其血气

而不痛，故下针随处皆可。”首次提

出针刺浑泻无补的观点，其所用的

方法以泻血为主，泻血部位以委中

穴为主，辅以“随处皆可”疏通气血

而止痛，而对虚证患者却极少采用

针刺治疗。

明代医家汪机宗丹溪之意，亦

认为针法浑是泻而无补，并加以发

挥。其理由有二：一是以针具而

言，他认为“针乃砭石所制，既无气

又无味，破皮损肉，发窍于身，气皆

从窍出矣，何得为补？”即针具乃铁

石所制成，无气无味，故不具补的

作用。所以他引“经曰：气血阴阳

俱不足，勿取以针，和以甘药是也”

之说为证，即虚证患者治疗之时，

只能用甘药，不能用针。二是从针

刺的作用而言，他认为针刺不能补

人以气味，只能调节人体的气机。

气盛则泻其气，气滞则宣其气，气

停则移其气，这些都是属于泻的范

围。而经典著作中所论及之补，是

以祛邪扶正而言。所以他说：“夫

泻，固泻其盛也，于补亦云，宣不行

之气，移未复之脉，曰宣曰移，非泻

而何？”“经中须有补法，即张子和

所谓祛邪实所以扶正，祛旧实所以

生新之意也。”另外因为他崇尚《内

经》、《难经》之说，所以对宋以后

的复式针刺补泻手法多持否定态

度，如他在评论“三才法”时说：

“赋言内（纳）针作三次进，出针作

三次退，与经文徐而疾，疾而徐之

意，不大相合，且针出纳而分三才，

肉厚穴分，用之无碍，肉簿去处，法

将何施？”此乃：“证之于经，则有悖

于经，质之于理，则有达于理，彼以

为神，我以为诡，彼以为秘，我以为

妄。”而对于补泻分男女早晚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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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卫气之行，但分昼夜，未

闻分上下也，男女脏腑经络，气血

往来，未尝不同也，今赋所言如是，

饮似无稽之谈，安可为法于人哉。”

“考之素难，男女脏腑经络穴俞血

气，昼夜周流无不同，今赋言午前

午后，男女补泻颠倒错乱如此，悖

经旨也甚矣”。“古人补泻之法

……何尝有所谓男子左泻右补，女

子右泻左补也哉……后人好奇，广

立诸法，徒劳无益。”在形容徐凤的

《金针赋》时则说：“合理者少，悖

理者多，错杂紊乱，繁冗重复。”

同时期的高武对于针刺补泻

手法，亦以《内经》、《难经》作为论

证的依据，凡是与《内经》、《难经》

相违背的，均不赞同。如他对针剌

补泻有男女气血上下之分，认为

“因非素难意，亦不必然也。”而对

针刺补泻人体左右有别，更认为

是：“已非《素问》意……谬之甚

也。”对于徐凤《金针赋》里所提出

的复式补泻手法，则认为是“巧立

名色，非素难意也”；是“求针之明，

为针之晦。”连著名的针灸医家杨

继洲也认为《金针赋》中补泻分男

女早晚之说不可取。

在明代，针灸学术的昌盛带来

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不同学说

和流派的涌现，以及各学派之间的

学术争鸣，无疑影响了针刺补泻手

法的发展。

从上可以看出，原始、朴素、直

观的哲学思想是针刺补泻手法产

生的理论基础，而阴阳学说和象术

学说的兴起是促使针刺补泻手法

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针刺补泻

手法是古人由直观思维走向形象

思维，由形象思维上升到象数思维

的产物，其中显著地带有中国传统

文化的思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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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病兼补　久病专攻
凡病皆宜攻也，而有时兼补者，以其内虚也。内虚之义有二：一为内之正气自虚也；一为邪气在表，其表为实，邪未入

里，其内尚虚也。新病邪浅，加补气血药于攻病剂中，故病去而无余患；若久病正气受伤，邪已内陷，一加补药，便与邪值，

而攻药不能尽其所长矣。故华元化、张仲景、孙真人书中，治久病诸方，反重用攻击，不佐以补者，为邪气在里故也。

此法率以丸而不以汤者，急药缓服也。待至攻去其邪，里邪势杀，而后以补药尽其余焰，故效捷而亦无余患也。后人

识力不及，每谓风寒初起，正气未亏，无庸兼补，更有谓邪气在表，兼补即引邪入里者，往往攻药不得补药之力，邪气纠缠

不尽，或攻伤正气，邪转内陷者，其弊由于不识古人急补之义也。及治久病，邪气胶固，反夹杂补药，更有专补不攻，谓正

气充足，病自渐瘳者，殊不知邪气盘踞于里，补药性力皆走里而守中，其气正与邪气相值，不能与正气相接也，往往使邪气

根株愈牢，坚不可拔，迁延不救者，其弊由于不识古人急攻之义也。大凡攻补兼施者，须详虚处有邪无邪，为第一要义；虚

处有邪，则补虚之药，不免固邪矣。此施治之最棘手者。古人补母泻子之法，殆起于此。如肺气既虚，而又有风热或痰饮

之实邪，此宜补脾而攻肺，不得补肺与攻肺并用也。

———摘自清·周学海《读医随笔》

心欲软　肾欲坚
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盖心于象为离，肾于象为坎。坎之明在内，以刚健而行之于外，故欲

坚；离之明在外，当柔顺而养之于中，故欲软。软者，必以咸；坚者，必以苦。咸从水化，苦从火化也。夫坎水润下，愈下

则陷矣，故以行为尚。《易》曰：行有尚吉，往有功也。离火炎上，愈上则焚矣，故以蓄为吉。《易》曰：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也。然则所以坚之、软之者，固欲其水上、火上，而成心肾交通之妙欤！

———摘自清·尤怡《医学读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