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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亦鼎，新安医家，咸丰年间皖之歙县人，著有《神灸经纶》。 本文根据《神灸经纶》的内容对吴亦鼎先生的灸法思

想总结如下：①针与灸各有优势，临床上应针灸并用，不可偏颇。 吴亦鼎对施灸材料及点火材料有一定的选择，艾以 ３ 年

陈艾为佳，火最宜取天上太阳之火。 ②明症辨经。 运用经络理论分析记载疾病所属病机和症状，并辨证归经、指导取穴。
同时穴有宜忌，明确提出了 ２２ 个禁灸穴，１５ 个慎灸穴。 ③热症用灸，从者反治。 应用灸法治疗疮痈热毒，并认为在疮疡

初起 ７ ｄ 之内，用灸法最佳。 ④危症可灸。 灸有“回生之功”，能“起死回生”，从而治疗危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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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亦鼎，名步蟾，字定之，号砚丞，皖之歙县人，
著有《神灸经纶》和《麻疹备要方论》。 当时医家多

偏药废针蔑灸。 吴亦鼎勤求古训，博采众长，融汇各

家思想，如《黄帝内经》《医宗金鉴》以及朱丹溪等金

元诸家医著后结合王焘、西方子等人的灸法著作，编
写出《神灸经纶》。 此书目前有 ３ 个版本可考，分别

为安徽李济仁家传本、南京图书馆藏本和上海裘沛

然家藏本［１］。 本书共 ４ 卷，首次刊登于咸丰辛亥年。
其中卷一及卷二大量引用《灵枢》 《难经》等经书原

文，对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五络穴，同身寸等分别

进行介绍，图文并茂，生动形象。 卷三和卷四为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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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身的临床经验结合《西方子明堂灸经》《外台秘

要》中关于灸法的记载分别从伤寒、中风、二阴病、
妇儿病等对疾病进行阐述。 据统计，全书载病证

３９２ 种，灸方 ４２５ 首，用穴 ２９８ 个［２］。 先生曾说：“自

古医之言针而不言灸者，过也。 灸法治病，其源最

久。 上至钻燧取火始，即贻福众人，益苍生于无穷

矣。”吴亦鼎在支持灸法的同时也注重针刺的使用，
提倡针灸并用，并认为灸法，重在明症审穴；从灸治

宜忌、危症施灸、热症施灸等方面，详述灸法，并将其

应用到临床中。

１　 针灸并用，灸有宜忌

虽然《神灸经纶》中通篇未言针刺疗法，唯列灸

法，但是吴亦鼎却推崇针灸并用。 其认为针灸并通，
临床应用时可以由针而知灸，由灸而知针，二者只是

方法的区别，对于穴位的选取，应用的理论都是相通

的。 故针与灸应各尽其能，何者宜灸，则灸之，宜针

则针之，方不失针灸本意；然其在书中只言灸法，其
因有二。 第一，清代中叶，朝廷颁布的禁针灸诏，终
止了清代中晚期的官方针灸活动，“上有所恶，下必

甚焉”。 从此以后，整个社会出现了重汤药废针蔑

灸的倾向，至清末针灸才得到些许的重视，但是依旧

面临“治针者百无一二，治灸者十无二三” 的现

实［３］。 故吴亦鼎绍先圣之渊源，补汤液所不及，写
下了《神灸经纶》，防止灸法日渐衰落。 第二，由于

针法操作较为深奥，难以普及，其有很多东西单凭简

单的文字记载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赤凤迎源” “苍
龟探穴”等复式手法。 此类只能通过师傅亲自展

示，若仅凭借书中记载，不仅学来疗效不佳，而且有

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正如其言：“用针之要，手法

为重，手法不调，则不可以言针。”再者，针灸治病具

有很大的差异性，每一个医者对穴位的选取以及补

泻手法都是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后世医者通过书

中记载进行临床应用往往达不到想要的结果。 正如

先生所说：“针之手法尚不能言传，而灸之穴法尚可

以度识也。”但是针灸各有优势，不可偏颇。
吴亦鼎善用灸法，其认为灸法主要取火性为用，

其性热速，故取其温通之力，以消阴翳，且灸火擅入

脏腑，可清里寒；而艾叶，其味辛、性温，归属肝、脾、

肾三经，可以疏通十二经经气，理全身气血，二者相

合可治百病［４］。 但是吴亦鼎对其施灸材料及点火

材料有一定的选择性。 艾需选三年陈艾，因陈久者

燥气解，性温和，相对滋润，艾灸时疼痛较小，且其后

出现的灸疮也易恢复。 火最宜取天上太阳之火，其
次用香火、蜡烛或麻油灯等温和之火，而敲打金属和

石头以及钻木所取之火都不可选用。 金石之火，其
性烈，易伤神；桑木之火，易伤肌肉；柘木之火，易伤

气脉；枣木之火，易伤肉，使人吐血；竹火，容易伤筋

损目。 正如邵子所云：“火无体，因物以为体。”火虽

然看似相似，但其产生物质不同，所以其作用也有区

别。 现代研究也证实，艾灸时艾叶经过燃烧会产生

具有一定的挥发性的多种精油成分，起到一定的作

用，同时在燃烧时释放的热量，易为人体吸收，非
“八木”之火那般峻猛［５］。 所以吴亦鼎倡议“灸不离

艾”。 此外，吴亦鼎对灸法的施灸时间以及施灸顺

序都有一定的要求。 其认为灸法属阳，故必在阳旺

之时施灸，以正午之火最佳，下午之火次之；艾灸之

时，若上下皆灸，则应先灸上部，后灸下部；阴阳皆

灸，先灸阳经经穴，后灸阴经经穴，且根据季节的变

化，艾灸坐姿也应发生相应的改变。 此外，吴亦鼎认

为灸法治病，必须先诊脉辨证，内外详审，明证善治，
对于虚阳外越者，可因灸而死，必须慎之。

２　 明症辨经，穴有宜忌

灸者，可以温暖十二经络，宣通人体气血，使逆

气得顺，滞寒得热而行，从而惠于后世，但其关键在

于审穴，明辨医理，辨证论治［６］。 若症不明，则不知

病变之经在阴在阳；穴不审，治疗效果欠佳甚至误伤

患者气血。 故灸法虽然易学，但也要遵循中医经络

理论，进行辨证论治，明经义，审正穴，方得佳效。 吴

亦鼎的明辨经络思想主要包括 ３ 个方面［７］：一是运

用经络理论分析记载疾病所属病机和症状。 如对于

气血郁滞所致的月经不调、崩漏、带下、积聚之类疾

病，提出从冲任进行分析，冲脉为血海，任脉主胞胎。
冲任脉受到了损伤，先天之本则日渐薄弱。 二是运

用经络理论辨证归经。 如崩漏，一则大怒动肝，肝经

有火，火热引血下行；二或肝经有风，风善而数变，血
随其乱行；三或思虑伤脾，脾经气血郁结，血结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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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者悲哀太过，胞络伤，出现血崩。 其治疗的法

则应当按照疾病的归经分别辨证施治，视何经之病，
取何经之穴。 三是运用经络理论指导取穴治疗，如
臂肘掣痛取曲泽；项强肘痛取后溪；手腕痛取太渊；
手膊痛取阳谷。

吴亦鼎的“审穴”主要包括取穴的准确性以及

了解穴位是否宜灸。 其取穴主要采用中指同身寸

法，并认为取穴之时，一定要端正四肢，无使歪斜。
此法可以防止医生定位出错，人体穴位比如养老、风
市、曲池等都是在特定的体位之下才能选取，特别是

背腧穴，若是患者采用其他体位，其肩胛上缘对应的

便不是第三胸椎。 同时，吴亦鼎提出若坐位取穴，宜
坐位施灸；卧位取穴，宜卧位施灸；站位取穴，宜站位

施灸，从而减少患者因穴位选取错误而带来的痛苦，
且可发挥灸法真正的作用。 同时灸法也有一定的禁

灸穴，如阴虚引起的内热不宜灸四肢的穴位，防止其

真气外脱，血脉受损，出现四肢消瘦无力等症。 艾灸

足三里穴能使火气下泻，故 ３０ 岁以下用之，会使火

盛伤目。 除此之外，他还提出：“更有禁灸之穴，灸
之损人，尤不可不慎。”其在书中标注了 ２２ 个禁灸

穴，１５ 个慎灸穴［８］。 故针灸之士，必先明症审穴，以

症而知病变之经，取正位之穴，方可事半功倍。 故其

提出：“若夫针灸之治……其要在审穴，审得其穴，
立可起死回生。”

３　 热症用灸，从者反治

热症用灸属于内经中的从治法。 正所谓“逆者

正治，从者反治”。 灸法治疗热证，其一得热则行，
其二以热引热，使热外出也，与“火郁发之”相符［９］。
吴亦鼎将此法主要用于疮痈热毒。 其认为痈疽属于

心火留滞体表之毒，灸之则心火随灸火而出，则毒

散；并认为在疮疡初起 ７ ｄ 之内，用灸法最佳，其火

能破坚化结，引毒外出，其功远胜于药物之效。 如治

疗咬骨疽，生于里股，无形作痛，盖毒在骨中所发，取
之阴包；手背痈毒则取中渚；穿踝疽，生内踝骨中，发
肿内外痛甚，不能行动可灸隐白。 吴亦鼎采用化脓

灸法，将疮疡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是为其

度。 另外，吴亦鼎还将隔蒜灸以及骑竹马灸等特殊

灸法进行发挥并应用于临床，认为其有回生之功，用

大蒜头去皮，放在疮上，将艾炷置于蒜上灸之，尚未

成脓者即消，已成脓疮者消散；如疮大，则将蒜捣烂

制成蒜泥，平铺在患处，再将艾铺上烧之，蒜败再换。
此法用之，一来艾绒有物可依，可防止其艾灸过程中

滑落，再者蒜乃刺激辛香之物，入脾、肾经，可解毒，
破恶血。 故艾灸得热后，可加强清热解毒之功，此互

为用也［１０］。 此外，还擅用骑竹马灸法，取背部腧穴

主治一切痈疽，恶疮以及妇人乳痈，疽发左则灸右，
发右则灸左，甚则左右皆灸。 盖因背部最接近五脏

六腑的神经反射区，灸疗背部腧穴可直接调节内环

境的平衡［１１］。 在其书记载 ３ 例应用骑竹马灸法以

灸治痈疽病，如“背疽当观其色，赤肿痛易治……急

以骑竹马法灸之”。 除此之外，吴亦鼎还采用秦承

祖灸鬼法治疗四时不正之气引起的尸厥，现代多用

于治疗慢性焦虑证、躁郁证等神经性疾病。 吴亦鼎

对灸疗治热病的记载，为我们今天使用灸法攻克疮

痈、热症、神经性疾病开辟了道路，值得后世学习。
周楣生教授在《灸绳》中依此提出“热证贵灸”的理

论，并采用灸法治疗流行性出血热［１２］。

４　 危症可灸，灸法治急

灸法具有温经行气、散寒通络、升阳举陷等作

用，故常用来治疗虚寒型疾病和慢性病，或用于养生

保健，而危重症常常弃之不用。 而吴亦鼎认为，灸法

可救急，其记载了不少危症、重症的灸疗方法。 正所

谓“神者，灸也”。 其神就在于灸有“回生之功”，能
“起死回生”，从而治疗危重疾病。 如中风、昏迷不

省人事、角弓反张、暴厥逆冷、血崩不止、惊风、赤白

痢、乳岩等内科疾病。 其治疗重症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用灸法治疗严重的疽病，古代临床灸疗大多在

痈疽病灶部位肿块高耸之处直接着艾下火或在痈疽

表面隔物灸，而吴亦鼎从整体出发，选取远端穴位和

局部穴位相配合，辨证施治，符合“系统扶正”的原

则。 第二，运用灸法治疗重症伤寒除用穴精简外，多
以远程取穴为主，而壮数亦不过 ３、５、７ 而已，提示点

到即止。 如治疗“吐痢、手足厥冷、发热”仅取太溪

穴，７ 壮即止。 第三，运用灸法治疗中风重症，辨证

论治，根据具体症状进行选穴，且吴亦鼎认为中风之

疾，防应大于治［１３］。 如治疗气逆痰涌、昏危不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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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症，取穴较多且多以足阳明胃经为主；治疗卒中

风时，则独取神阙，回阳益气。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

其治疗危急重症取穴大多以百会、水沟、隐白、十二

井等醒脑开窍穴位为主配以间使，膈俞、肝俞、气海

等病变之经的经穴或者特效穴。 在实际临证中，吴
亦鼎用前人之法大胆实践，用灸法治疗重症病症有

百余种，为后人在急重症施用灸法方面提供了有力

的理论及临床依据［１４］。

５　 结语

吴亦鼎应用灸法治疗内、妇、儿、外、五官、皮肤、
肛肠等疾病有 ４００ 余种，还将灸法用于危症、重症和

实热证的治疗，扩大了灸法主治范围及临床疗效，为
灸法攻克急症、重症、精神类疾病开辟了道路，也丰

富了新安学说的内容。 曹炳章先生称 “亦鼎先生之

从灸略针，与西方子、王焘鼎足可三，先后媲美”。
吴亦鼎认为症见躁烦、口干咽痛、面赤火盛的实热证

与阴虚内热等热症均不宜灸，但其在临床应用部分

又用灸法治疗实热证，究其原因有待考证，或因为书

本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偏颇。 同时其书中记载的部分

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灸法专著，历代尚少，故挖

掘这一份历史遗产，可以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灸法对

于实热证以及危急重症的治疗具有很好的疗效，而
作为医疗工作者应该在此基础上，重复验证，以便继

承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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