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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帝内经》自西汉末年成书之后，一直是中医学理论之渊源，凡学中医而有大成者莫不奉之为
圭臬。
现今流传的《黄帝内经》包括《素问》与《灵枢经》两个部分。
两书内容各有侧重，一般而论，《素问》侧重于医学理论的论述，《灵枢经》侧重于经络与刺法的论
述。
唐代以前《灵枢经》多称为《九卷》、《针经》，隋、唐时期亦有《九灵》、《九墟》等名。
唐代王冰为《素问》一书作注，在序言中称：“《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经》九卷，乃其
数焉。
”此后始称《灵枢经》。
　　《灵枢经》成书之后曾长期亡佚而不传，北宋哲宗时期林亿在校书时称：“《灵枢》今不全。
”直至北宋元祜年间，高丽国将该国所存《黄帝针经》进献宋朝，哲宗随即下诏颁发天下，自此中国
国内才重新拥有《灵枢经》全本。
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史崧“校正家藏旧本《灵枢经》九卷，共八十一篇，增修音释，附于卷末，勒为
二十四卷”，刊行流传至今，此为现存最早版本的《灵枢经》。
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明代赵府居敬堂刊本影印，1963年校勘简体横排铅印，为现今通行本。
　　16世纪以前，《灵枢经》无全文注释性著作，至16世纪末叶始有全注本出现，但这类注本远较《
素问》注本为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曾出版了较多《灵枢经》注本，各具特色，皆可为学习《灵枢经》之门径
，对传统中医的学术传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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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脉动的具体部位，足阳明胃经的脉动在足背之上冲阳穴的位置，足厥阴肝经的脉动在足跗内太冲
穴的位置，足少阴肾经的脉动在足心涌泉穴的位置。
膺俞是胸部两旁的穴位，属于阴经的穴位，所以治疗阴经的病，应针刺胸膺部的穴位；背俞是背部的
穴位，属于阳经的穴位，所以治疗阳经的病，应针刺背部的背俞穴位。
肩膀部出现虚证，可取与上肢经脉相通的膺部或背部的腧穴。
治疗舌胀大的证侯，可用铍针刺舌下根柱刺出恶血。
手弯曲而不能伸直的，病位在筋；手能伸直而不能弯屈的，病位在骨。
病位在骨应深刺至骨，病在筋应浅刺至筋即可。
　　运用针刺补泻，必须要掌握虚实。
一方面，在脉气坚实有力时，用深刺法，出针后少按压针孔，使邪气完全外泄；另一方面，在脉气虚
弱时，用浅刺法，以保养脉气，出针后应快速按压针孔，以防邪气入侵。
邪气至时针下感觉坚实而气行疾速。
谷气至时针下感觉虚软而气行柔和。
脉象坚实有力的应当深刺，以祛除邪气；脉象虚弱无力的应当浅刺，防止精气外泄，以养护脉气，而
邪气单独外泄。
针刺各种疼痛的病证，因为脉象坚实，所以当用泻法。
　　所以说：腰以上的部位患病，取手太阴、手阳明经脉的穴位皆可治之；腰以下的部位患病，取足
太阴、足阳明经脉的穴位皆可冶之。
患病的部位在上部。
可取下部的腧穴治疗；患病的部位在下部，可取上部的腧穴治疗；头部的疾病，可取足部的腧穴治疗
；腰部的疾病，可取胭窝的腧穴治疗。
头部的疾病，头部症状较重；手上的疾病，手臂部症状较重；足部的疾病，足部症状较重。
大凡针刺治疗疾病，应当先针刺疾病最初发生的部位。
　　春天病邪多在皮毛，夏天病邪多在皮肤，秋天病邪常深入分肉，冬天病邪常深至筋骨。
针刺此类疾病，应当根据时令的变化，选择针刺部位的深浅。
针刺肥胖的人，应当与秋冬深刺的方法一致；针刺皮瘦弱的人，应当与春夏浅刺的方法一致。
疼痛属于阴证，疼痛的部位在手按不到的深处，针刺治疗时应当用深刺的方法。
病在上半身，常属于阳证；病在下半身，多属于阴证。
皮肤瘙痒多属于阳证，针刺时应当浅刺。
疾病先从阴经发病传至阳经的，当先冶阴经的疾病再冶阳经的疾病；疾病先从阳经开始发病传至阴经
的，应当先治阳经的疾病再治疗阴经的疾病。
　　针刺热厥病，用留针法，直至病人针下感觉寒凉时出针；针刺寒厥病，用留针法，直至病人针下
感觉发热时出针。
针刺热厥时，采用补阴2次，泻阳1次的取穴方法；针刺寒厥时，采用补阳2次，泻阴1次的取穴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灵枢经白话解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