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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穴法$是真谛

$

!魏稼!!江西中医学院!南昌 ""###$"

关键词!内经!穴法!腧穴!热敏灸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编者按"本文的主要论点首见于 &#)# 年由魏稼

主编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研究生教材#针灸流

派概论$之%穴法派&一章'不久又在全国针灸临床

学会学术年会上宣读( 最近'魏稼教授根据最新的

研究成果'熔炼新知)旁征博引'进一步论述#内经$

穴法是真谛(

)!"内经#的腧穴定位

#内经$论俞穴刺灸部位%蕴含着穴法理论的真

谛%后世学者诠释解读%似乎渐入误区& 这里以历代

名著记载的十二井穴定位为例&

井穴
#内经$ 载所属
经脉脏腑

古今名著

战国秦汉的#灵
枢'本输$

晋代皇甫谧#甲
乙经$ !引录#明
堂孔穴针灸治
要$"

唐代孙思邈#千
金要方$(#千金
翼方$

宋代王执中#针
灸资生经$

明代杨继洲#针
灸大成$

现代#经穴部位
文 献 考 与 解
剖$

))*

少商 手太阴肺 手大指端内侧也
在手大指端内
侧%去爪甲如韭
叶

同#甲乙经小$%

在*爪甲*后加*

角*字
同#千金$ 同#千金$

在手拇指末节桡
侧距指甲角 #+)

寸!指寸"

中冲
手少阴心 !#甲
乙经小$手厥阴
心主"

手中指之端也
在手中指之端%

去爪甲如韭叶%

陷者中

同#甲乙经小$%

但称此属*手厥
阴心主经*

同#甲乙经小$ 同#甲乙经小$

手中指末节尖端
中央

少冲

#内 经 $ 缺 载&

!#甲 乙 经 小 $

称+ 手 少 阴 心
脉"

在手小指内廉之
端%去爪甲如韭
叶

同#甲乙经小$ 同#千金$ 同#千金$

在手小指末节桡
侧距指甲角 #+)

寸!指寸"

大敦 足厥阴肝
足大指之端%及
三毛之中也&

在足大指端%去
爪甲如韭叶及三
毛中

同#甲乙经小$ 同#甲乙经小$ 同#甲乙经小$

在足拇指末节外
侧%距指角 #+)

寸!指寸"

隐白 足太阴脾
足大指之端内侧
也

足大指端内侧%

去爪甲如韭叶
同前*少冲*穴

同 # 甲 乙 经 $%

在*韭叶*后加*

宛宛中*

同#千金$

在足大趾开末节
内侧距趾甲角
#+) 寸!指寸"

涌泉 足少阴肾 足心也
在足心陷者中%

屈足指宛宛口
中

同#甲乙经$ 同#甲乙经$

同#聚英$*宛宛
中*%后加*白肉
际*

在足底部卷足时
足前部凹陷处%

约当足底二三趾
缝纹头端与足跟
连线的前 )," 与
后 &," 交点上

至阴 足太阳膀胱 足小指之端也
足小指外侧%去
爪甲如韭叶

同 # 甲 乙 经 $%

在*爪甲*后加*

角*字
同#千金$ 同#千金$

在足小趾末节外
侧%距趾甲角 #+

) 寸!指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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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阴 足少阳胆
足小指次指之端
也

在足小指次指之
端%去爪甲如韭
叶

同 #甲 乙 经 $%

#翼方$%在*爪
甲*后加*角*字

同#甲乙经$

同 #千金 $*次
指*后加*外侧*

在足第四趾外
侧%距甲角 #+)

寸!指寸"

厉兑 足阳明胃
足大指内次指之
端也

在足大指次指之
端%去爪甲角如
韭叶

同#甲乙经$

同 #甲 乙 经 $%

在*爪甲*后去*

角*字
同#甲乙经$

在足第二趾末节
外侧%距趾甲角
#+) 寸!指寸"

关冲 手少阳三焦
手小指次指之端
也

在手小指次指之
端去爪甲角如韭
叶

同#甲乙经$ 同#甲乙经$

同 #甲乙经$%*

次指*后加*外
侧*

手环指末节尺
侧%距指甲角 #+

) 寸!指寸"

少泽 手太阳小肠 小指之端也
手小指之端%去
爪甲一分%陷者
中

同 #甲 乙 经 $%

在*指端*后补*

外侧*二字

同 #甲 乙 经 $%

在*爪甲*后加*

下*字

同#千金$%在*

爪甲*后加*角*

字

在手小指末节尺
侧%距指甲角 #+

) 寸!指寸"

商阳 手阳明大肠 大指次指之端也
在手大指次指内
侧%去爪甲如韭
叶

同 #甲 乙 经 $%

在*爪甲*后加*

角*字
同#千金$ 同#千金$

在手食指末节桡
侧%距指甲角 #+

) 寸!指寸"

!!上表说明#内经$与后世名著记载俞穴定位的

差异与特点是+前者朴实简略%但较笼统模糊%定位

有分散(泛化(动态特征%如称井穴,在指端-等& 后

者则表述渐明晰(具体%显示了俞穴渐趋微缩(凝聚(

静固态特点%如井穴加,去爪甲如韭叶-等& 迄于现

代文献%其描述精密度更是细致入微几达极限了&

提示在#甲乙经$转录#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之后%俞

穴定位一直沿着由分散至聚合(由活动态到静固态(

由难确定到可确定的不断明细化(固态化的道路上

迈进& 应当说这一趋势从表面上看符合认识事物不

断从宏观到微观的规律%但前者是否真实反映了俞

穴真谛. 后者是否只注重推理而忽视实践依据. 是

否表述含,蛇足-成分. 两者对穴法理论与实践有

何正负面影响. 值得推敲/

#内经$对俞穴本质的认识%既强调其机能性%

也承认其物质基础& 对俞穴定位%也反映了有聚有

散(聚散互动0有动有静(动静互变的循环往复(螺旋

式上升规律%体现了俞穴的原生态特征& 与后世定

位之往往多聚少散(多静少动者明显不同& 如何评

价两者对学术发展的意义. #内经$穴法理论是否

更符合唯物辩证观点与事物发展规律. 对#内经$

朴素真实反映俞穴原貌%要不要归真返朴. 应认真

思考/

用少商治咽喉肿痛与用至阴矫正胎位%按#内

经$或后世著作定位施术%两者疗效无明显差异!当

然最终定论%有待严密科研论证"%说明#内经$理论

的不可颠覆性%或许包含更高深的至理. 也说明俞

穴定位%有时无需过份局限与明细化%对尚难定论的

更具体定位%未尝不可留下一定探索空间&

追求俞穴定位的精准化%可确认更多而疗效更

佳的真正特异性俞穴%其重要性无可置疑0还有利于

规范操作%传承与命中要害%提升疗效%故必要性也

很明显& 但在编制具有法规经典性著述时%则要有

科学可靠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并反复论证其可行性(

慎重权衡其利弊%治学要严谨%不可想当然地仓促推

定&

&!"内经#临床选穴的取穴定位法

#内经$的取穴定位法%也是以动为主%动静结

合%如#灵枢'经筋$篇所述,以痛为腧-%即以不固

定的痛处作为定位依据%显然腧穴是动态的%又如+

#灵枢'九针十二原$述 "-' 节会!腧穴"是,神气之

所游行出入也-%即动态之意& 再看%#灵枢$八卷另

立背俞篇%虽也提到静固态定位法%如谓,肺俞在三

焦!当指椎"之间%心俞在五焦之间-%,皆挟脊相去

三寸所-%但接着指出+,则欲得而验之%按其处%应

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又提示动是主要依据& 其

言下之意%如皆按不出现,痛解-反应%则非其腧穴

所在位置%也体现了动态为主的观点& 再看#内经$

对诸病刺灸部位!古又称,砭灸处-"的描述+

诸病刺灸部位分类 #内经$出处举例

取经络

#灵枢'根结$+痿病取阳明%暴病取太阳11

#灵枢'寿夭刚柔$+久痹不去身%刺血络尽出其血
#灵枢'忧恚无言$+失音刺足三阴%泻其血络
#素问'脏气法时论$+五脏病多取其所属表里经
#素问'刺疟论$+少阳之疟刺少阳%厥阴之疟刺厥阴%心疟刺手少
阴11

#素问'刺热论$+肺热刺手太阴(阳明0肝热刺足厥阴(少阳11

取部位

#灵枢'官针$+远道刺+上病取下0心痹+一刺前%一刺后0巨刺+左
取右%右取左
#灵枢'终始$+病在上%下取之0病在下%高取之0病在头%取之足0

病在腰%取之
#灵枢'长刺节$+病在少腹%不得大小便(疝%刺少腹两股间%刺腰
髁骨间
#灵枢'热病$+汗出太甚%取内踝上横脉以止之
#素问'骨空论$+憎风取眉头
#素问'缪刺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0目痛%刺
外踝之下半寸所

取病所!或痛处"

#灵枢'官针$+痛无常处%针病所0病在分肉%针病所
#灵枢'经筋$+四季痹症%以痛为输0#灵枢'终始$+重舌刺舌柱
#灵枢'四时气$+疠风者%刺肿上0#素问'骨空论$+痛刺痛上
#素问'缪刺论$+邪客臂掌%不得屈%刺踝后%先以指按之痛乃刺
之
#素问'三部九候论$+经病者治其经%孙络病者%治其孙络血

取俞穴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肠鸣泄泻(脐痛%取巨虚上廉
#灵枢'四时气$+痹不去%肠中不便%取三里0飧泄补阴陵泉
#灵枢'刺节真邪$+耳聋%刺听宫
#素问'骨空论$+灸寒热取合谷(关元
#素问'气穴论$+背心相控而痛%取天突
#素问'水热穴论$+大杼(膺俞(缺盆(背俞%写胸中热0气街(三
里(巨虚(上下廉%泻胃中热0云门(

!

骨(委中(髓空泻四支热

!!可见%俞穴与刺灸部位%在#内经$中是两个概

念%内涵不同& 俞穴属刺灸部位之一0而刺灸部位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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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了经络(部位(病所(俞穴四方面%且在体表分布

有点(片!面"(线之异& 这与古经络结构定位有线

状(带状(片状(块状之异相同&

清代名医徐灵胎曾在#医学源流论$中对#内

经$取经络失传深表惋惜& 看来%为全面适应临床

需要%四者必须兼顾而不可偏废%当然%目前拔罐取

部位(皮肤针取经络仍在应用& 但在所有外治法应

用上%偏重俞穴而忽视取经络(部位现象仍普遍存

在& 故应把偏重于选俞穴扩大到优选所有刺灸部位

上来%对于准确选择刺灸部位与俞穴并提高疗效有

重要纠偏意义&

优选刺灸部位& 当前%既要肯定俞穴确有特异

性%但为数不多%需要加大探讨力度的一面0也要看

到俞穴毕竟有较大的非特异性空间%必须引起特别

关注的另一面& 以下诸多问题就值得深思/ 如+为

何历代数以千计的经外奇穴不断涌现. 为何文献记

载一穴治多病(一病用多穴的现象比比皆是. 为何

古人谓,寸寸人身皆是穴-与提出,四总穴歌-. 为

何金元时代出现,辨时取穴-代替,辨证取穴-. 为

何近年涌现,全息针-取穴与耳针(头针(面针(鼻

针(眼针(颈针(腹针(手针(掌针(足针(腕踝针等几

遍全身的部位取穴法. 如此等等%不能与俞穴原本

存在的非特异性无关& 特别是在 -# /.# 年代%北

京(上海等地各大医疗科研机构从事针麻研究的学

者%在各大报刊发表了 $# 多篇报告)& /)0*

%均认定了

俞穴作用是非特异性与特异性并存的& 说明今后必

须将两者结合起来探讨%将对提高疗效%乃至改写与

重构俞穴理论%抵制与消除当前玩弄俞穴游戏的混

乱局面%都有重要意义&

我院以陈日新教授为首的临床科研团队%近年

来%致力于腧穴热敏化规律研究%认识到腧穴存在静

息与敏化两种状态%认为腧穴热敏部位具有动态性%

与原有经穴不完全重合& 临床用热敏穴施灸%可以

提高疗效)&# /&"*

& 这与#内经$的穴位理论是一致

的&

我在 &##1 年的第一期和第四期#中医药通报$

发表有关,动穴-一文%虽然提出了腧穴应分动(静

两大类的观点%但对动穴主要依据压敏点定位%而陈

日新等的研究则是依据热敏点而定位%显然他们的

成果又丰富和发展了动穴理论%为动穴检测(应用提

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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