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甫谧与《针灸甲乙经》
□蔡小柳

在中医药学的浩瀚星空中，皇甫谧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皇甫谧一生历经坎坷，却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对医学的赤诚热爱，成为中医史
上不可磨灭的人。皇甫谧的著作《针灸甲乙经》不仅是我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还奠
定了针灸学科的理论基础，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皇甫谧的生平背景

皇甫谧（215 年~282 年），
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
生，是东汉末年名将皇甫嵩的
曾孙。皇甫谧一生以著述为
业，对学问有着无尽的热爱和
追求，即使后来身患风湿痹病，
也手不释卷。晋武帝曾多次征
召皇甫谧入仕，但皇甫谧都婉
言谢绝。皇甫谧选择了一条更
为艰难却充满意义的道路——
编撰针灸学著作。

在皇甫谧的时代，针灸学
虽然已有一定的发展，但是相
关的医书存在诸多问题。一方
面，这些医书内容深奥、文多重
复，给学习者带来了极大的困
难；另一方面，由于晋代以前大
多使用竹木简刻书，书籍珍贵
且不易得，普通人很难有机会
接触到医学知识。皇甫谧深知
这些困难，以百折不挠的精神，
设法穷搜博采，获得了大量针
灸资料。

《针灸甲乙经》的主要内容

皇甫谧在编撰《针灸甲乙
经》时，主要参考了著名医学著
作《黄帝内经》和《黄帝明堂
经》。他通过对这些著作的深
入研究，“删其浮辞，除其重复，
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
经验，编撰出一部针灸学的巨
著——《针灸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共12卷128
篇，内容涵盖了脏腑、经络、腧

穴、病机、诊断、治疗等方面。
该书共收录穴位名 349 个，比

《黄帝内经》多了 189 个，在很
大程度上丰富了针灸学的穴位
体系。皇甫谧不仅明确了穴位
的归经和部位，还统一了穴位
名称，区分了正名与别名，为针
灸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针灸甲乙经》还介
绍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
官科上百种病证的针灸治疗经
验。皇甫谧在书中对五脏与五
官关系，脏腑与体表器官关系，
以及津液运行、病有标本、虚实
补泻、天人相应、脏腑阴阳、望
色察病、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
器官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
阐述。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针
灸学的内涵，还为后世的医学
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路。

皇甫谧的针灸思想

皇甫谧的针灸思想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重视经络腧穴 皇甫谧深
知经络腧穴在针灸治疗中的重
要性。因此，他在《针灸甲乙
经》中对经络的循行、腧穴的定
位和主治功能等进行了详细的

描述。他认为，只有准确掌握
经络腧穴的知识，才能有效地
进行针灸治疗。

重视辨证施治 皇甫谧在
针灸治疗中注重辨证施治，他
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情
况，选择合适的穴位和操作方
法进行治疗。他认为，针灸治
疗不是简单的机械操作，而是
需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进行
灵活调整。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皇甫谧在编撰《针灸甲乙经》
时，不仅注重理论的阐述，还结
合自己的临证经验进行了实例
分析。他认为，针灸学是一门
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有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掌握
其精髓。

倡导整体观念 皇甫谧在针
灸治疗中倡导整体观念。他认
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
脏腑器官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
响。因此，在进行针灸治疗时，
医生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全身
情况，而不要局限于病灶。

《针灸甲乙经》的影响

《针灸甲乙经》不仅为后世

针灸学的发展提供了规范的
穴位体系和理论基础，还为医
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
导和理论根据。其学术贡献
与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奠定了针灸学的理论基
础《针灸甲乙经》对针灸学的
理论基础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和完善，为后世针灸学研究提
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丰富了针灸学的穴位体
系 《针灸甲乙经》共收录 349
个穴位，不仅丰富了针灸学的
穴位体系，还为后世针灸治疗
提供了更多选择。

推动了针灸学的普及和
发展 《针灸甲乙经》问世后，
迅速风行天下。唐代医署开
始设立针灸科，并把《针灸甲
乙经》作为医生必修的教材。
此后的许多针灸学专著，也都
是在参考此书的基础上加以
发挥而写出来的。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
远影响《针灸甲乙经》不仅在
我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还对世界范围内的针灸医学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该书

传到国外后，受到日本、朝鲜等
国家的重视。公元 701 年，日
本《大宝律令》明确规定，将《针
灸甲乙经》作为医生必读的参
考书之一。

皇甫谧作为针灸学的鼻
祖，他的贡献不仅在于编撰了
一部伟大的著作《针灸甲乙
经》，还在于他那种对学问的热
爱和追求、对医学事业的执着
和奉献。他的针灸思想不仅为
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财富，
还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针灸医学已经风靡
世界，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正式
批准的治疗专项。这充分证
明了皇甫谧的针灸思想具有
跨越时空的魅力和价值。我
们应该铭记这位伟大的医学
家、学者，继续发扬他的针灸
思想，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贡
献。同时，我们也应该珍惜和
传承好这份宝贵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遗产，让针灸学在世
界医学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加
璀璨的光芒。

（作者系江苏商贸职业学
院副教授）

■读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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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医 一首妙方
□毛德西

一位名医是清代医学家黄
元御，一首妙方是下气汤。

黄元御的代表作是《四圣
心源》。“四圣”是指黄帝、岐伯、
秦越人（扁鹊）和张仲景。下气
汤是《四圣心源》中不可忽视的
方子，是黄元御学术思想的代
表方。今天，我不说“四圣”，单
说《四圣心源》中的下气汤，以
及将下气汤发扬光大的麻瑞
亭。

在《四圣心源》中，黄元御
对下气汤仅言“滞在胸膈右肋
者”。这首被许多人忽视的方
子，被黄元御第五代传承人、著
名中医学家麻瑞亭深入挖掘并
发扬光大。

麻 瑞 亭（1903 年 ~
1997 年），山东安丘人，

曾为西安市中医院主任医师。
麻瑞亭从医60余年，对下气汤
体验尤深，将其灵活化裁，用于
内科杂病及疑难重症的治疗，
屡获良效。

麻瑞亭说：“《四圣心源》的
下气汤，功效广泛，余用治诸多
疑难杂病，每获良效。”我查阅
麻瑞亭《医林五十年》所用方
子发现，57种病的治疗有53种
病用了下气汤！看完这些医
案，让我对下气汤的功效深信
不疑，我们要深入学习前辈医
家对下气汤的应用方法，千万
不能把这么好的方子埋没了！

下气汤仅有 8 味药材：陈
皮、半夏、茯苓、甘草、赤芍、贝
母、五味子、杏仁。君药为半夏
与茯苓。半夏，入手太阴肺经、

足阳明胃经，下冲逆而祛痰嗽，
降阴浊而止呕吐，排决水饮，清
涤涎沫，开胸膈胀塞，消咽喉胀
痛，平头上之眩晕，泻心下之痞
满，善调反胃，妙安惊悸。茯
苓，泻水燥土，冲和淡荡，百病
皆宜，至为良药。黄元御说：

“半夏辛燥开通，沉重下达，专
入胃腑，而降逆气，胃土右转，
浊瘀归荡，胃腑冲和，神气归
根，则鹤胎龟息，绵绵不绝也。”
（《长沙药解》卷一）“茯苓利水
燥土，泻饮消痰，善安悸动，最
豁郁满。”（《长沙药解》卷四）。

臣药是陈皮和杏仁。陈
皮，入手太阴肺经，可以降逆止
呕、行气开胸。杏仁，为肃降肺
气之要药，最利胸膈，兼通络
脉。佐药为贝母、五味子。贝

母苦寒，可以清金泻热、降浊消
痰。五味子，可以敛肺止咳，以
防气脱。芍药与甘草为使药，
既有酸甘化阴之功，又有缓急
（缓解病势之急，缓解药物之
急）止痛之效，为经方中疏肝解
郁的要方。因此，下气汤是和
胃方，是祛湿方，是疏肝方，是
理气方，不可因药少而小觑。

我们都知道，李东垣有个
补中益气汤，那就是要升阳
气。因此，这个下气汤，就是要
降浊气。人体五脏六腑之气
机，心肝左升，肺肾右降，中心
是脾胃；气机运转是否正常，关
键是脾胃。脾之气机上升，心
经、肾经的元气才能上来；胃经
气机下降，肺经之气才能下
降。下气汤的立论依据就是脾

经湿气比较重，胃气不能下降，
浊气在中焦、上焦下不来。下
气汤就是针对胃经浊气不降而
导致右不降这种病。因此，补
中益气汤是益气方、升阳方、升
清气方，下气汤是下浊气、降胃
气。两首方剂一升一降，看似
矛盾，但是实际上并不矛盾，而
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调整胃肠的
升降功能。

很多人看黄元御的《四圣
心源》，看不出这首方子有什么
特别之处，但是麻瑞亭把它发
挥得特别好。因此，我们要想
学好下气汤，只有去看麻瑞亭
的《医林五十年》。

（本文由全国名中
医毛德西讲述，陈思羽、
李龙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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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体质，合理饮食 中医认为，饮食调理
应结合患者的体质。比如，气滞血瘀型患者，适
合选择山楂、玫瑰花茶等活血化瘀、行气解郁的
食物；气阴两虚型患者，适合选择枸杞子、银耳
等补气养阴的食物；痰湿内阻型患者，适合选择
茯苓、薏苡仁等健脾利湿、化痰散结的食物。合
理饮食，可以更精准地对患者进行饮食调理，达
到食疗养生的目的。

结合食物性味，具体分析 中医认为，食物
有性味、归经之分，患者的饮食可以按照“五味
入五脏”的原则进行搭配。冠心病患者，应选择
性味平和的食物（如莲子、山药等），以补中益
气、养心安神；避免食用辛辣、油炸等刺激性食
物，以免伤害心脏，造成气血运行不畅；避免食
用高胆固醇、高脂肪食物，以免使血管内脂肪斑
块沉积。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药食同源

薄荷最早见于《唐本草》，又
叫“野薄荷”“夜息香”。薄荷是药
食两用的草本植物，以身干、无
根、叶多、色绿、气味浓者为佳。
薄荷的品种，大多数都是以其独
有的香味来命名，如今人们熟悉
的品种有胡椒薄荷、绿薄荷、苹果
薄荷、香水薄荷等。

胡椒薄荷的叶边深而锐，呈
锯齿样，气味明显，是一种被广泛
种植的杂交薄荷，原产于欧洲，现
广泛用于食物调味料。

苹果薄荷，也称毛茸薄荷、香
薄荷，原产于欧洲西部和地中海
西部，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用
于烹饪和绿化。

香水薄荷为宿根草本植物，
花为蓝色，叶似唇形，原产于欧
洲，具有芳香、清凉的气味，喜温
暖气候，香味较浓可以祛除异味，
还可以泡水喝，提神醒脑。

有记载以来，人们就发明了

用于清新口气的材料和牙齿磨合
剂。在19世纪，人们没有牙膏之
前都是用碎贝壳或砖灰来刷牙和
清洗口腔。为了清新口气，人们
把药草磨碎加到牙齿清洁剂中，
当时薄荷只是其中的一种。其他
可以增加香气的植物还有迷迭
香、荷兰芹、鼠尾草等，有的人甚
至会嚼孜然、豆蔻、茴香等清洁口
腔。到20世纪时，口腔护理产品
有了工业化生产，开始流行漱口
水。一家糖果公司的广告借势营
销，声称要想拥有好口气，仅用漱
口水是不够的，还应该随时嚼一
块口香糖保持口气清新，而这种
口香糖主要的味道就是薄荷。于
是，薄荷自带的这种冰爽的体验
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成为口
气清新的标准。

性味功效

薄荷，味辛，性凉，入肺经、肝

经，具有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
咽透疹、疏肝行气等功效。

薄荷有发散风热、清利头目
的作用，既能兴奋中枢神经，使周
围毛细血管扩张而散热，促进汗
腺分泌，增强细胞代谢活力，又能
增加呼吸道黏液，减少泡沫痰。

薄荷所含的儿茶酚胺可以抗
菌清热。薄荷的主要成分是薄荷
脑和薄荷油等，可以舒缓肌肤，使
皮肤黏膜产生清凉的感觉，外用
可改善皮肤不适及疼痛，内服可
刺激胃肠道分泌消化液，促进胃
肠道蠕动，排出体内的湿热之
邪。因为薄荷还可以缓解腹胀
感，所以胃肠湿热患者也可以加
减应用。

药食养生

皮肤油腻色斑——薄荷茉莉花粥
材料：干薄荷 5 克，茉莉花 5

克，粳米100克。

做法：粳米洗净，备用；将薄
荷、茉莉花放入砂锅中，加适量清
水煮 20 分钟，滤渣留汤；汤中倒
入粳米，小火慢煮40分钟至粥熟
即可。

用法：早晚食用，20天为1个
疗程，夏季食用最佳。

功效：疏肝健脾、美容养颜。
本品适用于皮肤油腻不洁、色斑
或色素沉着、心烦气躁、紧张性头
痛、口臭等人群。薄荷，可以清凉
爽肤、杀菌抑痘，祛除皮肤油腻及
污物；粳米，可以健脾祛湿；茉莉
花，可以安神、除臭、净肤。三者
搭配，可以使肌肤清凉洁净。
夏季湿热痤疮——薄荷柠檬茶

材料：鲜薄荷5克，柠檬1片，
绿茶5克。

做法：将绿茶、薄荷放入杯
中，用沸水泡开，焖至稍温凉后，
放入柠檬片即可饮用。

用法：代茶饮，还可以加入适

量白糖饮用。表虚汗多者，不宜
饮用本品。

功效：清热解毒，改善肤质。
本品适用于体质燥热或湿热毒火
壅盛所致的面部油腻不净、痤疮
脓肿、黑斑及色素沉着等人群。
薄荷散风热，具有消炎的作用；柠
檬富含维生素C，可以美肤，消除
黑斑；绿茶，可以清热解毒。三者
搭配，可以排毒养颜、除痘祛斑。

中风恢复期口眼歪斜——荆
芥薄荷粥

材料：荆芥10克，薄荷10克，
粳米60克。

做法：荆芥、薄荷洗净后放入
碗内，加清水 1000 毫升浸泡 3 小
时；去渣与粳米放入锅中煮粥，米
熟即可。

用法：空腹食用，早晚均可。
中风恢复期的口眼歪斜患者，可
以长期食用本品。

功效：发散风邪、补中益气。
本品适用于中风所致语言謇涩、
精神昏愦、口眼歪斜等症状。荆
芥、薄荷，可以祛风散邪；粳米，可
以养胃益气、生津止渴。

注意事项

薄荷含挥发油，发散能力较
强。因此，体虚多汗者禁用薄荷。

阴虚发热患者慎用薄荷。
因为薄荷发散能力较强，所

以哺乳期妇女应慎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兰考县

中医院）

餐桌上的中药之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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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说您与中医药的那些事，或者
写一写身边的中医药故事，推荐您喜爱的中医药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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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人们主要以采
集和渔猎为生，对于植物的认
识十分有限，常常因为误食有
毒的植物而生病甚至死亡。
为了寻找可以食用和药用的
植物，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
神农氏决定亲自尝试各种植
物。

中医典故“神农尝百草”
讲述了神农氏为了寻找治病
救人的药材，亲口尝试各种植
物的故事。

神农氏，即炎帝，是中国
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
称，与黄帝一起被奉为中华民
族的祖先。神农氏不仅是农
业和医药的发明者，还是我国
远古神话中的重要人物。在
传说中，神农氏为了救治百姓
的疾病，跋山涉水，尝遍了各
种草木，以辨别其药性和毒
性。据说，神农氏白天亲自采
摘花草放入嘴中品尝，晚上则
借着火光把花草的性味、功效
等详细记载下来。在这个过
程中，他多次中毒，曾一天之
内遇到70种有毒的草，但他依
然坚持不懈，最终因为误食断
肠草而死亡。

神农氏在尝百草的过程
中，发现了一些可以充饥的植
物，如麦子、稻谷、高粱等。这
些植物后来成为人们主要的
粮食作物，被称为“五谷”。通
过尝试各种植物，神农氏还发
现了365种草药，并写成《神农
本草》，为天下百姓治病提供
了依据。后来，传说神农氏在
天帝花园取瑶草时遇见天帝，
天帝赠其神鞭，让他抽打各种
各样的草药。这些草药经神
农氏抽打后，有毒无毒、是寒
是温，药性自然表现出来，帮
助神农氏更好地辨别草药。

为了纪念神农氏的恩德和功绩，人们奉他为
“药王神”，并在各地建“药王庙”四时祭祀。在我国
一些地方，如四川、湖北、陕西交界的神农架山区，
被认为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

“神农尝百草”这一传说，不仅反映了古代劳动
人民对医药知识的渴望和追求，还体现了神农氏对
百姓的深切关怀，以及无私奉献、勇于探索的精
神。这一行为，为中医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人
将神农氏尝试过的药材编撰成书，形成了《神农本
草经》，这是我国最早的中药学经典之作，对中医药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再次证明：中医药
的知识是通过实践和经验积累而来的，这种勇于探
索、敢于实践的精神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这个故事也提醒人们，在使用中药时要
注意安全，避免盲目尝试和滥用。

“神农尝百草”是中医典故中的一则重要故
事，它不仅讲述了神农氏的伟大事迹和精神品质，
还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和文化支
撑。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开封市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