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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江针灸学派传人留章杰学术思想简析

郑　美１△　张建斌１ 　夏有兵１　孟宪军２　张永树３

（１．南京中医药大学澄江针灸学派研究中心，南京２１００４６；２．厦门大学医学院；３．福建省泉州市中医院）

［摘　要］　 留章杰先生是澄江针灸学派创始人承淡安先生的亲传弟子之一，福建针灸名家。收集

整理留章杰先生的相关论文、医案及书籍，并访问其弟子张永树先生，分析总结其学术特点主要

有：注重指力、运针不痛，擅用直灸、振阳祛邪，强调经脉辨证、四诊合参，凡病必有因、攻邪逐害为

其要，重视疗效、不泥于法、针药并施。留章杰先生继承学派学术，并有进一步发挥，是澄江针灸

学派代表性传人之一。
［关键词］　 针灸流派；澄江；著名医生；留章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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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章杰（１９１１—１９９０年）系 近 代 针 灸 大 师 承 淡

安亲传弟子，福建针灸名家。留章杰先生出生于福

建省泉州市一个中医世家，天资聪颖，幼承家学，于

１９３５年参加承 淡 安 主 办 的“中 国 针 灸 学 研 究 社”函

授学习，次年到无锡参加承淡安主办的“中国针灸学

讲习所”第二期学习，深得承公心传。学成返闽后，

致力于开拓福建的针灸事业，１９５３年参加创办泉州

市联合中医 研 究 院，设 立 福 建 省 第 一 个 针 灸 科 室；

１９８１年创办晋江地区针灸研究会（泉州市针灸学会

前身）；１９８４年倡导并创刊我国第一份针灸小报《针

灸界》；历任泉州市人民医院中医针灸科主任、泉州

市 人 民 医 院 副 院 长、福 建 省 第 一 届 中 医 学 会 理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１ＺＨＡ　００１

通讯作者：张建斌（１９８６－），男，副 教 授。研 究 方 向：针 灸 理 论 的

现代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ｂｉｎ＠ｎｊｕｔｃｍ．ｅｄｕ．ｃｎ

△郑美（１９８６－），女，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２０１０年 级 硕 士 研 究 生。Ｅ－

ｍａｉｌ：ｚｈｍ２５５２＠１６３．ｃｏｍ

事长、福建省第一届针灸学会副理事长、泉州市第一

届针灸学会理事长、泉州市气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

长、福建省针灸学会副会长、《福建中医药》编委等职

务。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手法独到，疗效卓著，学
验俱丰，是１９６３年评出的福建省第一批省名老中医

之一，在闽南及东南亚一带享有盛誉。留章杰先生

治学严谨，精研岐黄，撰有《伤寒方临床阐述》《针灸

十讲》《针灸学讲义》《针灸普及手册》等著作，发表学

术论文数十篇。此外，他还授课带教，培养了包括张

永树、苏稼夫等在内的大批针灸杰出人才，为福建针

灸事业的发展起到划时代的推动作用，也为澄江针

灸学派在闽台和海外的传承与发扬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现将其学术思想简析如下。

１　言针刺，惟指力，重手法

继承承淡安先生针刺操作手 法 观［１］，留 章 杰 先

生形成了以练气、练指力为先导，以平补平泻为基础

的针刺手法特点。
承淡安先生有“针家练手法，首先练指 力”［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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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训，留章杰先生也常说“针刺欲令其舒适，勿令其

痛楚，运针 不 痛，惟 在 指 力”［２］１１１。指 力 是 留 氏 针 法

的核心，其内涵包括养气内功和手指的灵巧度及协

调性。
指力 养 气 内 功 是 留 章 杰 先 生 针 灸 操 作 之 基

本［３］，也是助其养成充足指力的关键诀窍。这 一 内

功要求练气与练指并行。练气包括“形、息、意”三方

面的锻炼，尤以“练意”为重，也就是“调心”。留章杰

先生认为，古人强 调 的“精 神 内 守”“净 神”“恬 淡 虚

无”“养慎”等调心的方法即是练气的关键，惟有精神

内守，全神贯注，方能使心静气行，经络畅达。正如

《标幽赋》云“精其心，穷其法”“目无外视，手如握虎，
心无内慕，如 待 贵 人”，持 针 施 术 尤 重 治 神，属 意 凝

神，练气为之始。练气的同时需要练指，其方法是用

一薄纸，悬挂壁间，静坐片时，运气于指，持针刺之，
心注于 针，目 射 于 纸，日 刺 千 下，久 行 不 辍，指 力 充

实，可以用矣。
留章杰先生强调，施针不可用腕力，只有练就指

力，所持毫针才会按施术者预定方向轻巧地刺入穴

位。不具备指力，只用手腕之力针刺，不仅会引起疼

痛，且易引起弯针、折针［３］。先生指 出，练 就 指 力 需

先用较长、较细的毫针在粗草纸上捻钻，随指力的增

加逐渐增厚纸页。他在传授针技时，还命学员每日

清晨起床即分头练指，并约法八章［３］：精神要集中在

针尖上；捻钻时，腕部悬空，不可用力；捻钻时，手指

做回旋式，不可用旋转式；捻钻时，手指不可施力向

针尖，只需略用少许向内推进之力；进针要缓，不许

针身弯曲；退针要速，也要捻转而出，不可拔出；进针

时必 须 捻 钻 而 进，不 能 直 刺 进 针；每 日 至 少 习 练

２次，每 次 至 少 捻 刺３０～５０孔，其 中 尤 以 前３条

为要。
初学之人，只要按要求认真反复习练，指力自然

会体现出来，最直接的就是运针不痛、得气快捷、疗

效卓著。先生强调，这是做一个合格针灸医生的入

门功。没有指力，就不能针到神到，也就没有好的疗

效。留章杰先生深受承公“运针不痛”思想的影响，
加之不懈的临床实践，针技纯熟，指力充足，持针有

度，进针不痛，运针细腻，针感极佳而无痛觉，针后使

人身心俱泰，通体舒畅。年近８０岁拍摄针技操作资

料片时，仍见他运针细腻，捻转均匀，提插得当，强弱

适宜［３］。
具备充实指力后方可言手法。留章杰先生将平

补平泻法作为基本手法，并强调两点：首先，持针务

必中正平直。若需逆经斜刺，亦要先取平直，后改换

为斜针，正如经曰“持针之道，坚者为宝，无针左右，

神在秋毫。”第二、三度进针法：即按穴位的“天、人、
地”３层分度进针，初度进针以３分为标准，提浅 插

浅，捻轻转短，观其得气与否，气至后方可行补泻法；
若已得气则不必再深刺，如未得气，再进入“人”部、
“地”部。第一度是观察，第二、三度则据第一度反应

决定是否再进针，关键是得气与否［４］。他指出，此针

法一般选取肌肉较丰厚的穴位，以进针、候气、得气

后行补泻法为步骤［２］１６８。
留章杰先生还强调，只有在练好基本手法的基

础之上，才可以谈针刺补泻手法。基本手法不过关，
则无从言补泻。先生在三度进针法的基础上演化出

补泻手法：三进一退为补，三退一进为泻。补法以每

度进针得气后均行九阳数，缓提出针按压针孔；泻法

则进针直立 地 部 后，每 退 一 度 都 行 六 阴 术，疾 速 出

针，不按针 孔［２］１６９。《灵 枢·九 针 十 二 原》记 载：“往

者为逆，来者为顺，明知逆顺，正行无问。迎而夺之，
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留章杰先生指出，
补泻手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需明往来逆顺，然后定

补泻。往乃正气虚或逆气衰，属虚，谓之逆；来乃形

气平，邪气方盛属实，谓之顺。欲知逆顺必先诊察辨

证，为“往”者“逆”也，必补，随而济之；为“来”者“顺”
也，必泻，逆而夺之。其临诊必以辨证精当为前提，
往来逆顺，了然于胸，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无需补泻

者，则予平补平泻，重在得气，决不滥用补泻。

２　言艾灸，重振阳，直接灸

在留章杰生活的年代，重针轻灸的现象十分明

显，但蒙承公亲传，先生素重灸法，一直坚持将灸法

作为其临床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精研灸法，用艾炷

直接灸法获取奇效，被誉为“灸法神功”［４］，进一步发

挥承淡安先 生“伟 哉 艾 灸 之 力，诚 非 其 他 药 石 所 能

及”的观点。
留章杰先生［４］认为，艾味苦、微温、无毒，具有温

中、散寒、理气、除湿、开郁、生肌、安胎等功效。灸主

百病，能通十二经，且艾灸之热感或似针感，浅深不

一，长短有别，灸时之灼热痛感，灸后即消，此其优于

其他灸材之处也。不论危重新病，慢性旧病，均适合

用艾灸。先生充分发挥艾灸振阳祛邪之功效，以灸

法为主治愈厥阴伤寒、霍乱、恶寒症、牛皮癣、瘰疬等

急重顽疾，尽显艾灸之神效。
在各种灸法中，留章杰先生尤其推崇直接灸，临

床也擅用艾炷直接灸。留先生说，“据我个人经验，
以直接灸的效力最好”［５］。曾有一３６岁女 性 患 者，
患恶寒症３年余，虽时值盛夏酷暑，亦需闭户塞牖，
重衣裹身，服汤药百余剂，终不见瘥。先生诊时见其

面色白，六脉微细，辨其病乃因阳气衰微，阳虚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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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故用麦粒大小艾炷，直接灸大椎穴３壮，未配合

其他治疗，隔日复诊，已衣减大半。连灸３次，数年

沉疴，霍 然 而 愈。此 取 艾 灸 振 奋 阳 气、驱 逐 阴 寒 之

功也［６］。
直接灸容易起泡，且历代医家大多强调艾灸起

泡与疗效有一定关系，如《针灸资生经》所言“凡著艾

得灸疮发，所患即瘥，不得疮发，其病不愈。”但是，留
章杰先生从临床实践中体会到直接灸起泡与否与灸

的技术、患者的皮肤和保护方法等都有关系，并在保

证疗效的前提下经验性地提出了直接灸不发泡、不

化脓的关键技术。其关键技术有三：首先，直接灸需

选择上等艾绒；其次，搓成坚实的艾炷，大小如麦粒，
形状若 宝 塔，上 尖 底 平；第 三，取 准 穴 位，置 艾 炷 于

上，以线香点燃尖头，边引火边吹气，注意勿使其掉

落。若补，则 于 第１壮 将 燃 尽 之 时，以 指 压 于 灸 炷

上，冀以聚汇经气，兼使火力直透皮下而深入，待其

灼热直下而热感已解，勿拂净艾灰，第２壮置于第１
壮上续 灸，勿 稍 偏 斜，每 壮 皆 如 是；若 泻，则 使 其 燃

毕，余烬残留皆在穴位上，使邪气从而得以开泄，不

去艾灰，另粘一枚续灸。如此施灸３～５壮，多数是

皮肤烧焦 而 干 枯，不 化 脓，不 甚 痛［４］。如 果 于 施 灸

后，涂以龙胆紫软膏，再用棉花胶布封固局部，则更

稳当［５］。其中艾炷制作是关键，要形状均匀、大小若

一、紧实不散，如此使得艾炷在燃烧之时火力逐渐增

强，透达深部，效果才佳。另外，采用直接灸时一般

不取阴经及头面部穴位。

３　言辨证，重经脉，四诊合参

留老生前再三强调针灸疗效是建立在严密的中

医辨证和经络理论基础上的［２］１２７，为此他还经常引

用清代喻嘉言“业医不明经络，开口动手便错”的名

言来说明经络学说对临床各科辨证、尤其是针灸临

床诊疗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经脉者，所以能决死

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灵枢·经脉》），高

度总结了经脉之于人身的重要性。注重经络辨证是

留章杰先生学术的一贯特色。他认为，学习针灸，经
络理论是第一要务，针灸疗疾也应从经络辨证开始。
惟有熟谙经络，深刻领会经络、脏腑、腧穴之间的内

在联系，才能在遇到疾病时正确地审证求因，处方施

治，收获良效。
留章杰先生总结经络辨证有几个要点［７］：首先，

经脉循行及其脏腑连属关系必须烂熟于心；其次，掌
握本经所主病候，区分脏腑病、外经病等；第三，注意

与他经的同类或相似病候相鉴别；再次，辨清寒热虚

实，如此方能做到“审其虚实而调之”；第五，依据经

穴特性，分清主次，循经取穴。主次是指在临床遇到

一经兼他经病候时，应分清病证主次，恰当地取穴施

治。前３个要点指导我们明确病位，后两条经验则

指导我们如何审证取穴，并施以恰当的手法，以达到

理想的效果。１９６５年 先 生 在 泉 州 边 远 乡 村 巡 回 医

疗期间曾成功救治一苏姓男子，便是其辨证精当、经
脉启迪之功。该男子时年４２岁，担负一家７口人之

生计，但患腰脊酸痛，卧床不起，已１年余无法参加

劳动，屡经救治无效。留老诊时见其屈卧呻吟，诉腰

脊酸痛，叫喊不止，俯仰辗转受限，腰部冰冷、腹胀，
遂断定其病属瘀阻督、带经络，以活血化瘀、理气止

痛为法治之，穴取后溪、足临泣、长强，行泻法，患者

随即能下床轻微活动，连治５天告愈，能参加轻度劳

动［２］１０９。留老在其长期的针灸治疗中采用以经络辨

证为主结合内科六经辨证的方法往往收获良效。有

一面瘫患者，除口眼歪斜外还伴有颈后疼痛、转侧不

利之症，留老不拘于“邪中于面，泻阳明”之成法，辨

其为太阳受邪所致，故取穴大椎、风池，并辅以疏散

太阳表邪之方，３天即见明显好转［２］１６７。
留章杰先生从医数十载，坚持四诊合参，精通舌

脉，辨 证 中 肯 确 切，深 得 中 医 界 同 仁 尊 重。他 素 反

“刺家不诊”之恶习，认为见病就刺的做法不仅疗效

难以保障，更会影响针灸之声誉，终不是针灸正规人

才的培养方向。另外，他编写的《脉学》笔记，亦是其

毕生经验的浓缩，为后学之人察脉诊病提供了又一

宝贵财富。

４　言急症，重病因，攻邪为要

留章杰先生早年于承公处学成返乡后，先后经

历了泉州地区霍乱、流行性脑炎、流行性乙型脑炎、
鼠疫等多次疫情，以针灸为主，针药并用，驱除邪毒，
救人无数，并逐渐在其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攻
病邪说”的治疗思想。

留先生认为，凡病必有因，无因不成病，致 病 之

因非人身固有，惟泻盛蠲余，方为上策。对新病，速

攻为最佳之举；于久病亦可有可攻之机。驱除邪毒

乃疗疾之急务，其手段不外汗、吐、下三法，邪在表以

汗解之，在里则清下之，主张在病证的不同阶段运用

适当的手段以驱邪逐害。针刺、艾灸、汤药诸法适时

而用，不泥于 法，惟 以 驱 邪 为 要。１９３６年 其 从 无 锡

学成返乡之初，恰逢其邻居陈某归家途中遇雨，夜半

腹痛急，症见汗出如雨，手足厥冷，不能言语，寒战不

已，六脉不见，辨为夹阴伤寒，势将脱阴，遂为其直接

灸关元２０壮，复隔姜灸神阙，腹痛渐缓，此为直接灸

祛寒 缓 急 之 功；又 处 以 四 逆 汤，乃 得 汗 收 脉 复 之

效［８］７４。又有一重 症 破 伤 风 患 儿，时８岁 被 异 物 刺

伤半月，口难张开、吞咽困难已５日，继发颈项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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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搐、角弓反张，病情危重。先生诊后曰：此乃风邪

入侵诸阳经脉，督脉不和、筋脉受扰，发为“金疮痉”，
治宜驱风逐邪、息风镇痉，取外关、大椎、合谷、悬钟

施泻法，埋针３天３夜。针刺泻法以驱逐风邪，埋针

以镇痉，并服 撮 风 散 助 其 力。该 患 儿 治 疗１０天，诸

症痊愈出院，随访４个月未复发［９］。
凡此邪中经脉之急重症必以驱邪为急务，在留

章杰从医历程中，驱邪之法屡获效验，诸如针刺水沟

攻逐入侵督脉之邪毒以治乙脑，清泻阳明以治面痛

证，攻逐清湿之气以治坐骨神经痛等。留章杰先生

以其多年的临床经验证实了攻逐病邪法的科学性与

可行性，并丰富了这一方法的理论内涵。针灸作为

中医学一门独特的技艺，在去宛陈莝、攻毒逐邪上有

着自己的独 到 之 处，后 学 者 尤 应 潜 心 体 会，施 用 于

临床。

５　言治效，则于法，针药并用

留章杰业医近６０载，始终秉持凡治病以保证疗

效为先导，治疗上倡导“针灸为主，针药并施”，内外

相扶，自成特色，功效卓绝。这一学术特点的形成主

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先生幼时即受其父留文固耳

提面命，诵经典，擅古文，通岐黄，精方药，弱冠之年

即已掌握了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能力，为后来精研

针灸奠定了夯实的基础；其次，师从承淡安公后，受

承门之学影响颇深，亦重针药并施。后泉州地区霍

乱、流脑等疫疠流行，留公亦以针药结合之法祛邪攻

毒疗疾，救无数人于水火。《千金方》云：“若针而不

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而不针

灸，尤非良医也……知针知药，固是良医。”留章杰深

谙古法，知针、灸、药各有所长，临床应用时应依具体

情况而定，针灸力量所不及之处必辅以汤药，取长补

短，相辅相成以获良效。

１９４６年曾治一林姓女子，２０岁，患喉痹，颜面潮

红，颔肿口噤，汤水不入，神志昏沉，肌肤灼热，舌诊

未行（因口噤不开），六脉皆实而滑。辨为邪热壅闭

肺系，予 清 肺 泻 热 法 治 之。取 少 商，三 棱 针 点 刺 出

血，泻其热，配合谷、颊车、天鼎刺之，牙关稍开，神渐

清。配大黄黄连泻心汤灌之，翌日早晨能饮下米汤，
热平，续服中药并处冰硼散吹喉，越日便通而愈。留

师按曰：喉痹 乃 系 邪 热 壅 塞 肺 系，咽 喉 首 当 其 冲 而

发，热 盛 上 攻、神 明 受 扰，急 刺 少 商 以 出 其 血，泻 其

热，辅 以 中 药 清 余 热，利 咽 喉，针 药 并 施，简 便 效

专［８］６２。１９８６年秋，泉郡有一爱国华侨，患失眠症已

１０余年，惟靠 长 期 服 用 极 大 剂 量 安 眠 药 方 可 小 憩，

伴有严重的不良反应。留老先生诊后果断嘱其停用

安眠药，并以针刺结合中药调治，１周后患者睡眠时

间即逐 渐 延 长，诸 症 好 转，坚 持 服 药，愈 后 未 再

复发［２］１０４。

６　小结

留章杰先生悬壶济世近６０载，医学造 诣 深 厚，
医技精湛，他除担任繁重的临床与教学工作外，还凭

借自己深厚的古文功底，撰写了《中医学字辨》《别字

别读举隅》《中药炮制加工字释》等文章，并著有《伤

寒方临床阐述》一书，为中医学者精确地理解经文、
认识临床提供指导帮助。更为可贵的是留老治学态

度严谨，坚持实事求是，从不夸大其辞，既教授成功

的经验，又介绍失误的教训。在继承澄江针灸学派

学术特点的同时，从临床实践出发，不断创新，师古

而不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不学神仙采茯苓，自将裁纸补医经”，既是留章

杰先生的诗句，也是他为针灸事业殚精竭虑一生的

真实写照。其同门师弟、著名针灸家谢锡亮曾赞誉

其为“澄江学派一巨星，济世活人鲤鱼城，金针妙术

传后代，桃李盛开火样红”［２］１９。留老的努力不仅造

福了闽南地区，也为澄江针灸学派提供了宝贵的理

论知识与丰富的临床经验，值得我们潜心学习与体

悟。然其学术思想绝非本文所能囊括，笔者不才，管
中窥天，暂介绍如斯，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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