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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红炉点雪"对灸法的贡献

"

!曲建中!!山西省大同市基建职工医院!大同 "#$""%"

摘要!!红炉点雪"对灸法的制艾取火#取穴定穴#辨证施灸#灸法禁忌均有论述$尤其是着重探讨了痰火灸法的具体方法$言简

意赅#见解独特$无论是对完善灸法理论还是指导临床施灸$均有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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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炉点雪'#原名&痰火点雪'( 约成书于明崇

祯三年!I%#" 年"#清光绪二十五年!IJKK 年"杭州

衢樽书局据全书所论痨病咯血之临床特征#以及邓

志谟序中)红炉飞片雪#龙虎自相随*之意#更名&红

炉点雪'刊行于世( 作者龚居中#字应园#号如虚

子+寿世主人#明代医学家#豫章云林!今江西金溪"

人#曾任太医院院司#对内+外+妇+儿等科均有所长(

著有&红炉点雪'+&外科活人定本'+&外科百效全

书'+&女科百效全书'+&幼科百效全书'+&新刊太

医院校正小儿痘疹医镜'+&五福万寿丹书'+&万寿

仙书'+&易筋经'+&经验百效内科全书'+&经验良

方寿世仙丹'等书( &红炉点雪'系龚氏考校并汇辑

&内经'以降诸家虚损论治精要#并结合其临证心得

而撰就的虚损痨瘵证治专书( 全书共 ( 卷#卷 I+卷

' 为痰火病证的鉴别与治疗%卷 # 列有部分方论与

杂症补遗%卷 ( 专述痰火灸法+忌戒及却病调摄诸

法( 其中)痰火灸法*虽篇幅不长+字数不多#却言

简意赅+见解独特+颇有创见+影响深远#无论是对完

善灸法理论和指导临证施灸#均有重要的贡献(

I!制艾取火"考究选材用料

前代针灸学家#对于施灸所用的材料和取火等#

已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用艾叶制作灸治原料#古书

早有记载#如&孟子,离娄章句上'载有$)今之欲王

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I.之说#尽管此是

以医喻政#但也反映出那时即已知道七年之疾#当求

治于 # 年的陈艾了( 其后#&庄子,盗跖'中也提及

以灼艾健身#有)无病而自灸*

-'.之说( 由此足见古

人通过反复实践#肯定艾叶是灸治疾病的最佳原料#

并普遍应用艾灸来强身治病#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故&埤稚'称艾为)灸草*

-#.

#&名医别录'称之为)医

草*

-#.

( 而艾尚宜陈久#如&本草图经'云$)灸百病

尤胜//采叶暴干#陈久方可用(*

-#.在此基础上#

龚氏总结为)凡用艾叶须陈久者#治令细软#谓之熟

艾( 若生艾灸火#则伤人肌脉( 故&孟子'云$七年

之病#求三年之艾(*

-(.实践证明#这是有科学道理

的#新艾含挥发油多#燃之火力强而不易熄灭#令人

灼痛#陈艾则油质挥发+火力柔和+易燃易灭#可以减

少灼痛之苦( 所以施灸必须用陈久的艾叶#而且愈

陈愈好( 龚氏认为#施灸用艾还必须制成艾绒+艾

炷( 其在书中言$)须拣取净叶#捣去尘屑#石臼中

木杵捣熟#罗去渣滓#取白者#再捣至柔烂如绵为度#

用炷燥则灸火有力(*

-(.

灸法用火#据汉代&黄帝虾蟆经'中即有)用松+

柏+竹+榆+枳+桑+枣等八木之火以灸*治疾病的记

载#但有)久皆伤血脉+肌肉+骨髓(*的弊端(

-).龚氏

继承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实践心得#更有创新之见(

认为)凡灸火者#宜用阳燧火珠#承日取太阳真火#

其次钻槐取火为良( 若急卒难备#则真麻油灯或蜡

烛火#以艾茎烧点于炷#滋润灸疮#至愈而少痛也(

其戛金击石钻燧八木之火#皆不可用( 邵子云$火无

体#因物以为体( 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是矣(

八木者#松火难瘥#柏火伤神多汗#桑火伤肌肉#柘火

伤气脉#枣火伤内消血#橘火伤营卫经络#榆火伤骨

失志#竹火伤筋损目也(*

-(.指明了)八木之灸*的

利弊#宜于后人取用(

'!辨证施灸"拓展灸法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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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有不少医家#在灸法的作用和应用方面#多

认为灸法是以)温补*作用而收功#只适用于沉寒痼

冷+无脉亡阳之虚寒证#而对某些正盛邪实的热证+

实证#却视灸若畏途#列为禁忌之列#使灸法的应用

范围愈用愈狭#有湮没不传之虑( 如清代吴亦鼎

&神灸经纶'中即言$)脉得数实#症见躁烦#口干咽

痛#面赤火盛#新得汗后#以及阴虚内热诸症#俱不宜

灸(*

-%.而龚氏对痨瘵虽以水亏火炽金伤立论#以益

水清金降火为主治#在治法上却极力提倡灸法#与常

人观点大相径庭( 其实#灸有补泻古已论之#寒热虚

实均能灸之( 龚氏通过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对灸法

的功用提出精辟的见解#补前人之未逮#其在书中

言$)灸法去病之功#难以枚举( 凡寒热虚实#轻重

远近#无往不宜( 盖寒病得火而散者#犹烈日消冰#

有寒随温解之义也%热病得火而解者#犹暑极反凉#

犹火郁发之之义也%虚病得火而壮者#犹火迫水而气

升#有温补热益之义也%实病得火而解者#犹火能消

物#有实则泻之之义也%痰病得火而解者#以热则气

行#津液流通故也(*

-(.这些论述从深层次阐发了灸

法的内涵#补充和发展了灸法理论#对辨证施灸的推

行和灸法应用范围的拓展#功不可泯(

正因为灸法的功用宏伟#适应证广#所以龚氏不

遗余力地盛赞灸法之功#其言$)火之功用#固有生

发之妙(*

-(.

)病之沉痼者#非针灸不解(*

-(.

)若年

深痼疾#非药力所能除#必借火力以攻拔之( 谚云$

火有拔山之力( 岂虚语哉( 若病欲除其根#则一灸

胜于药力多矣(*

-(.

#!痰火痨瘵"宜灸四花六穴

痨瘵灸法#唐代崔知悌&骨蒸病灸方'即记载了

治骨蒸病的要穴)四花穴*#属经外穴#相当于膈俞+

胆俞的位置#左右各二穴#计四穴#因古代使用化脓

灸较多#灸后留下的瘢痕如花纹#故称之为)四花*(

南宋庄绰&灸膏肓腧穴法'中#以亲身经历的体验#

参以诸家之说#重点对膏肓腧穴的部位和取穴等作

了考证#展示了宋时各种不同流派灸膏肓穴的取穴

方法和治疗痨病的经验(

龚氏在广泛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痨瘵灸

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长期的实践#明确地提出

)凡痰火骨蒸痨瘵#梦遗盗汗传尸等症#宜灸四花六

穴+膏肓二穴+肾俞二穴+肺俞二穴+足三里二穴+手

合谷二穴#或膻中穴(*

-(.所谓)四花六穴*#即四花

四穴与患门两穴#此为痨瘵灸法之主穴#龚氏在前人

灸痨经验的基础上精选了主穴#并补充了辅助穴#使

之更趋完善( 并言)予常见人初有此疾#速与依法

灸之#无有不效(*

-(.

(!取穴定穴"注重穴位准确

龚氏对选穴+定穴+取穴都十分讲究#具有精辟

的论述#要求患者)但医必择其素熟经络穴道者乃

可( 不尔#则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非徒无益#而反害

之#岂以人命若草菅耶(*

-(.针对前代医籍记载不

详#又乏师承口授的状况#龚氏对定穴+取穴提出了

规范的操作要求#)凡点穴法#皆要平正#四体无使

歪斜#灸时恐穴不正#徒坏好肉尔( 若坐点则坐灸#

卧点则卧灸#立点则立灸( 反此#一动则不得真穴

矣( 凡灸#先阳后阴#先上后下#先少后多#皆宜审

之(*

-(.对于定位难度较复杂的腧穴#如)定四花六

穴之法*#)取膏肓腧穴法*#)取肾腧穴法*等反复讲

述#不厌其烦#记述十分详尽#并多为经验之谈#如

)取膏肓腧穴法*$)若不能正坐#但伸两臂亦可#伏

衣鑬上#伸两臂#令人挽两胛骨使相离( 不尔#胛骨

遮穴不可得也( 所伏衣鑬#当令大小常定#不尔则失

其穴(*

-(.

因此#龚氏反复强调# )但得穴真#无不验

也(*

-(.

)但医多不得真穴#以致有误( 今具真格#使

学者一见了然无误(*

-(.

)!灸法禁忌"贵在知常达变

灸法的禁忌内容#历代医籍广有论述#后人奉若

神明#大都不敢越雷池一步( 龚氏对此从实际出发#

不囿前人之说#提出了正确的主张#如)论避忌*中

言)欲行针灸#必先不与禁忌相干则可( 若夫急难

之际#卒暴之疾#命在须臾#宜速治之( 若泥于禁忌#

已沦为鬼神#岂不误哉0*

-(.

)论忌食*中言$)经曰$

灸之后#古人忌猪鱼热面生酒#动风冷物#鸡肉最毒(

而今灸疮不发#用小鸡+鲢鱼食之而发者#所谓以毒

而攻毒#其理亦通#亦宜少用为佳(*

-(.指出遵守禁

忌应从实际出发#贵在知常达变#灵活变通#切勿死

板教条( 并要求患者$)凡灸后切宜避风冷#节饮

酒#戒房劳#喜怒忧思悲恐等七情之事#须要除之(

可择幽静之居养之为善(*

-(.此皆为切合实际的阅

历之言#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对于古籍中一些记载不清#论述不一的问题#龚

氏亦明辨是非#提出自己正确的见解( 如古人论灸

时常有十壮+百壮+甚至千壮之说#一日之内#灸如此

之多壮#令人费解#亦不现实( 龚氏在)论壮数多

少*中#阐明其真意$)所谓五百壮千壮#必待三五七

日#以至三年五年#以尽其数#乃可得也(*

-(.

总之#龚居中&红炉点雪'虽非灸学专著#但对

灸法要点阐述无遗#可谓要言不烦#不乏真知灼见#

值得后人进一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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