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通报2024年11月 第23卷 第11期 TCMJ，Vol. 23，No. 11，Nov 2024

五行针灸与中医学间治神之道比较※

张燚格 1 何妙嬴 2 柳冬冬 2 王 超 1▲

摘 要 五行针灸流派有别于其他针灸流派，其核心要素在于诊断和治疗患者根本的致病因素。

其中五行中的一行失衡，就是其致病的根源。文中意在对比五行针灸与传统中医的不同之处，从理

论认识和实践操作等方面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同时阐述了传统中医与五行针灸的临证思维

和治神理念，以期与同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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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针灸作为一个经典流派，起源于 20 世纪中

叶，由英国针灸大师华思礼教授（J.R.Worsley，公元

1923—2003年）公开传授。之后，在各方人士的努力

下，五行针灸普及至欧美各地，近些年来，由华思礼教

授之弟子诺娜·弗兰格林介绍入中国，逐渐被中医界

所了解。五行针灸虽产生于西方，但其根植于中国，

其理论基础来源于《黄帝内经》《难经》等古典医学，而

其形成和发展则融合了西方文化的部分，是东西方文

化相互交融下的产物。因此，当代中医学者需用辩证

的思维去看待和认知这一新兴的流派。本文通过对

比五行针灸与中医学对“神”的认识之不同，分析二者

在辨神、守神、治神方面的区别，以期加深大家对五行

针灸的认识。

1 对“神”的认识

1. 1　中医学对“神”的认识　中医学具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

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

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

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素问·灵兰

秘典论》又言：“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凡此

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

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以上均说明在中医

理论中，调神以养形，调形以养神是不可分割的两个

方面[1]。《黄帝内经》中关于“神”的论述颇多，如：《素

问》中“神明，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天地

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毛脉合精，行气于府，府精神

明，留于四脏”；《灵枢》中“此刺之大约，针之极也，神

明之类也……此所谓弗见为之，而无目视，见而取之，

神明相得者也”。《黄帝内经》中将人的神、魂、魄、意、

志分别归属于五脏，也就是“五神脏”，从而发挥统领

整体生命活动的主导作用。

  古代医家以整体观念的世界观为理论基础，将

天、地、人以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联系为统一整体，正

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

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

母。”传统中医将人身视为小宇宙，而人体与天地万物

有同构关系，古人对自身的认识和体验就来自古人自

身之心的省察，身中有心以制九窍、脏腑、四肢，那么

宇宙间也有与人心相对应的东西，成为天地万物的主

持者和生成者，这就是“天心”[2]。至于“神”的含义，

《黄帝内经研究大成》将其概括为3个方面：①自然界

事物的运动变化及其规律；②人体生命现象的总概

括，包括具有生命力的人、人体某些组织的生理功能、

脏腑精气显露于外的征象；③人的精神活动，包括意

识、思维、情志、灵感等[3]。中医学中的“神”，不同于哲

学中的“鬼神”，也不同于自然界中的“神”，而是指人

体内一切生命活动的总指挥，支配着人体的一切

功能。

1. 2　五行针灸对“神”的认识　五行针灸的核心并非

针刺技巧的操作水平，而是患病的“人”，以及患者病

症背后的缘由。这一过程是连接自然与人体的天然

通道，能够帮助患者心神恢复到正常状态，从而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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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身心环境得到改善。五行针灸理论认为，每个人

都与五行中某一行有着特殊的关联，五行按照自身的

规律运行，通过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来造就人们

的人生特质。这一行在五行中被称为“护持一行”。

医者最重要的是通过感受并扶持“护持一行”带来的

能量，让自己的“神”更加明朗和安定，从而更加清晰

地知道各个脏腑之间的运作关系。人体是一个自愈

系统，并且有能力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这就是所

谓的健康。医生的目标，不是给患者解决疾病问题，

而是让患者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医生德鲁克

曾告诫后辈：医生的作用不过是“偶尔治愈，经常帮

助，始终关怀”。这偶尔的治愈，也是通过启动并激发

自愈系统来完成的。医者必须时刻谨记五行针灸的

治疗基础是人生哲学，与其直接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

更好地生活，而五行针灸仅是众多方式中的一种。治

疗疾病不是医者工作的全部，如何帮助人们保持健康

的生命状态才是其工作重点。在五行针灸治疗过程

中，医者首先要将每个人的痛苦和欢乐放在其生活背

景里去考量和诊断，不然不会有信心去判断病人、治

疗疾病。

2 辨神

2. 1　中医学的辨神　中医学的发展凝聚着中华民族

数千年的生命智慧，是世界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以独特的辩证思维和整体观念，开创了对自然

界和生命体系综合研究的独特途径[4]。中医学理论认

为，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是“神”的盛衰变

化，即所谓：“有诸内者，必形诸外”。故中医治疗须首

先对患者的“神”进行辨识。

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朴素的方法论，通过五为基数

来阐述事物之间相互制化的关系，是古人认识和解释

宇宙的一种方法[5]。中医学用五行理论来指导临床实

践和诊断，是将望闻问切四诊所得的临床资料综合起

来，按五行的基本特性和生克乘侮的相互关系对疾病

进行诊断，如“面见青色，喜食酸味，脉见弦象，多为肝

之病”。这对临床诊疗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灵枢·通天》云：“人有阴阳，何谓阴人？何谓阳

人？……盖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

人，阴阳平和之人。”书中把人分成5种不同的气质类

型，并对不同类型的人的性格特质进行了分析和总

结，为中医学的辨神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见表1。
2. 2　五行针灸的辨神　五行针灸的治疗理念是利用

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医者和患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在形神并重的状态下，祛除邪气，达到身心的平衡状

态。其核心在于理解每个人都与五行中的某一行有

着特殊关联，这一行成为身体的特殊护持，而任何一

种身心失调都是护持的这一行不能保持平衡的结果。

而治疗就是帮助这一行恢复平衡，与其他四行和谐相

处，从而真正发挥自己的身心潜力[6]。五行针灸对五

行的认知传承于中国古典医学，其中对五行类型的判

断方法就像是医者的导航，从而认识生命的精妙。

见表2。

3 治神

3. 1　中医学的治神　中医学中“神”被认为是人体精

神活动、思维意识、情志等机能活动的核心，也是脏腑

功能盛衰、气血盈亏的外在表征，是机体生命活动的

主宰与反映。“神”在疾病的发生、演变和转归中起着

重要作用。因此，古代医家十分重视神在疾病中发挥

的作用。中医“治神”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且多关

乎针刺，可见针刺与治神的关系密切。在针灸领域

表1　《黄帝内经》中5种气质类型之人的阴阳特征分类

五行分类

太阳之人（火行）

少阳之人（金行）

少阴之人（木行）

太阴之人（水行）

阴阳平和之人（土行）

特点

多阳而少阴，对客观事物理解敏捷，但认识客观事物的程度比较肤浅，

而忽略对其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掌握

多阳而少阴，认识客观事物很细，注意力稳定，容易产生骄傲自大的情

绪

多阴而少阳，这类人善于用脑，对某项活动有一定的才能，有进取心

多阴而少阳，认识客观事物时认识事物的本质比较深刻，行动上也比

较谨慎

阴阳相对平衡，勤奋好学，有较高的灵活性，能够随机应变

性格

刚愎自用，自信心很强，冒失从事，举止轻浮

自命不凡，容易高傲，善于交际，但知己朋友较

少，但其秉性奉公，廉洁办事

多忧多愁，意志脆弱。容易嫉妒他人，私欲重

情绪多抑制在内心，喜怒不表露出来，自我节制

力比较强

独立自主，一心一意，性格方面，表现出从容自

得，性格温和，彬彬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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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治神”一直作为医者治疗的核心，同时对治疗效

果起着重要的作用。其贯穿了针灸治疗的全过程，尤

其对心身疾病有着良好的疗效。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中医学一直强调“形神合

一”，针刺前的治神包括医者必须专心致志、调摄精

神；而针刺中要集中精神，毫无杂念，感受自己针下感

觉，与患者沟通交流时，密切关注患者的情况。如此

才能发挥治疗的最佳效果。医者在针刺过程由多个

环节组成，如经络腧穴的选取、针刺得气、针刺补泻、

进针深浅等，每一环节都是针刺取效的关键，且每一

环节都有神的参与。故医者在治病的过程中，无论神

志病与否，在应用针灸疗法时均要善于将针刺涉及的

各环节（如辨证、选穴、操作、与患者交流沟通等）与

“治神”思想紧密融合，将“治神”作为针刺的核心，方

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2　五行针灸的治神　五行针灸理论下，医者不仅

要与病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还要从视觉、听觉、嗅觉等

多个因素来搜集病人的信息。除了感官收集的信息

以外，医者还应从其他辅助方面来协助判断。例如脉

诊：医者用双手握着病人的一只手，通过这种密切接

触，不仅能增强彼此之间的连接与信任，也能根据不

同脉力的相对强弱来判断脏腑之间的失衡程度，这是

与传统中医的脉诊截然不同的。又如腹部扪诊，医者

主要通过腹部三焦区的压痛和皮肤温度来判断三焦

失衡情况；而进一步的扪诊与募穴有关，在五行针灸

体系中，通过按压募穴的敏感度，从而判断与之对应

的脏腑气血是否调和。此外，五行针灸诊疗手段还有

中央动脉扪诊和赤羽氏测试等[7]。这些诊疗手段帮助

医者完善患者信息的采集，为临床进一步判断提供

依据。

治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面对病人的需求，

医生任何阶段的治疗都要与其选择的五行相配合。

在治疗初期，主要使用的腧穴组合叫作主管穴，为进

一步治疗打开通路。主管穴直接作用于十二官，用来

解决重大阻滞而引起的气血不和。五行针灸的治疗

原则是根据五行相生相克原理来选取腧穴，通过转化

经气来支持“护持一行”，从而恢复主导一行在五行中

的领导地位[8]。这里参考传统针灸学说中的五输穴理

论，根据“实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的原理进行补泻

手法操作。

在五行针灸的治疗体系中，人体的外在能量可以

通过选定腧穴深入脏腑，而内在能量也可以引至体

表。作为医者，针刺操作不能只停留于体表，应通过

穴位来调节人体能量的输布。但就效应而言，针刺这

一动作本身所占比重甚微。无论是选穴还是进针，医

者都应该将“神”贯注其中。针灸前的准备阶段，医患

双方均须做好心理准备，这是带动患者进入情绪、调

整状态、促使得气、针刺起效的先决条件。《素问·针

解》云：“神无营于众物者，静志观病人，无左右视也。

义无邪下者，欲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

制其神，令气易行也。”医者在针刺过程中要达到神志

专一，不为外界刺激所干扰，细心体察并调适针刺反

应，令病人之气易行。《标幽赋》也指出“神不朝而勿

刺，神已定而可施”，要求患者也要集中精神，排除杂

念，认真体会，待其神志安宁时才能施针，未安勿刺[9]。

此时医者才能真正地与病人连接起来，深入其内心

世界。

4 守神

4. 1　中医学的守神　守神在中医诊疗中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心者，君主之官，神

明出焉”，确立了生命以神为本的原则，指出人的生命

表2　五行针灸理论下的五行特征表

五行类型

木行人

火行人

土行人

金行人

水行人

平衡状态

行动派，走路快，向上、向前、跳跃；动作幅度大，干脆利索，愤怒

表达

想和别人建立联系（眼神）；关心别人多于自己，对关系敏感，温

暖，无条件的爱

一边对外界充满了同情、理解，一边也需要被理解同情；一边索

取一边付出

探索，对外界敏感，善于提炼，宁静气质，悲哀情绪；是五行中最

严肃的一行，在交流时会沉默

行动非常快，但平时很安静；神秘、难以琢磨，不愿被固定下来，

显得反复无常

失衡状态

易于激惹；没有计划、方向，优柔寡断；柔韧性变差，颈肩腰背的僵

硬疼痛，高血压、失眠、偏头痛等

忽冷忽热；活动多，两性关系失常，寒温失常，心悸、各种干燥

进不来（一个僵硬的板结的土）；或者出不去（各种匮乏），很强的需

求感，动力缺乏、兴趣减退

失去取舍的分辨力，难以从过去的创伤性事件中出来，严重者与世

隔绝，生活变得空虚

恐惧太过或全无，言谈不休或少语；面色㿠白到黧黑，水肿、泌尿系

统障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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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活动以及精气血的物质代谢，均依赖于“神”的指

导和调控。《黄帝内经》认为“神失守位”是发病的关键

环节，如《素问·本病论》言“即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

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神者昌，失神

者亡”，提出被邪气侵袭的根本原因在于神失守位，心

神不明，神失去了对身体的把控作用，使人心神失养、

脏腑失调。气机的紊乱可能会妨碍机体的气化过程，

从而引起精、气、血和津液等物质的代谢异常。朱丹

溪在《格致余论·相火论》中云：“心，君火也，为物所感

则易动，动则精自走，精走则脏腑虚衰。”在针灸学理

论中，中医的重神思想亦体现在整个诊治过程中，神

失守位不仅会导致疾病的直接产生，也会影响病情的

进展和预后。这就要求医者在针刺过程中，能够全神

贯注地体会下针感觉，仔细观察患者的临床反应。同

时，下针者在手法上能做到手指端直、手如握虎，心境

上能够做到目无外视、心境澄明。这样可以极大地提

高针刺的临床疗效。因此，守神在整个中医诊治过程

显得尤为关键。

4. 2　五行针灸的守神　尽管医者通过针刺某些穴位

来调整机体能量，但就其效应而言，进针这一动作本

身与疗效的关系并不显著。每位医者都以自己的方

式影响着治疗效果。正因这样一种特质的存在，五行

针灸治疗过程中，医者更多的不是靠视觉、嗅觉或听

觉来进行判断，而是靠对情感信号的解读来进行分

析。医者需清楚地觉知每一种情感会在患者自己的

内心触发些什么，尤其是那些患者经年以来建立起来

的自我防御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医者才可能更好地

通过情感这一门窗进入治疗。因而医者必须首先内

视自观，再去观察解释他人的情感表达。这就是五行

针灸与各种心理疗法相似的地方。治疗师都必须首

先理清自己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如果不能对此有所

领悟，治疗师便会变成机械化的针灸师，而针灸针也

会落入普通器械的行列，若是如此，针灸针所能刺入

的，也仅仅是身体层面，只对身体产生某种效应，远远

不能达到治疗身心神的疗效。因此，医者唯有将自身

的“神”倾注其中，才能对患者达到更好的疗愈。

5 结语

五行针灸是以中医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的针法。

该针法提倡身心同治，这符合传统中医学的整体观

念，正所谓人体身心神的健康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

体，所以治疗应该是针对疾病的起因而非表象。与传

统针灸治疗方法不同的是，五行针灸不通过患者的症

状来辨证施治，而是通过判断疾病的主导一行，并扶

持失衡的主导一行，来让五行重归于平衡。因此，没

有两个人的治疗方案是完全相同的。同时，这也为现

实临床中的诊治方案提供了新思路。大家在运用五

行针灸理论时，应当努力挖掘其实际优势，推动其传

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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