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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黄帝内经-火针刺法之用及其针具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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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帝内经,中%淬&刺是后世之火针刺法'燔针是实现%淬&刺的烧针过程'%淬&刺使用的针具不出九针#而大针

非后世火针刺法的专用工具#%淬&刺使用的针具当以锋针$毫针$员利针为主'*黄帝内经,中火针刺法的取穴既重视以痛为

腧#也强调辨证取穴"

关键词"火针刺法'%淬&刺'火针针具'九针'锋针'毫针'员利针'刺'燔针'以痛为腧'辨证取穴'*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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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针刺法是将烧红的火针针体#按一定手法迅

速刺入腧穴或选定部位的针刺方法'$(

* 自,黄帝内

经-!以下简称,内经-"有记载其应用以来#到,针

灸聚英-对其专篇论述'!(

#再到,本草纲目&第六卷

火部-

'7 Q#(中对火针进行释名以及首届国医大师贺

普仁教授等的创新发展'< Q=(

#火针刺法已发展成为

针灸疗法中独特的治疗体系* 但学术界对于火针刺

法相关概念及火针针具等的探讨一直存在争议*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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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必要对其再进一步研究#以明火针刺法之源与

流*

应该如何章火针刺法之光澜呢1 笔者认为应该

溯流穷源#从,内经-入手#认真研究其记载的火针

刺法相关条文及后代医家注解* ,内经-作为现存

最早)影响最大的医学典籍#最早记载了火针刺法的

应用及其针具'V(

* ,内经-以降#对于火针刺法的相

关论述也不出其左右* 然而鉴于,内经-成书年代

久远#后世对于火针相关内容的理解难免有违其本

意之处* 因此#笔者通过反复研读,内经-#从行文)

医理等角度以经论经#对,内经-火针刺法之用及其

针具之实有了新的认识#现分析探讨如下*

AB,内经-中$淬%刺是后世之火针刺法

在传世本,内经-中./也有被写作.卒/或

.淬/者* .卒/字在,素问-出现 7= 处#在,灵枢经-

中出现 <= 处#其意义大概有五%一是表示尽)终)全#

引伸为终究* 如,内经-中多处可见的.愿卒闻之/

之语* 二是表示结局之义* 如,素问&征四失论-

言%.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

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三是表示急)

暴)突然* ,素问&本病论-言%.民病卒中偏痹#手

足不仁*/,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言%.天寒则裂地

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四是表示急速)匆促#引

申为轻率)冒失* ,素问&征四失论-言%.卒持寸

口*/五是作为./或.淬/的异体字* ,灵枢&四

时气-言%.转筋于阳治其阳#转筋于阴治其阴#皆卒

刺之/.著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中医大

辞典-

'9(认为%.7卒8通7!淬"8#烧灼* 即淬刺#

就是火针法*/又,说文解字-解释%.淬%灭火器也*

灭火器者#盖以器盛水濡火使灭* 其器谓之淬* 与

火部之义略相近*/因此#.刺/与.淬刺/可互

通#即!淬"刺*

,灵枢&官针-言%.九曰刺#刺者#刺燔针

则取痹也*/,灵枢&经筋-言%.刺者#刺寒急也#

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素问&调经论-中还有

与其相关的.!淬"针/一词#.病在骨#!淬"针

药熨/* ,:内经;难字音义-

'8(注解认为%士内切*

,史记&天官书-载%火与水合为* ,荀子&解蔽

篇-载%有子恶卧而掌* 注%#灼也* ,素问&调

经论-载%针药熨* 注%针#火针也* !淬"刺

是九刺中的特殊刺法* ,黄帝内经太素-注曰%.火

焰燔针#曰也/ .淬00谓烧针刺之也*/ ,类经&

十九卷&第五-注%.谓烧针而刺也#即后世火针之

属#取寒痹者用之*/王冰也认为%.针#火针也*/

!淬"刺也称!淬"针#即后世之火针刺法#是将

针体烧红后刺入机体的针刺方法#多用于治疗寒痹

和经筋病*

DB燔针是实现$淬%刺的烧针过程

!淬"刺离不开烧针操作#那么,黄帝内经-是

如何定义这一过程的1 笔者认为还是应根据.九曰

刺#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及.刺者#刺寒急

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这两句原文语意来理

解* ,灵枢&官针-中讲九刺时提到了燔针#,针灸

甲乙经-中对这句话的描述为%.九曰刺#刺者#

燔针取痹气也*/有学者认为#刺法与九刺中的其

他刺法内容有不同之处'$"(

#可能是出于行文考虑#

依然采用了.刺00也/的句式#笔者对此观点表示

赞同* 仔细分析九刺的语义#.刺燔针则取痹也/实

际上应当是.燔针刺则取痹也/* 这样不仅与,针灸

甲乙经-的取义一致#从语意上理解也更合适* 于

是对.燔针/的理解重点就落在.燔/字上*

.燔/在,说文解字-中注解为%.?也* 从火#番

声* 与焚略同*/ .?/#,说文解字-则解释为烧也*

从文字学角度来看#.燔/字语义有三%一是焚烧义*

如,韩非子&和氏-言%.燔!诗")!书"而明法令#塞

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 ,汉书&东方朔传-言%

.燔之于四通之衢*/注.焚烧也/* ,素问&生气通

天论-言%.体若燔炭*/二是烤)炙义* ,广韵&无

韵-云%.燔#炙也*/三是通.?/#指宗庙祭祀所用的

熟肉*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言%.见于尝酎#与执

燔焉*/可见.燔/字的含义均与.烧/有关* .燔针/

则取.燔/之动词属性#即烧针#指用火烧针#是

!淬"刺时的烧针操作过程#既不是火针的别称'$$(

#

也不是指火针针具'$"(

*

如此#则上述两句原文可理解为%!淬"刺是

指烧针后进行针刺治疗痹症的方法#即张介宾注解

的.谓烧针而刺也#即后世火针之属#取寒痹者用

之/$!淬"刺#即烧针后可治疗寒邪导致的筋脉拘

急病症#而热邪导致的筋脉纵缓不收则不能用烧针

针刺的方法* ,灵枢&经筋-在治疗经筋病时反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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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 .燔

针/一词除上述 7 条之外#还出现在,素问&调经

论-#即%.病在筋#调之筋$病在骨#调之骨* 燔针劫

刺其下及与急者$病在骨#针药熨*/此句结合前

后文义#笔者认为当是,内经-善用的互文写作手

法#可理解为%病在筋骨可以采用烧针针刺的方法#

病深至骨时!淬"刺法还可以配合药熨一起应用#

这也是符合现在火针临床应用* 此外#还涉及.燔

针劫刺/一词#关于.劫针/的认识古今比较一致#即

.劫刺#因火气而劫散寒邪也/

'$!(

* 而如果将.燔

针/理解为火针针具#于文义则是解释不通的*

EB$淬%刺使用的针具不出九针

,黄帝内经-中关于针具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九

针十二原/.官针/及.九针论/7 篇* ,灵枢&九针

论-明确指出%.九针者#天地之大数也#始于一而终

于九00夫圣人之起天地之数也#一而九之#故以立

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黄钟数焉#以针应

数也*/,灵枢&官针-则在开篇指出%.凡刺之要#官

针最妙* 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

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并对九针的应用进行了

详细描述#如九刺)五刺)十二刺等'$7(

* 7 篇专论对

九针针具的描述前后若一#所不同在其治症的描述*

因此#笔者认为,内经-针具的使用不超出九针的范

围#!淬"刺时使用的针具应该也在九针针具之

中*

ECAB大针非后世火针刺法的专用工具%.大针/一

词在,内经-中共出现 < 次!表 $"* 前 # 条之.大

针/可明确理解为九针中的.大针/$第 < 条从语意

上来看#其所言之.大针/是相对于.小针/的较大针

具* 有学者认为大针为火针之误书'$#(

#对此笔者持

不同观点#原因有二%其一#全书 < 处对于.大针/的

记载不可能同时存在误书情况$其二#,灵枢&厥

病-有.以手聚按而坚持之#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

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的记载#其.大针/若是

.火针/#针刺时如何.久持之/#又为何.久持之/#

难道仅仅是为了.虫不动#乃出针/吗1 这与治疗病

症及语意存在明显不通*

表 AB,黄帝内经-中&大针'相关条文

序号 出处 原文

$ ,灵枢&九针十二原- 九曰大针#长四寸00大针者#尖如梃#其锋微员#以泻机关之水也

! ,灵枢&官针- 病水肿不能通关节者#取以大针

7 ,灵枢&九针论- 九曰大针#取法于锋针#其锋微员#长四寸#主取大气不出关节者也

# ,灵枢&厥病- 足髀不可举#侧而取之#在枢合中#以员利针#大针不可刺

< ,灵枢&厥病-

肠中有虫瘕及蛟
$

#皆不可取以小针$心腹痛00是蛟
$

也* 以手聚按而坚持之#

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

%%此外#,内经-中.大针/表示较大针具以区别于

.小针/在其他篇也有记载* 如,灵枢&玉版-载%

.其已有脓血而后遭乎#不导之以小针治乎00以

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脓血

者#其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 ,黄帝内经太素-注

曰%.以小针疗痈之小#难瘥#故曰其功小也* 以大

针疗脓成大#伤以处多#故得出脓*/可见这里的.以

大治大/就是指较大针具* 此处的.小针/也不完全

等同于被称作.小针/或.微针/的毫针#.盖小而浅

者#以砭石取脓* 大而深者#以铍锋取之* 铍锋大针

也/* 如果从九针的针具尺寸与形制)作用机制等

角度分析!表 !"#铍针)大针)长针可理解为.大针/

之类#故.其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灵枢识-及

,:内经;难字音义-也都赞同,说文-的观点#认为

.铍#大针也/*

ECDB$淬%刺使用的针具以锋针#毫针#员利针为

主%!淬"刺法的适应证归纳起来主要是寒痹

!.寒痹内热/ .著痹不去#久寒不已/"和经筋病*

对于其使用的针具应该也有类似的功用#!淬"刺

只是加强了这种治疗作用* 关于九针的作用和主治

详见表 7#与治疗痹证和经筋病有关的针具有锋针)

毫针)员利针)长针 # 种* 据考证#毫针正是古人所

称的.小针/或.微针/$长针是毫针的加长$大针是

锋针的加长#用火烧红后针刺腧穴的称为 .火

针/

'$< Q$=(

* 因此#!淬"刺使用的针具当以锋针)

毫针)员利针为主#而不是拘泥于九针中的特定某一

种#或者是置九针于不顾而另立针具之名* 至于后

世所出.烧针/ .火针/ .煨针/之名#应该是根据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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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刺操作时的烧针过程形象而简便的命名*

表 DB&九针十二原'和&九针论'两篇关于&九针'尺寸和形制的记载

名称 尺寸$ 形制

针 长一寸六分 ,灵枢&九针十二原-%头大末锐

,灵枢&九针论-%取法于布针#去末寸半卒锐之

员针 长一寸六分 ,灵枢&九针十二原-%针如卵形

,灵枢&九针论-%取法于絮针#?其身而卵其锋

锋针 长一寸六分 ,灵枢&九针十二原-%刃三隅

,灵枢&九针论-%取法于絮针#?其身#锋其末

员利针 长一寸六分 ,灵枢&九针十二原-%尖如?#且员且锐#中身微大

,灵枢&九针论-%取法于?#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内也

?针 长三寸半 ,灵枢&九针十二原-%锋如黍粟之锐

,灵枢&九针论-%取法于黍粟之锐

毫针 长三寸六分 ,灵枢&九针十二原-%尖如蚊虻喙

,灵枢&九针论-%取法于毫毛

铍针 长四寸#广二分半!

,灵枢&九针十二原-%末如剑锋

,灵枢&九针论-%取法于剑锋

大针 长四寸 ,灵枢&九针十二原-%尖如梃#其锋微员

,灵枢&九针论-%取法于锋针#其锋微员

长针 长七寸 ,灵枢&九针十二原-%锋利身薄

,灵枢&九针论-%取法于綦针

%注%$%九针尺寸的记载根据,灵枢&九针十二原-和,灵枢&九针论-的描述$!%铍针在,灵枢&九针论-中其尺寸记为.广二

分半#长四寸/*

表 EB&九针十二原'&官针'和&九针论'三篇关于&九针'作用和主治的记载

名称 作用 主治

针 ,灵枢&九针十二原-%去泻阳气

,灵枢&官针-%病在皮肤无常处者#取以针于病所#肤白勿取 主热在头身也

员针 ,灵枢&九针十二原-%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以泻分气

,灵枢&官针-%病在分肉间#取以员针于病所 主治分间气

锋针 ,灵枢&九针十二原-%以发痼疾

,灵枢&官针-%病在经络痼痹者#取以锋针* 病在五脏固居者#

取以锋针#泻于井荥分输#取以四时
主痈热出血

员利针 ,灵枢&九针十二原-%以取暴气

,灵枢&官针-%病痹气暴发者#取以员利针 主取痈痹者也

?针 ,灵枢&九针十二原-%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

,灵枢&官针-%病在脉#气少当补之者#取以?针于井荥分输 主按脉取气#令邪出

毫针 ,灵枢&九针十二原-%静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养#以取痛痹

,灵枢&官针-%病痹气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针 主寒热痛痹在络者也

铍针 ,灵枢&九针十二原-%以取大脓

,灵枢&官针-%病为大脓者#取以铍针 主大痈脓#两热争者也

大针 ,灵枢&九针十二原-%以泻机关之水也

,灵枢&官针-%病水肿不能通关节者#取以大针 主取大气不出关节者也

长针 ,灵枢&九针十二原-%可以取远痹

,灵枢&官针-%病在中者#取以长针 主取深邪远痹者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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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针是九针中的主体#应用最广#其在,内经-

时代可能直接用于!淬"刺#而现今所谓的毫火

针)微火针等当是!淬"刺应用毫针的别称'$V(

* 锋

针又称三棱针#临床中也多作火针之用* ,备急千

金要方-言%.凡用锋针针者#除疾速也00火针亦

用锋针#以油火烧之#务在猛热#不热即有损于人

也*/现代多称火三棱)三棱火针#其端尖利如锋#有

切割灼烙之功#用于外痔'$9(

)囊肿'$8(

)甲下血肿'!"(

等病症* ,备急千金要方-还指出#锋针做火针用时

的针刺频率)治疗效果及禁忌穴位#.隔日一报#三

报之后#当脓水大出为佳* 巨阙)太仓)上下脘#此之

一行有六穴#忌火针也/* ,灵枢&刺节真邪-言%

.官针奈何00刺大者用锋针#刺小者用员利针*/

可见员利针是相对于锋针的.小针/* 锋针.以发痼

疾/#治.病在经络痼痹者/$员利针则.以取暴气/#

治.病痹气暴发者/* ,灵枢&玉版-载%.以小治小

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而员利针作为火针刺

法的针具应用鲜有文献记载#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

应用员利针作为火针针刺时的针具#将有助于推动

火针刺法的发展'!$ Q!!(

*

FB,内经-火针刺法的取穴特色

,内经-明确记载!淬"刺的部位有 7 处%.治

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 !,灵枢&经

筋-").转筋于阳治其阳#转筋于阴治其阴#皆卒刺

之/!,灵枢&四时气-"及.著痹不去#久寒不已#卒

取其三里/!,灵枢&四时气-"* 由此可知#,内经-

火针刺法的取穴不仅重视以痛为腧#也强调辨证取

穴* 火针治疗经筋病.以痛为腧/的论述有学者已

进行了详尽论述'!7(

#这里简要分析其.辨证取穴/特

色*

.转筋于阳治其阳#转筋于阴治其阴#皆卒刺

之/及.著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两处文

字突出的是!淬"刺时要辨病位之阴阳与辨病程

之新久* 筋有阴阳#以应四时十二月#.转筋于阳#

鱫外也#治其阳#阳经也* 转筋于阴#鱫里也#治其

阴#阴经也/!,灵枢悬解-"#烧针劫刺以取筋痹#较

之于.以痛为腧/的针刺部位#突出了对于阴筋)阳

筋的区分*

对于病程新久的取穴#,黄帝内经太素-则记为

.着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里骨/#并注解说.此

著皮刺#六也* 卒针#燔针* 准上经卒当为#刺痹

法也* 里骨#谓与着痹同里之骨#名曰里骨#以其痹

深#故取此骨也/#无论是!淬"刺.三里/还是.里

骨/#更进一步表明的是!淬"刺重视腧穴的辨证

选用* 结合笔者对于!淬"刺使用的针具认识#若

员利针作为火针针刺时的针具#其有关的病症治疗

更验证了!淬"刺重视取穴的认识#如,灵枢&杂

病-言%.膝中痛#取犊鼻#以员利针#针发而间之#针

大如?#刺膝无疑*/,素问&通评虚实论-言%.腹暴

满#按之不下#取手太阳经络者#胃之募也#少阴俞去

脊椎三寸傍五#用员利针*/其中.发而间之/#.发/

谓发针#即施针刺也$.间#非止一次也/ !,针灸逢

源-"#表示针刺一遍后可再次施针#这是符合筋病

膝中痛.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的!淬"刺要

求#从侧面也证实员利针有作为火针针具使用的可

能*

HB结语

,内经-以降#火针刺法临床应用多有奇效#但

历代医家对于其相关概念的解释不能使后学者正确

理解,内经-中火针刺法应用的精髓$对于其针具使

用的局限也造成.九针/未能得到充足的发展应用*

笔者立足于火针的应用与研究#通过对,内经-记载

的!淬"刺相关内容的梳理#一定意义上理顺了

,内经-中火针刺法相关概念及其针具应用的情况#

以期做到对火针刺法的正传正用*

,内经-虽非一人一时之作#但鉴于当时医学处

于整合凝练的阶段#作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医学整合

之作#其构建的学术体系及学术内容应该是较为完

整的#传递给后学的是系统的)普适的医学理论* 因

此#对于,内经-的解读要从整体来看#回归,内经-

原文#梳理火针刺法相关内容#也是.防异化)守正

流/#实现.大医正流/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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