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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江学派传人陈应龙先生针灸学术特色
孟宪军　孙孝忠

（厦门大学医学院中医系，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　陈应龙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针灸学家、澄江针灸学派创始人承淡安先生的亲传弟

子之一。通过收集整理陈应龙先生的论文和医案，梳理其对澄江针灸学派的继承和发扬，发现其

针灸学术特色主要表现为：注重练气练指力，手法善用子午补泻，疑难杂病善用灸法，慢性病善用

组穴治疗，善治狂疾，常深取风府。
［关键词］　针灸；陈应龙；澄江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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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应龙（１９０２—１９９３年），原名今声，字运生，福

建省龙海县白水镇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针灸学

家。１９３６年，陈应 龙 游 学 上 海，学 习 研 究 气 功 和 催

眠疗法，得“灵子术”气功真传，而后能以手心劳宫穴

发放外气为患者治病。同年复至无锡“中国针灸学

研究社”，师从中国近代著名针灸学家、澄江针灸学

派创始 人 承 淡 安 先 生 学 习 针 灸，是 其 亲 传 弟 子 之

一［１］。此后，陈应龙先生长期在福建工作，是闽南地

区最重要 的 澄 江 针 灸 学 派 传 人 之 一。他 精 究 针 灸

学，行医六十载，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历任厦门市第

一医院针灸 科 主 任，厦 门 市 中 医 医 院 院 长、名 誉 院

长，兼任中医针灸专家讲师团教授、华侨大学教授、

厦门大学华侨函授部（后改为海外函授学院）中医教

授，是厦门大学中医系建系元老之一。东南亚的华

裔中医，很多出身厦门大学海外函授学院主办的“针
灸专修科”或“中医专修科”，陈应龙教授主持该院的

针灸学教学工作，为澄江针灸学派的海外传播发挥

了重要 作 用［２］。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日，陈 老 荣 获 中 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并享受特

第一作者：孟 宪 军（１９７０－），男，副 教 授。研 究 方 向：针 灸 理 论 的 现

代研究。Ｅ－ｍａｉｌ：５５０４１２８７１＠ｑｑ．ｃｏｍ

殊专家津贴［３］。
在多年的针灸生涯中，陈老在继承澄江针灸学

派学术特色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针灸学术

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注重练气练指力

《素问·宝 命 全 形 论》中 有“凡 刺 之 真，必 先 治

神”的论述。澄江针灸学派秉承《内经》意旨，一贯重

视施针与运气相配合。承淡安认为，练气和练指力，
同为针灸家必备的基本功［４］，他曾云：“运针不痛，端
赖养气，养气不足，其功不著”［５］。

陈老早年修习灵子术，为其后的成功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灵子术相传创于秦汉时期，讲求松、静、
空、悟、慧的身心状态，由观想入功，产生外动时会有

颤、摇、晃、转、拍打、点穴等类似瑜伽的动作。陈老

得灵子术真谛后，复随承淡安先生学习静功养气，并
继承了承氏的思想：通过随意和半正式的练气方式，
聚精会神地通过意念来支配气，为的是能够在临证

治疗时更加容易地聚神凝气，做到神气的统一，从而

更好地施针 治 病［６］。陈 老 秉 承“治 神 需 养 气”的 师

训，传承澄江针灸学派“医者练气和练指对于针灸疗

效提高非常重要”的观点，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首先，陈老认为针灸医家须每天修炼气功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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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基本功，日积月累，方能有所成就。他曾经说过：
“针家不练气功及指力而能成功者绝无。”气功的练

习可静功可动功，以培养丹田之气为主；指力基本功

主要练习捻转和提插技艺，在承师推荐的“钻陈账”
和“钻泥墙”方法的基础上，陈老提出初学者可在纱

布包裹之棉球上习练，练习时须按承师传之指力练

习要点：精神注意集中于针尖上，捻转时手指不可用

力，只要稍 用 少 许 力 向 内 推 进。其 次，宗“练 气”与

“练指力”为相辅相成并同样重要之师训，陈老强调

练气功能助针力，练指力可助气行。通过持久不懈

的练习，精神元气会逐渐增强，丹田之气也会日渐饱

满充实，当医家全神贯注于针灸之时，举手间意到神

到气到，气从丹田出，运针手法自然就会随得气的迟

速而变化，临床疗效自然高。正如师训所说：如欲利

用气，首先必须予以集中和控制，而后才可以随心收

放，才能使之逐渐就范，为我所用。陈老经过多年的

潜心修炼，在针灸临床过程中，能以意领气放气，疗

效卓著。

２　手法善用子午补泻

承师认 为：“针 有 补 泻，并 非 虚 假”［７］２５，并 认 为

补法的操作当以“慢提紧按”，泻法当以“紧提慢按”
为主。陈老在澄江针灸学派弟子中对补泻手法的运

用独有心得。他谈到：“补泻手法运用得当与否，直

接关系到对经络气血施行调整的成败、治疗作用的

大小、疗效 预 后 的 转 归”［８］１１６。在 师 传 的 基 础 上，陈

老对补泻手法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子午补泻法

和提插补泻法是补泻的基本手法，而前者更为重要。
子午本指时间而言，在陈老则作为转针定向之依据：
子为前为上，午为后为下。操作方法是大指努前即

为补，指力沉紧，似进而不进，指力重心偏于前；大指

内收即为泻，大指向后，指力浮提，似退而不退，指力

重心偏于后。行针之时，以大指为主，方向不同，补

泻有异：欲补者，大指向前转针半周至一周，指力沉

下重紧；欲泻者，大指向后转针一周至二周，指力浮

提如拔。次数有奇偶，补泻亦不同：补九阳，泻六阴。
补者，以九为一单元，轻补者捻针九数，按病情之轻

重，依次而二九一十八，直至九九八十一为极数。泻

者，以六为一单元，轻泻者，捻针六数，依次二六一十

二，直至九六五十四为最高数［９］。但补泻手 法 也 不

是一成不变的，针刺时亦需根据针下的感应来施行。
陈老将针感主要分为两种：邪气至针感和真气至针

感。邪气至 针 感 反 应 强 烈 或 患 者 肢 体 突 然 出 现 抽

动；真气至针感针体略涩，针尖紧滞。如需对某腧穴

施补法而先出现了邪气至针感，则先泻其邪，再将针

略提５～８ｍｍ，静候片刻，复刺入至所需深度，待真

气来时再行补法；如真气先至，则直接行补法即可。
陈老认为，子午补泻所产生的针感，呈横平而圆

形的扩散，状如电波，圈圈传出；提插补泻所产生的

针感，呈竖立螺旋形扩散，状如弹簧，两者共同构成

了补泻针感传出区。其酸、麻、胀、触电的得气针感，
力量强，范围大，向四周扩散。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承

淡安先生推 崇 的“针 随 意 转，意 随 针 行”的 效 果［１０］，
临床中凡出现此针感者，疗效必佳。

临床上，陈老用他人习用的常规穴位，施以子午

补泻手法，能取得更显著的效果。如曾收治一患者

胃脘痛反复 发 作１年，入 夜 痛 发，必 得 吐 而 后 痛 方

解，不吐而痛必不止。之前在他医处针灸达４９次，
寸功未现。陈老以子午补泻法中补法施用于中脘、
通谷２穴，仅针２次，痛吐悉除。事实证明对同样的

病人，取穴相同，手法不同，疗效迥异。中脘、通谷屡

为前医所用，但未见疗效，陈老施法，则手到病除，可
见手法诚为关键。具体操作是：大指努前捻转９次

９０°～１８０°，最 后１次 较 缓 慢 大 幅 度 努 前 捻 针，得 针

下沉紧感，然后再施雀啄手法，即上提下插，提而不

退，插而非进，只于毫米之间啄９次。

３　善治狂疾，常深取风府

狂病多因五志过极，或先天遗传所致，以痰火瘀

血，闭塞心窍，神机错乱为基本病机，临床以精神亢

奋、狂躁不安、詈骂毁物、动而多怒、甚至持刀杀人为

特征的一种多发的精神病。正如《素问·阳明脉解》
所云：“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
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

陈老认为狂病属阳，或因暴怒骤惊，肝 火 气 逆；
或因五志过极，气郁日久而化火，痰火内动，堵塞心

窍，以致神明不能自守。承师对此病多取十三鬼穴

治疗：“间使针入３～４分，留捻２分钟，又针十三鬼

穴”［７］９５。陈老 治 疗 此 病，在 师 传 基 础 上，尤 常 取 危

险穴位风府，且必深刺，深度可达７５ｍｍ，常人不能

及。风府穴在诸阳之会督脉上，深刺之可以直接刺

激或间接影响到脑干的网状结构，进而对大脑皮层

觉醒功能产生调节作用［１１］，以调治狂症。针刺时如

病人狂躁难安，可请助手帮忙固定。取患者头正颈

直位，针尖对着下颔的方向，缓慢进针，进针时遵师

传之手法“势 如 擒 龙，以 针 点 穴，疾 刺 而 入”［７］３１，然

后小幅度捻转推进，如遇到坚韧有弹性的阻力然后

有落空感，表明此时针经过了项韧带，其下解剖结构

依次是棘 间 韧 带、黄 韧 带（内 有 丰 富 静 脉 丛）、硬 脊

膜。继续缓慢进针达硬脊膜时，会遇到第２次较柔

软的阻力感，此时需小心谨慎，如《素问·宝命全形

论》中“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屏气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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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细心体会手下针感，往往患者出现得气如触电，
上至顶巅，下达尾椎，全身发麻，大叫一声，随后狂躁

顿消。刺后如患者能静坐，可留针半小时，如不能则

马上出针，动作宜缓，忌提插捻转，出针后嘱患者卧

床１～２ｈ。如治 一 患 者，女，１６岁，因 受 精 神 刺 激，
精神 失 常，东 奔 西 走，詈 骂 不 绝，经 深 针 风 府 一 穴，

４次而愈［８］４９。此穴 用 来 凶 险，但 陈 老 技 艺 高 超，用

之安全而有奇效。

４　用灸法疗疑难杂病

艾灸借灸火的温和热力及药物作用，通过经络

的传导，以温通经脉、调和气血，达到治病防病之功

效。《灵枢·官能》云：“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孙思

邈《千金要方》中说：“诸疗之要，火艾为良，针、汤、散
皆所不及”。可见灸法很早就被人们所重视，常能取

得针刺所不及之效。
澄江针灸学派代表人物承淡安先生非常重视灸

法，曾经感叹艾灸对于顽疾的作用：“伟哉！艾灸之

力，诚非其他药石所能及”［１２］。陈老受承师影响，一

生重视灸法的运用，善用灸法治疗疑难杂病。

４．１　灸治哮喘

陈老常取肺俞、膏肓俞和哮喘穴灸治 此 病。哮

喘穴位于第７胸椎旁开左右２寸，指按穴位，令患者

大咳数声，应手跳动者是其穴。陈老以哮喘多病程

长、久病必有瘀，在膈俞旁发现此穴。哮喘临床治疗

颇为棘手，中医认为本病发于本虚、宿痰内伏于肺。
肺有虚，再受到外邪感染、饮食失调、情志不畅、劳倦

伤身等因素影响，导致痰阻气道，肺气上逆，出现一

系列哮喘的症状和体征。陈老常取肺俞、膏肓俞和

哮喘穴灸治此病，药灸并施，治愈者众多。其法以药

粉（正麝香０．０５ｇ，正川贝６ｇ，艾绒１．５ｇ，上 蔻 仁

５枚，蓖麻仁６枚，研为细末，每次取用１／１０）敷在穴

位上，贴上生姜母，再叠上生天雄，以太乙艾条灸之。
每次２～３壮，每月１～２次，间隔半月，１个月为一疗

程。陈老先敷药粉于穴上，认为此能疏通经络、调和

气血、祛瘀化痰。再加艾灸，病根就会铲除。如治龙

岩患者，女，３１岁，哮喘反复发作１６年。每年秋冬，
哮喘 发 作，后 来 天 气 变 冷 即 发，不 论 季 节。发 作 之

时，气喘痰鸣，声如拉锯，上下不得接续，气似闭而欲

绝，不得平卧，坐伏床上，宿夜不寐，大汗淋漓，全身

冰凉。各处求医十六载，未得缓解，慕名前来求医。
陈老即以上述灸法灸其哮喘穴，以扶正祛邪，培补摄

纳，兼治其痰。每半月灸１次，连灸２个月，哮喘基

本控制。续灸２次，基本痊愈［８］３９。

４．２　灸治崩漏

陈老常 灸 足 三 里 以 治 崩 漏。此 病 是 妇 科 疑 难

病，其特点是月经的周期、经量发生严重紊乱，经血

非时暴下不止或淋漓不尽。其发病机制主要是冲任

损伤，不能制约经血，故经血从胞宫非时妄行。陈老

认为脾统血，肝藏血，妇人血崩，多因脾胃虚损，肝失

所藏，不能摄血归经。故用灸足三里以治之，宗“补

血应先补气，补气应先补火”。足三里乃多气多血之

穴，灸 之 则 补 中 固 气，气 固 则 血 归 常 经。尝 治 一 患

者，女，４３岁，月经不调伴崩漏数年，经量甚多，每逢

经期前即寒热往来，呕吐纳呆，甚则头晕汗出，四肢

冰凉，面色萎黄，脉沉细，舌质淡胖少苔。辨为脾弱

气虚，统摄无权，冲任不固。独取足三里穴以固气摄

血，左 右 各 灸 ３ 壮，连 灸 数 次，诸 症 消 失，效 若

桴鼓［８］７４。

４．３　灸治习惯性流产

陈老常灸 取 子 宫 穴、府 舍 穴 治 疗 习 惯 性 流 产。
引起本病的原因很多，有脾肾两虚、气血虚弱、阴虚

血热、气滞血瘀、跌打损伤等。其与脾肾关系密切，
肾为冲任之本，若冲、任二经虚损，则胎不成实。《医
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中载：“气血充实胎自安，冲
任虚弱损胎元，暴怒房劳伤肝肾，疾病相干跌扑颠。”
陈老认为习惯性流产多素体气血虚弱，冲任不固，不
能摄血养胎，致胞脉失系而成。常取子宫穴、府舍治

疗此病，认为灸此２穴可以暖子宫，调冲任，益气养

血，子宫得血之养，得气之充，则胎元可固。如曾治

一患者，女，２８岁，婚 后 怀 孕４次，每 次 孕 三 四 个 月

即流产，常伴腰部酸痛，腹坠漏血，头晕腿软。查其

舌淡 苔 白，六 脉 沉 弱，辨 证 为 冲 任 亏 损，肾 气 不 固。
每次２穴各灸３壮，连灸数天，后足月顺产［８］７６。

４．４　灸治恶寒症

独灸大椎穴治疗恶寒症，是陈老对灸法的又一

妙用。陈老认为艾火温以散寒，力能补阳，督脉统诸

阳，大椎为诸阳之会，灸大椎即能温经通阳达表，调

和营卫，阳气振奋，卫表固密，寒则无从生。曾治一

患者，女，３２岁，恶 寒 畏 冷 年 余，脉 细 微，手 足 冰 冷，
暑天需穿羊毛衣裤，躲在被窝，虽白昼亦门窗紧闭，
微风不得入。他医诸方施之无效，陈老独灸大椎穴

３壮，１次而愈，其效令人惊奇［８］６３。

５　善组穴以调慢性病

澄江针灸学派代表人物承淡安先生认为针效的

主体有三大要点：第一是精神的感觉，第二是心理的

专注，第三是物理的刺激［７］１４。陈老深以师训为然，
为克服针灸物理刺激之疲劳，常以组穴治久病、慢性

病。他常把需用穴位分为几组，轮流用之以达病愈。
阳萎又称“阴萎”，多因房室不节、命门火衰而致

宗筋弛缓而成。陈老常取两组穴治疗之，第１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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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极、横骨；第２组：关元、曲骨、大赫。阳萎多属

肾阳虚损，取大赫、横骨，肾经上近阳器之腧穴，针之

使经气顺肾经而达睾丸以疏经通络；中极为膀胱募

穴，与曲骨、关元、气海同属任脉，而任脉入阴器至会

阴。且关元为小肠募穴，具有培元固本、补益下焦之

功；气海为肓之原穴，具培补元气、益肾固精、补益回

阳之效，灸此２穴可补元壮阳。诸穴用之可以补养

命火、强 壮 元 阳，则 阳 萎 可 愈。如 治 一 患 者，男，

３８岁，阴器不举２年，陈老以上述两组穴轮流治之，
针灸２０次，即使患者能举而坚，坚而久［８］６６。

重症肌无力多属痿证，《素问·太阴阳明论》指

出：“脾病而四肢不用，何也？岐伯曰：四肢皆禀气于

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

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

利，筋骨肌肉皆无以生，故不用焉。”故脾胃虚损，脾

气下陷为此病主要病机。陈老常取３组穴治疗重症

肌无力，第１组针：百会、风池、命门、肺俞、肝俞、胃

俞、三焦俞、关元俞；第２组针：中脘、气海、肩髃、曲

池、合谷、地机、三阴交、公孙；第３组灸：脾俞、肾俞、
关元、足三里。陈老认为此病多脾气下陷，久病必损

元阳，针取任、督二脉和手足阳明经，兼取膀胱、肝、
肾诸经，以沟通经脉，充养阳明而润宗筋。手法上补

泻结合，针灸并举，临床疗效颇佳。如曾治马来西亚

一患者，男，３２岁，求 医 时 已 不 能 行 走２年 余，多 家

医院诊为“重症肌无力”。陈老辨为命门火衰，脾阳

不振，脾气下陷，选用上述３组穴位，轮流取用，隔日

针１组，每 日 灸１～２个 穴。共 针 灸１５次，经 年 顽

疾，居然痊愈［８］２７。
中医认为肥胖症多由饮食不节、痰湿壅滞、气虚

血瘀、阳虚气滞等因素虚实夹杂，导致机体气血阴阳

的紊乱，水湿停聚于体内而成。治疗肥胖症，陈老选

穴用３组。第１组：肩髃、曲池、下廉、合谷、髀关、足
三里、丰隆、内庭、滑肉门、水道；第２组：手三里、阳

溪、商阳、伏兔、梁丘、上巨虚、陷谷、气穴；第３组：下
巨虚、厉 兑、命 门、脾 俞、胃 俞、肾 俞、气 海 俞、水 分。
陈老认为肥胖病大多气血阻滞，其治疗方法为：多取

穴，重泻法，助发汗，利小便。取穴以多气多血之手

足阳明经为主，兼取脾俞、胃俞、肾俞、气海俞等，督

脉取命门，任脉取水分，肾经取气穴，诸穴共用以调

整肺、脾、肾三脏的气化功能，使三焦通调水道，水湿

得以在体内正常分布，自然肥胖可除。如曾治一印

尼患者，女，１４岁，体 质 量７５ｋｇ，陈 老 以 上 法 治 疗

１个月，体质量减少了１０ｋｇ［８］６１。

６　小结

陈老从事针灸近六十载，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

验。作为澄江针灸学派嫡传，他的针刺补泻手法娴

熟，别 具 一 格；对 疑 难 杂 病，或 针 或 灸，常 能 手 到 病

除。作为承淡安先生的嫡传弟子，在临床的同时，也
培养了很多承门传人，与海内外澄江学派弟子共同

继承老师遗愿，大力弘扬和发展针灸，为澄江针灸学

派在闽南地区和东南亚的推广不遗余力，厥功甚伟。
陈老８７岁时为弟子施能云题字：“愿将人病犹己病，
救得他生是我生”［１３］，这种亦精亦诚的大医精神，永

远值得后来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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