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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传说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编
撰成书后，由宋朝政府刻于石
碑而颁行全国，起到了保存内

容的作用。作为官书问世的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宋代
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一

次系统的总结，对宋代及后世
针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

的意义。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

生委）

相传，古代有个秀才，得了
一种鼻孔流脓水的病，经常鼻塞
不通，浊涕腥臭难闻，就连家人
都要回避他。为此，他拜访了不
少名医，用过很多药物，都不见
好转。

一天，他走到一棵树下，产
生了轻生的念头，被刚好路过的
樵夫救下。樵夫问明缘由后，告
诉秀才：“附近山中有一种药可治
此症。”秀才忙问樵夫药名，并从
身上拿出银两酬谢。樵夫笑道：

“老夫认柴不认药，救人一命值几
何？心有诚意香扑面，活命自不
惧坎坷。”说完，樵夫用手往前面
的山上一指，就不见了身影。

秀才就按樵夫的指点到山
中寻找，终于找到一种花树，叶
茂花大，香气扑鼻。秀才就采了
一些花蕾带回家，煎汤连服数日
后，鼻塞、鼻腥臭味就好了。秀
才异常兴奋，又到山上采了一些
花蕾和小树种，花蕾用来煎汤服
用，小树种栽到自家院子里，并
以此树的花蕾为得此疾病的人
医治。

后来，人们就问秀才这药叫
何名字。秀才就想，这个药是樵
夫暗中指点，自己意会所得到
的，就叫“心意花”吧！日久天
长，人们就改为辛夷花了。

辛夷花又叫辛夷，为木兰科
植物望春花、玉兰、武当玉兰等

植物干燥花蕾，主产于河南、安
徽、湖北、四川、陕西等地，多为
庭院栽培，冬末春初在未开放时
采摘。

《本草纲目》中记载，辛夷花
“善治鼻渊、鼻鼽、鼻窒、鼻疮及痘
后鼻疮”。中医认为，辛夷花味
辛、温，归肺、胃经，具有发散风
寒、通鼻窍等功效，用于治外感风
寒，肺窍郁闭，恶寒发热，头痛鼻
塞者，可配伍防风、白芷、细辛等
发散风寒药。若风热感冒而鼻
塞头痛者，亦可于薄荷、金银花、
菊花等疏散风热药中，酌情加本
品，以增强通鼻窍、散风邪之力。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辛夷花
含挥发油、生物碱、木脂素等成
分，有收缩鼻黏膜血管的作用，
能保护鼻黏膜并促进黏膜分泌
物的吸收，减轻炎症，直至鼻腔
通畅。辛夷浸剂或煎剂对动物
有局部麻醉作用。辛夷水或醇
提取物有降压作用，对多种致病
菌有抑制作用。其挥发油有镇
静、镇痛、抗过敏、降血压作用。

另外，可根据患者的体质，
选配不同的药物以增强药效。
辛夷花多为外用，也可煎汤内
服，常用量为3~9克。因花蕾带
毛刺，煎汤时宜用纱布包裹，以
避免服药时咽喉及食道受到刺
激。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院）

《黄帝内经》由《素问》《灵枢》
组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经
典。《素问·上古天真论》为《素问》
之篇首，可以说它是养生学的纲
领，足见古人对养生防病的重视。

《黄帝内经》描述了人类保养
真气的养生办法，比如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饮食有节，恬淡虚无
等。这些养生方法，为中医养生

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所谓养生，
就是保养生命，保持健康。现代
不少人忙于工作，忽视养生，过劳
生疾，但每个人又有延长寿命的
愿望。

本文以高士宗编著的《黄帝
内经素问直解》为依据，逐句语译

《素问·上古天真论》，以提醒现代
人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减轻

家庭负担，减少病魔的缠绕。
有一天，黄帝问天师岐伯：

“我听说远古时代的人，他们的寿
命都能超过 100 岁，四肢活动还
不显得衰老。现在的人，年龄到
了50岁左右，四肢活动欠灵活并
且还呈现衰老迹象。这是时代环
境的改变，还是由于人们不注重
养生的方法造成的呢？”

岐伯回答说：“远古时代的
人，他们晓得养生的道理。效法
于天地间阴阳四季的变化规律，
懂得修身养性的方法，比如呼吸
静坐，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
不过分操劳，因此形体和精神相
互协调，健康无病，能活到最终的
自然寿命。而现在的人不是这
样，把酒当作一种饮料，贪饮无
度，经常好逸恶劳，醉酒后妄行房
事，以致精气用尽，真气耗散。不
晓得保持精气的充沛，不明白节
省真气的道理，只追求一时的性
快感，违背了养生的真正乐趣，所
以活到 50 岁左右便显得衰老
了。”

在远古时代，人们清心寡

欲，无杂念，真气深藏，精神守持
于内，这样病邪能从何处侵犯人
体呢？因此，应心志安闲，欲望
少，内心安逸，无欲无求，没有恐
惧，欲望不高于现实。虽然形体
经常劳作，但不过劳，真气从容
顺调。在饮食方面，不择粗细
粮。着装方面，衣着随意，不求
华丽，只要觉得舒服即可。遵从
当地风俗习惯，人与人之间不羡
慕地位的高低。因此，不良的嗜
好不会干扰他们的视听，淫乱邪
说也不会动摇他们的心志，所以
他们会感到快乐。不论是愚笨
还是聪明的人，有才能的或是能
力差的人，只要不寻求酒色等身
外之物，就符合养生之道，所以
他们都能够度过百岁而动作仍
不显得衰老，这都是他们遵守养
生之道的缘故。

黄帝说：“我听说在上古时代
有一种人叫真人，是养生修养最
高的一种人，能够掌握住自然界
变化规律，还能把握住阴阳的变
化规律，吐故纳新，以养精气，超
然独立，精神内守，形体肌肉协

调，因此生命就与天地相当。这
就是懂得养生的结果。”

在古代，有一种人叫至人，
仅次于真人，他有淳朴的道德修
养，符合阴阳的变化，适应四时
变化，避开人间世俗的纷争，悠
游于天地之间，能看到听到很远
的东西，这就是至人长寿而使身
体强壮的方法，这种人亦属于真
人之类。

其次有叫圣人的，居于天地
平和之中，使自己的爱好顺应于
世俗，从来不发怒生气，行为不脱
离社会，不违背社会制度，但一切
举动又不仿效俗习，不过于操劳，
没有心理负担，以无所爱憎为本
务，以悠然自得为目的，所以他的
形体不显得衰老，精神也集中，亦
可以活到100多岁。

还有贤人者，能效法天地的
变化，顺应日月的运行规律，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顺从自然界的阴
阳变化，依据四季的特点来调养
身体。他是要学习上古真人，以
求符合养生之道，亦可以延长寿
命。

青 苔
□高亚丽

在中央电视台的《经典咏流
传》节目中，有一首清朝袁枚的
咏苔诗引发公众关注，有人甚至
说“这首孤独了三百年的小诗，
一夜之间让亿万中国人记住了
它”。此诗只有短短20个字：“白
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
米小，也学牡丹开。”此诗虽浅显
易懂，但给人以启迪。

青苔为苔藓类植物，生长在
湿地、墙上、井中、屋瓦及水中等
处。如今已有人用青苔来装饰
家园。长在清流之下的青苔，不
受污染，富含绿色素、叶黄素、胡
萝卜素、多种维生素及人体所需
的无机盐和微量元素，是天然绿
色的保健美食。

《本草纲目》记载，青苔治心
腹大寒，温中消谷，强胃气，止泻
痢。对于其药用功效，有歌诀
曰：青苔入药能治病，解毒止痛
强胃气，痔疮肛漏烫火伤，鼻炎
泄泻和痢疾。

相传东汉末年，有一名采桑
女，被黄蜂蜇伤，脸部红肿。适逢
华佗路经此地，她便找华佗医
治。华佗诊视后，行药解毒却无

疗效。华佗查找前人医籍，走访
民间郎中，发现此地蜂毒难解，心
中不免生愧。这一天，华佗在花
园里散步，巧遇一只黄蜂在花园
中飞来飞去，又想起解蜂毒之事，
不禁摇头愧叹。忽然，黄蜂撞在
蜘蛛网上，被缠得无法脱身。蜘
蛛忙赶上去想美餐一顿，却被黄
蜂蜇伤，跌落在地，腹胀如鼓。不
料，蜘蛛爬至青苔上来回滚动几
下，便又能若无其事地去与黄蜂
搏斗。数次反复，黄蜂毒汁耗尽，
蜘蛛便将其制服。华佗由此受
到启发，采集大量青苔，制成了专
治蜂毒的“青苔炼膏”，用来给采
桑女治蜂毒，果然奏效。

其实，青苔对人类的贡献远
不止此：俄国人曾在西伯利亚的
苔藓中提取食糖；美国人在苔藓
中提取了一种防腐剂，将它加在
午餐肉和冰淇淋中，可防止食物
变质；欧洲某香料公司还用此提
取化妆品的香料。由此看来，青
苔自有挺直腰杆的资本，根本不
用“也学牡丹开”。

（作者供职于永城市永煤集
团总医院）

辛夷花
□李爱军

《黄帝内经》中的养生论
淇县中医院 牛凤景 纪明晖 淇县泓阳中医院 张俊杰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共 3 卷 ，附《腧 穴 都 数》1
卷 。 卷 1 载 仰 伏 人 尺 寸
图 、十 二 经 脉 及 任 脉 、督
脉 图 ，并 按 手 、足 阴 阳 十
二 脉 及 督 、任 二 脉 顺 序 ，
逐经记述经脉循行、主病
及其所属经穴位置；卷 2
载述针灸避忌太乙图，次
按头、面、肩、背、颈、膺、
腋、股、胁之顺序排列经穴，
详论每一经穴之部位、主
治、针灸法、宜忌等；卷 3
载 论 十 二 经 气 血 多 少 及
井、荥、俞、经、合等穴名，
次按手足阴阳十二经脉顺
序 详 论 四 肢 部 经 穴 之 部
位、主治、针灸法等；《腧穴
都数》1 卷分别记载头、面、
颈、项、背、肩、胸、腋、腹、
胁及手足十二经穴，四肢
部 经 穴 及《修明堂诀式》
（即周身骨度尺寸）、《五脏
六腑大小形状》等，文字简
要，具有全书经穴索引性
质。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全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
经》，又名《铜人图经》《铜人
针经》《天圣针经》《铜人
经》，是一部针灸学集大成
专著，意在阐释针灸铜人之
经脉腧穴，文图兼备，故以

“图经”命名。该书以十四
经为纲，三百五十四穴为
目，附有插图15 幅，详述手
足三阴三阳经脉和督、任二
脉的循行路线和腧穴，并参
考名家学说予以订正。此
外，该书还对《灵枢·经脉》
的原文作了注释。全书内
容简明扼要，编写体例统
一，结构严谨，既进一步完
善了经穴理论，又扩大了穴
位的主治作用，提高了腧穴
的实用性，颇为后世医家所
重视。

一 是《铜 人 腧 穴 针 灸 图
经》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穴多
名情况进行了规范和记载，如

“石门，一穴一名利机一名精
露”，“气海，一穴名脖胦，一
名下盲”，这些记载有助于腧

穴专有名词的科学规范，同时
也有助于对古代文献的阅读
理解。

二是规范了取穴方法。对
于腧穴的详细定位，该书采取
了骨度法、自然标志取穴法、

指量取穴法等多种方法。例
如，指量取穴法：“肩井，二穴
在肩上陷缺盆上大骨前一寸
半以三指按取之，当中指下陷
中者是”；自然标志取穴法：手
少阳三焦经“角孙，在耳郭中

间上开口有空”。更为难能可
贵的是，该书发明了现在仍广
泛使用的“男女右手中指第二
节内侧两横纹相去为一寸”的

“同身寸”法，使个体化取穴更
加精准。

《黄帝内经》载有穴位 160
个左右，只有部分穴位归入经
脉；《针灸甲乙经》载有穴位349
个，将人体四肢部分腧穴归入
相应经脉，将躯干与头面部分
腧穴分部排列，注明与经络的
关系；《外台秘要》将腧穴按行
排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载
腧穴 657 个，除去双穴则有腧

穴 354 个；与《针灸甲乙经》相
比，增加青灵、厥阴俞、膏肓俞3
个双穴和督脉的灵台、阳关 2
个单穴。《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首创腧穴十四经分类法，将所
载 657 个穴位全部归入相应的
十二经脉和任督、二脉。同时，
该书兼采《甲乙经》和《外台秘
要》之长，卷1、卷2按十二经和

督、任脉的经络循行排列，卷 3
讨论腧穴主治，分为偃、伏、侧、
正四面和头部、面部、肩部、侧
颈部、膺俞、侧腋、腹部、侧胁等
各部位排列，但对四肢穴仍依
十二经次序排列。这种排列腧
穴的好处，就是使人既能了解
古代的经络系统，又便于临证
应用。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考证
了穴位的作用，增添了不少内
容，如上星穴，增添了治疗“痰
疟振寒、热病汗不出、目睛痛、

不能远视”等病证的主治作
用；承山穴，增加了治疗“腰背
痛、霍乱、转筋、大便难、久痔
肿痛”等病证的作用；风府穴，

增加了治疗“头痛鼻衄”的作
用；委中穴，增加了治疗“热病
汗不出、膝不得屈伸”等病证的
作用。

通过这些努力，王惟一既
进一步完善了经穴理论，又扩
大了穴位的主治作用，提高了
腧穴的实用性。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将针
灸禁忌分为 3 个方面：腧穴禁
忌，针灸饮食、房劳等禁忌，以
及针灸时、日、月禁忌等。如合

谷穴“妇人妊娠不可刺之，损胎
气”；囟会穴，“八岁以下不得
针”，缘“小儿囟门未闭，刺之恐
伤骨，令人夭”，故当禁针（此穴

至今仍为小儿禁刺穴）；水分
穴，“若水病，灸之大良，可灸七
壮至百壮止”；白环俞穴，书中
提出“劳损风虚，慎房劳不得举

重物”。
此外，《铜人腧穴针灸图

经》中还记载了一些针灸学的
医案。

针灸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经络学说为理论依据、经络腧穴为施治部位、针灸刺激为治疗手段的一种方法，具有操作
简便、适应证广、疗效显著、经济安全等优点。北宋时期，针灸学非常盛行，但有关针灸学的古籍却错讹甚多，用以指导临床，往往出
现不应有的差错事故。针对这些情况，身为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骑都尉的王惟一，产生了统一针灸学的念头及设
想，并上书皇帝，请求编绘规范的针灸图谱及铸造针灸铜人，以统一针灸诸家之说。宋仁宗认为针灸之法，极宜慎重，腧穴稍差便危
及生命，于是诏准了王惟一的请求。1026年，王惟一编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第一、规范了腧穴名称和取穴方法。

第二、梳理了腧穴数目和归经。

第三、对经穴进行了考订和丰富。

第四、整理归纳了针灸禁忌。

作为第一个国家级经络腧穴文字标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具有以下特点：

王惟一对从前的针灸禁忌的论述进行了综合性的归类与整理，并提出新的禁忌。

王惟一在撰写《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时对经穴理论做了不少校勘考证工作。

腧穴的认识和归经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

□□黄新生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