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旴江针灸流派是“旴江医学”这一伟大宝库中的明珠瑰

宝，在中国针灸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席弘作为旴江

针灸流派最具特色的针灸医家，集中体现了旴江流域针灸学

术特点以及针灸学特色。席氏家族家传针灸十二代，并且席

氏针灸由家传变为师传，由单一的传习扩大为多人的传习，

席氏弟子众多，遍及赣抚大地，形成了我国历史上较大的地

方针灸流派，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徐春娟等[1]研究发现，在记

载席弘学术思想的针灸歌赋中主要包括《针灸大成》的《席弘

赋》、《针灸聚英》的《天元太乙歌》（以下简称：《太乙歌》）、《乾

坤生意》的《长桑君天星秘诀歌》（以下简称：《秘诀歌》），并根

据其成书年代和内容提出《太乙歌》《席弘赋》《秘诀歌》之间

存在相承关系。为了进一步探析旴江针灸名家席弘的临证经

验，笔者拟基于上述3首歌赋进行比较研究，基于3首歌赋中

共同记载的临床病证、针灸处方、针刺手法探析席氏的临证

经验。
在《太乙歌》《席弘赋》《秘诀歌》3首歌赋中，共同描述的

病证共有10个，分别为“胃中有积、心胸闷、小肠气痛、伤寒过

经未汗、耳鸣腰痛、牙痛、背脊具疼、转筋目眩、冷痹、小肠气

撮痛连脐”。笔者将上述10个病证在3首歌赋中的取穴及操作

方法异同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1 饮食积滞

关于饮食积滞在《太乙歌》和《席弘赋》的描述原文完全

相同，均为“胃中有积刺璇玑，三里功多人不知”，而《秘诀歌》
描述的原文为：“若是胃中停宿食，后寻三里起璇玑。”因此，

结合前后歌赋的意思，可以知道“胃中有积”是指胃中有宿

食，也就是食滞或食积，其取穴为足三里、璇玑穴。

2 胸膈痞满

《太乙歌》和《席弘赋》关于胸膈痞满的描述略有不同，但

基本意思相同，在《太乙歌》中记载为“阴陵泉主胸中满，若刺

承山饮食宜。”而在《席弘赋》记载为“阴陵泉治心胸满，针到

承山饮食思。”在《秘诀歌》则为“胸膈痞满先阴交，针到承山

饮食喜。”由此可见，“胸中满、心胸满、胸膈痞满”其意思基本

相同，均是指心胸膈的痞满不适，在取穴上，承山是取穴的共

识，但是前两者主张选用阴陵泉，后者则主张选用三阴交。阴
陵泉、三阴交均属脾经俞穴，但阴陵泉为足太阴脾经的合穴。
有健脾祛湿的攻效，偏泻邪气为主，而三阴交健脾作用较为明

显，祛湿去邪作用不如阴陵泉，结合笔者临床应用情况，认为阴

陵泉配合承山穴在健脾祛湿、豁痰宽胸方面更贴近席氏本意。
3 小肠气痛

“小肠气痛”是指脐下两侧绞痛的疝气。最早来自《幼科

铁镜》：“婴儿小肠膀胱气痛，在脐下气海两边，筋肿到肾囊

边，痛不可抵。”《太乙歌》曰“大椎若连长强取，小肠气痛立可

愈。”《席弘赋》曰：“大杼若连长强寻，小肠气痛即行针。”《秘

诀歌》曰：“小肠气痛先长强，后刺大敦不要忙。”由此可见，长

强穴是治疗小肠气痛的必选穴位，但3首歌赋的配穴中分别

为大椎、大杼、大敦，并不一致，大椎、大杼、大敦3个穴位分别

属于督脉、膀胱经、肝经，大椎与长强均属督脉，主要起到升

提固摄的作用；小肠气痛病位在小肠膀胱，取膀胱经腧穴大

杼存在一定的作用；而大敦穴为肝经的井穴，小肠气痛为脐下

两侧，为肝经所过之处，故笔者认为大敦配长强更符合逻辑。
4 伤寒过经未汗

伤寒过经是指伤寒传经初起，有发热以7 d为一候，无发

热以6 d为一候，如果太阳病过了6 d或7 d以上为过经。《太

乙歌》曰“期门穴主伤寒患，七日过经尤未汗。”《席弘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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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门穴主伤寒患，六日过经尤未汗。”《秘诀歌》曰：“伤寒过

经不出汗，期门通里先后看。”所以太阳伤寒过了6 d、7 d仍未

能汗出而解的，3首歌赋均记载可以采用针刺期门穴来治疗，

期门穴是足厥阴经的止穴，为肝之募穴，同时也是足太阴脾

经、足厥阴肝经、阴维脉的交会穴。十二经气血运行始出于手

太阴肺经之云门而终入于足厥阴肝经之期门，如是循环，故

期门穴为气血归入之门户，因此，通过针刺期门穴可以起到

调达气机，疏通伤寒表邪，防止表邪郁滞化热；而后者在期门穴

的基础上，还配合通里穴，通里是手少阴经心包经的络穴，络手

太阳小肠经，故配合通里穴以祛除太阳伤寒表邪。
5 耳鸣腰痛

《太乙歌》记载：“耳内蝉鸣腰欲折，膝下分明三里穴，若

能补泻五会中，切莫逢人容易说，耳内蝉鸣听会招，更寻妙穴

太溪是，医门行泻实力高。”与《席弘赋》中耳鸣腰痛相关论述

相比，其取穴及手法更加详细，在穴位上除了足三里、地五会

之外，还有听会、太溪，以穴测证，席氏认为耳鸣伴有腰痛者

应属于脾虚湿盛，湿留腰间，故腰痛，湿蕴日久化热，郁于胆

腑化为胆热，胆热循经上炎故作耳鸣，因此，以健脾化湿，疏

泻胆热为法，选用足三里、地五会、听会穴，并重点强调配合

太溪，以补先天，达到先天后天并补的作用，同时强调补泻手

法的应用。而《秘诀歌》则是除了足三里、地五会之外，还配合

耳门，并强调针刺的顺序为先刺地五会，后刺耳门、足三里，

为先泻后补，值得临证借鉴。
6 牙 痛

3篇歌赋中关于牙痛的取穴均有二间，二间为手阳明大

肠经之荥穴，《难经》曰：“荥主身热。”由此可见，此处所指牙

痛应该是风火牙痛，取二间穴以达到疏风散热之功效。但在

配穴方面，则3篇歌赋各不相同，《席弘赋》指出针对牙痛伴有

腰痛、咽痹者，除了二间还配以阳溪，阳溪为手阳明大肠经之

经穴，《难经》曰：“经主喘咳寒热。”故选取阳溪与二间相配可

以共奏疏风散热之功，用以治疗风火上炎之牙龈肿痛、腰部疼

痛及咽喉肿痛。但《太乙歌》则选用三间作为配穴，三间为手阳

明大肠经之输穴，《难经》曰：“输主体重节痛。”故选用三间作为

配穴治疗牙痛同样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秘诀歌》在配穴方面则

选用足三里，足三里为胃经的合穴，而素有“合治内腑”之说，故

选取足三里作为配穴则考虑牙痛为风火所致之外，还与胃火相

关，选用足三里以泻胃腑之火，同样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7 肩背疼痛

在治疗肩背疼痛方面，3篇歌赋均体现了远近配穴的原

则，《席弘赋》首选三间、肾俞，在此，三间为取其五输穴的特

定作用，而肾俞则是取其益肾填精，以达到强筋健骨的作用，

并进一步强调如果局部取穴肩井，则必须配合足三里。且与

《太乙歌》同时指出若单纯针刺肩井穴会导致气机不畅而胸

闷等不适，由此可见席氏取穴确实是来源于临床实践，具有

很强的参考价值。而《秘诀歌》与《席弘赋》则同时指出肩痛酸

痛伴有脚气、膝痛者，则配合阳陵泉，阳陵泉为八脉穴之经

会，同时又比邻膝部。因此，对于临床中肩痛、关节疼痛者，可

以参照取穴：三间、肾俞、肩井、足三里、阳陵泉，笔者临床应

用具有理想的效果。
8 转筋目眩

转筋，又名为“抽筋”，多指腓肠肌痉挛。《素问玄机原病

式·六气为病》：“外冒于寒而腠理闭密，阳气郁拂，热内作，热

燥于筋，则转筋也。”在3篇歌赋中有两篇指出针刺“鱼腹”，此

是从类象的角度来言穴内气血的特性的。本穴物质为随膀胱

经经水冲涮下行的脾土，在穴内为堆积之状，如同鱼之腹部

丰满的肌肉，故名鱼腹，也就是《秘诀歌》中所指的承山穴。而
在配穴方面，《太乙歌》选用阳陵泉，其应该是从其为筋会入

手，而《席弘赋》则选用昆仑穴，本穴物质为膀胱经经水的气

化之气，性寒湿，由于足少阳、足阳明二经的外散之热作用，

寒湿水气吸热后亦上行并充斥于天之天部，穴内的各个层次

都有气血物存在，如广漠无艮之状，故名昆仑 [2]。故席氏选用

昆仑可能是取其寒湿水气吸热上行以温煦经脉之意。但是

《秘诀歌》的配穴侧为内踝，此处，笔者认为可能是照海穴，

照，照射也，海，大水也，该穴名意指肾经经水在此大量蒸

发 [3]，本穴物质为水泉穴传来的地部经水，至本穴后比水形成

为一个较大水域，水域平静如镜，较多地接收受天部照射的热

能而大量蒸发水液，通过针刺该穴可以激发经气使蒸发之水液

上承滋润筋经和眼睛，达到治疗腓肠肌痉挛和目眩的作用。
9 冷风冷痹

《素问·痹论》言：“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由此

可知，歌赋中所指的冷风冷痹正是指外感风、寒、湿邪所至的

痹证。而3篇歌赋均选取环跳穴进行治疗。环跳，环，一种圆形

而中间有孔的玉器或一串连环中的一节，此指穴内物质为天

部肺金特性的凉湿之气；跳，跳动也，阳之健也，指穴内阳气

健盛。环跳名意指胆经水湿在此大量气化为天部阳气。本穴

物质为居髎穴传来的地部水湿，至本穴后，水湿渗入穴内丰

满的肌肉之中并气化为天部的阳气，穴内阳气健盛使人在

如，故名环跳[4]。因此，针刺环跳穴可以激发经气，促使下部的

水湿气化为上部的阳气，以起到温煦肌肤、祛除风寒之邪的

作用，尤其是使用烧针的方法更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0 小肠气撮痛连脐

“小肠气撮痛连脐”“肠中疼痛”“小肠连脐痛”均是指肠

痉挛引起的腹痛，疼痛的部位以太阴脾经及少阴经所过之处

为主，以寒邪内盛为主要病因，故3篇歌赋均选用三阴交及涌

泉穴进行针刺，《席弘赋》中更是强调先泻三阴交，然后再针

涌泉穴，并施以导气法，以激发肾经之气以温煦经筋，以起到

缓急止痛的作用。
由上述研究可知，席氏作为旴江医学针灸名家，临证经

验丰富，取穴精简，配伍合理、巧妙，针之次序，补泻先后，甚

为考究，不愧为一代大家。限于笔者才疏学浅，其精妙之处还

有待来日继续深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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