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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四关”刍议※

钱婷婷 1 孙培养 2▲

摘 要 近年来学术界就“四关”争论诸多，最主要争议点在于“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

间的关系及“开四关”到底如何定义。通过古与今文献的梳理，可认为此两问本质上的答案相同，此

三者皆应当是广义的存在，不可被定义为某一种狭义的解释，故可认为所有争论属于其狭义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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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运用“开四关”治疗疾病的效果较好，但关于

“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关系，以及“开四

关”到底如何定义争论纷多。本文通过梳理古今文

献，厘清“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的关系，

以及“开四关”的定义，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四关

1. 1　溯古　《灵枢·九针十二原》曰：“五脏有六腑，六

腑有十二原，十二原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脏。”此为

“四关”首次出现。而后，各家注释纷起。杨上善在

《黄帝内经太素》注解为“四关，四肢也”；马莳在《灵枢

注证发微》注解为“四关者，即手肘足膝之所，乃关节

之所系也”；张志聪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分析“四关

者，两肘、两腋、两髀、两腘皆机关之室”；罗东逸在《内

经博议》有言“四关属手足踝骨以上，其地各尺，为手

足诸阳之本”；高诱则在《淮南子注》提到“四关，耳、

目、心、口”等。以上均为后世医家对《黄帝内经》中

“四关”的阐述。诸位医家皆表示“四关”为人体的部

位，但在部位描述上有所差异——尤其大部分著作记

载“四关”为肘膝、关节之处，少部分论及其他；同时均

未明确提出“四关”为特定的穴位。而后世医家关于

“四关”为腧穴的言论，诸多基于《标幽赋》中所述的

“开四关”。如《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注释《标幽赋》

篇幅中，王国瑞提到刺“四关”即为刺“所谓六十六

穴”，并明确提出“四关”为腧穴之论。

1. 2　追今　今之人，有继承“四关”为部位之论。如

王昕耀等[1]考证古文，表明膈关、脐关、肘关及膝关合

而称之为“四关”；李艳梅等[2]认为“四关”应为腕、踝、

脐、膈；秦庆广等[3]从《黄帝内经》原文出发，探讨“十二

原”出处，佐证“四关”应指腕、踝、膈、肓；王富春等[4]从

《灵枢·九针十二原》原文出发，结合中医学理论与现

代解剖学，得出“四关”应指腕踝关节的观点。现如

今，言“四关”即为“四关穴”（太冲、合谷）者甚多，而陆

颖等[5]反对此为《黄帝内经》“四关”原义论，认可“四

关”本义应为部位论。

今之人，有支持“四关”为腧穴之论。学术界未止

步于论“四关”即为太冲、合谷四穴，而是对此为何穴

各有争鸣。随着针灸现代研究更深层次的发展，张卫

星等[6]认为，仅将“四关”理解为太冲、合谷四穴略有离

道，明确提出应将“四关”理解为“五腧穴合原穴”。王

磊等[7]根据临床治疗效果，并通过总结经验，揆度“四

关”应为内关、外关四穴。

除以上论述外，张登部[8]结合标本根结理论等论

“四关”时特别指出，“四关”是指肘膝关节及其关节以

下，包括五腧穴在内的重要部位。张登部对于“四关”

的观点，在保留部位论的同时创新性提出其涵盖五腧

穴之说，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四关”是为部位

论，还是为腧穴论的壁垒。张安莉[9]基于针灸医学也

认为“四关”应包含部位和穴位两重含义。除了考证

“四关”与腧穴及部位相关外，郑君等[10]提出，“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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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作为指导临床的治疗总原则。

2 四关穴

2. 1　溯古　古之论“四关”，皆言同论与“四关穴”。

如《针灸大全》有载“十二原出于四关，太冲、合谷是

也”；李梃在《医学入门·杂病穴法歌》中注称“四关三

部识其处，四关，合谷，太冲也”；杨继洲在《针灸大成》

注释“出于四关，太冲、合谷是也”。而后杨继洲在《针

灸大成·经外奇穴》篇明确提出“四关四穴，合谷、太冲

是也”，此可为“四关”与“四关穴”分开论之始端。《针

灸集成·卷二》曰“上吐下闭，关格，宜泻四关穴。谓合

谷、太冲是”，此为应用“四关穴”治疗疾病的记载。观

以上诸位医家之论“四关穴”，皆言合谷、太冲四穴，未

言其他。

2. 2　追今　今之论“四关穴”，诸多从“四”“关”穴而

论。基于以“四”为中心的观点，有言“四关穴”当归于

“腹四关”，即滑肉门穴和外陵穴四穴[11]；有言“四关

穴”当指外关、内关四穴[8]。王漫等[12]基于“关”，提出

“肘膝以下五输穴合原穴，共计六十六穴”作为“四关”

之解较为全面。黄建军等[13]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

阐述“四关穴”，认为“四关穴”为合谷、太冲四穴，是从

狭义的角度论述。论“四关穴”，纯粹从“四”或者“关”

的角度思考，刘红菊[14]认为以此两种角度思考出的

“四关穴”，皆不能称其为实际意义上的“四关穴”，而

是代表性取穴。余亮等[15]通过梳理“四关”脉络，对将

“四关”同于“四关穴”之论提出疑问，同时表明该论是

固化“四关”，不利于发展与“四关”相关的学术思想。

3 开四关

3. 1　溯古　《标幽赋》曰：“拘挛闭塞，遣八邪而去矣；

寒热痹痛，开四关而已之。”此为“开四关”之首次出

现。针对“开四关”的注释，王国瑞在《扁鹊神应针灸

玉龙经》认为“主人寒热头痛……四关者，两手、两足，

刺之而已矣”；吴崑在《针方六集》则认为“毫针为质甚

微，如下文平五脏、调六腑、遣八邪、开四关，所贯何多

岐”。关于两位医家对“开四关”的论述，王国瑞理解

“开四关”为针刺“四关”之义，而吴崑则认为“开四关”

为一个治疗原则，两者对于“开四关”的不同见解，可

认为是古往今来就“开四关”争论的一个缩影。总之，

古之论“开四关”，不外乎理解为针刺“四关”及治疗

原则。

3. 2　追今　《说文解字》曰：“开，张也；关，以木横持

门户也。”刘星等[16]认为“开”包括了“关”与“开”之意。

“开四关”三字简短，而余韵悠长。目前针对“开四关”

的研究，沿用古之人的阐述。正如戴伟[17]通过研究

“开四关”的内涵，认为“开四关”应作为治疗原则应用

于临床。不同于前人单纯地论述“开四关”，现代医家

多基于生物神经学系统及现代医学的检查手段加以

探索，且结合临床经验创新应用“开四关”。

4 开四关机理研究及应用

有研究[18]总结标本根结、脏腑别通等理论，为“开

四关”理论研究提供关键性支持。为进一步探寻“开

四关”的作用机理，蔡依妏等[19]通过 fMRI技术结合神

经生物信息学展示“四关穴”针刺时神经信号的变化；

许慧等[20]通过电针“四关”穴治疗卒中后抑郁大鼠，研

究其针刺治疗的机理是否与调控粪便短链脂肪酸含

量及结肠 5-羟色胺释放有关；陈韬等[21]研究发现，电

针“四关”穴改善脑卒中后抑郁大鼠行为学指标的作

用机理可能与提高BDNF、TrkB蛋白表达有关。临床

治疗上，阎路[22]结合治疗经验，创新性提出益气开四

关针法，促进“开四关”治疗的发展；丁一等[23]基于“开

四关”的理论内涵，创新性提出“新”四关穴。以上均

为今世之人对“开四关”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5 结语

本文通过溯古追今，拟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四

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关系；二是阐述何为

“开四关”。以下为笔者之拙见。

古之论“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的关

系如图1。最初为“四关”，后发展为“四关四穴，合谷、

太冲是也”，由“四关”为部位到“所谓六十六穴”再到

“合谷、太冲”，古人对“四关”的阐述呈现逐渐明确、范

围缩小的特点。而从“四关穴”到“开四关”，阐述的理

论又再次放大，古之论“开四关”不再局限于针刺合

谷、太冲，而是针刺“四关”及治疗原则。

图1　古之论“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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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论“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的关

系如图 2。目前认为“四关”包括“四关穴”，即“四关”

可为部位之说，也可为腧穴之论；此外，研究认为“四

关”可为治疗原则，可与“开四关”等同。从以上两点

论述，可认为“开四关”广义上指代治疗原则，狭义上

可认为是针刺合谷、太冲四穴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

者绝非多一字少一字的区别，更不能局限于概念上的

差别。就论“四关”与“四关穴”，不能单纯地认为“四

关”等同于“四关穴”；就论“四关穴”与“开四关”，不能

简单地认为“开四关”等同于针刺“四关穴”；就论“四

关”与“开四关”，不能浅显地认为是理论与治疗方法

的区别。笔者认为，“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

间的关系具有“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之特性，故笔者

不认同用时间先后和概念来割裂此三者，而应当基于

发展的角度思考。正如将“四关穴”定义为太冲、合

谷，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相当于摒弃了除其以外的发

展，这不仅曲解了古之争议，而且阻滞了今之争鸣。

笔者认为，何为“开四关”的问题，与“四关”“四关

穴”“开四关”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如出

一辙。纵观历代医家对“开四关”的论述，皆不是固定

或单一的。从医学发展的角度看，既要承认“开四关”

是针刺合谷、太冲，是针刺“四关”，也要认可“开四关”

是治疗原则。笔者认为只要是顺应其理论发展的规

律，并且经历过临床的考验，皆应当接纳与共存。简

而言之，“开四关”应当是广义的存在，所有争论当属

于其狭义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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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今之论“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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