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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关于张仲景的六经和经络的关系

稻村正治(日本东京都天寿堂整复院)

提要本文认为滑白仁的《十四经发挥》与张仲景的六经具有差异，并通过汇集运用《难

经》腹诊的病饲，提出了有关经络的新观点一生命史观的经络论。指出张仲景是立足于Ⅸ素问》

体系化六经病的变化发展的法则，而在临床上使用《难经》腹诊的经络治疗方法，从而确认手

足的同属经络实为一体．

关键词六经经络腹诊

张仲景把伤寒病作为从太阳病到厥阴病

的六经病系统，并从理论上体系化了。关于

这张仲景的六经病和经络的关系有不同看

法，在日本从半世纪前关于经络的存在与否

的论战到现在还没了结。笔者结合临床对此

谈一点看法。

滑伯仁《十四经发挥》有关经络的流注

和张仲景的六经相比，其阳经相同，而阴经

则异。滑伯仁《十四经发挥》经络的流注是：

太阴脾经一少阴心经，少阴肾经一厥阴心包

经，厥阴肝经一太阴肺经，没有手足同属经

络之间的连接。由于日本医疗界特殊情况，

在针灸方面学习张仲景的《伤寒论》的人不

多，『临床上医者主要是根据《十四经发挥》

的经络顺序，所以，对‘内经》、《伤寒论》

的经络流注顺序(手足的同名经连接)不熟

悉。然而。《伤寒论》所述经络理论对临床指

导意义很大，笔者根据‘滩经》腹诊的理论

在l临床中予以证明。

1．运用‘难经'鹰诊的病例举隅
1．1肺的腹诊点治疗体会在肺的腹

诊点有压痛时，其在右臂的太阴肺经也有异

常，同时多数在左脚太阴脾经也看得了异常。

病例1：女性。62岁。右股关节有异常。

所有的腹诊点都有异常压痛。解除股关节的

异常后，肺的腹诊点以外的异常压痛均消失。

而右臂肺经的硬结缓解后，其肺诊点的压痛

仍不能消失。甚至当左臂的肺经和左脚的脾

经均缓解后，其压痛仍还没有消失。最后在

右脚的脾经找到异常，当缓解了那个异常的

硬结后，肺的腹诊点的压痛也就消失了。这

说明手、足同名经是相通的。

1．2肝的腹诊点治疗体会在肝的腹

诊点有压痛时，其在足的厥阴肝经有异常，

常在左臂厥阴心包经也会看得异常。而治疗

手、足厥阴经就会使这些压痛点消失。

病例2：女性，86岁。首先刺针弯曲度

大的项和腰，然后在仰卧位进行腹诊，发现

病人的腹部紧张，、有压痛。推测是由大腿前

面胆经所过处的肌肉紧张而致。当针刺那紧

张处后，再腹诊只有肝点残存了。继续对厥

阴肝经和厥阴心包经的异常部位针刺，使其

表面缓解但深部仍有压痛。因此我想这个肝

点的异常已经跟腰背一体化了。在俯卧触诊

时果然在背骨右边肝俞附近，有结缔组织缩

短，从而把背骨拉到了右侧。当矫正了这个

弯曲后，那个顽固的肝点异常终于消失。

1．3心肾的腹诊点治疗体会心与肾

的腹诊点，因为有很强的相互关系和位置的

关联性，压痛常常向上或者向下扩散，而且

多数情况下跟胃经结合。因此关于根源的辨

别是最重要的。

病例3；56岁，女性。咽喉痛，无发热。

综合其它诊为少阴病。在腹诊肾点有向上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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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压痛，在心点也有很大过敏的压痛。首

先治疗手臂心经，心点的异常压痛随之减少，

但没消失。随后在治疗足少阴肾经后，心点

的异常痛就消失了，而且咽喉痛也一并祛除。

病例4：31岁，男性，外交员。咽喉痛，

腰痛，无热，但欲寐。少阴病证突现。腹诊

果然肾点有向上扩散的压痛，心点也有异常

压痛。治疗对足少阴肾经的然谷穴进行指压，

之后肾点的压痛消失。但是，心点的异常压

痛依然存在，甚至在治疗手少阴心经后，心

点的压痛还有残留。于是进行详细的检查，

从足到肩胛骨及脊背结缔组织网发现了硬

结。缓解这些硬结后，那个压痛终于消失。
1．4 胃的腹诊点治疗体会 胃的腹诊

点位于五腹诊点的中心，因此常常同其他腹

诊点一起发生压痛。所以当全腹诊点都有异

常的话，很可能就是胃点异常的现象表现。

病例5：90岁，女性。温泉旅归，觉胃

部堵闷。腹诊在深部有竖长的硬结，而且左

脚的脾经和右脚的胃经也很硬。1但是当把足
部的硬结缓解后，反见胃点的紧张度蔓高。

又缓解手阳明大肠经和少阴心经，紧张仍没

有消失。由此判断这个紧张同背中的紧张已

经结合了。所以在背臂左边的深部把硬结的

结缔组织缓解后，腹部的紧张也消失了，胃

部症状随之痊愈。

病例6：38岁，女性，杂志编辑。由于

工作压力和精神疲劳，体重增加，芏作热情

减退，在两腋下的结缔组织阿紧张度很强，

特别在右边的肠骨陵有异常压痛。腹诊在肝

点、肺点、胃点均有压痛。治疗时首先比较

左右的厥阴肝经的太冲穴，发现左侧较软，

刺针后头顶有发麻，然后再腹诊时发现肝点

的压痛消失，而肺点的压痛增强。阿患者曾

否感冒?答日：有。现在仍有微热、咽痛。

因此我刺针右臂的太阴肺经和左脚的太阴脾

经，之后肺点的压痛消失。但是胃点还有压

痛。这个压痛虽然经过调整阳明经和治疗股

关节的异常仍不消失。在伏卧位发现右股关

节有异常，脾俞和胃俞的结缔组织也异常紧

张。这些有密切关系。治疗到此时患者才想

起了好久前的腰痛。经治疗这些部位，患者

感到了尿意，排尿后顿感轻松，I临走时她充

满了活力。

2．经络的新看法一生命史观的经络
论

以上提出的事实启示，《难经》的腹诊

点手足的同属经络是密切相联的。为了理解

这个由来，必须运用我对经络论的看法。我

的经络论的特征是根据生命史观来的，迄今

还没有人提到过。

在生命史观上从猴到人类的进化是什

么?就是认识作为行动统辖者的统括界限内

的本能地进化。所以这个进化不是从设计阶

段作为别的生命全面改变的进化，而是部分

改良的进化。其体的说，把原来的四脚构造

(不光是本能是由于意志力)形成两脚步行，

这是人类的进化的实际状态。经络正是在这

把四脚构造改变成两脚步行的过程中所形成

的后天的机能联系。

由于从四脚步行到两脚步行，人体发生

了极大的变化，使得内脏积极参与了身体的

活动。

另一方面，在人类为了保持直立两脚姿

势的常态化，包括在身体腹部前面通过的阳

明胃经及内脏的经穴在足上也就形成了。然

后，形成从足内侧到胸腹部的三阴经连接。

更且根据那些足的经络创造手的新运动形

态，为了又做工具又使用工具，不是为了步

行，同时形成了手臂的三阴三阳的经络群。

这手和足韵经络群时接点是，阳经在侧

头部或者脸上，弱经在胸部。但是在腹部，

没有骨头鄢样硬支柱的地方，透过的足三阴

经和阳明经，在腹部颠簸时不能发挥力量。

特别手臂的三阴经虽然形式上到胸廓结束

了，但是实际上伸张到了软弱的腹部，所以

把这些作为必要因索，这样，手、足阴经结

合，人体才会发挥出巨力。



3．结论

在《十四经发挥》和《伤寒论》中，手、

足阳经的结合相一致，而阴经却不同。对此

本文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进行了解释。需要

注意的是是胃的腹诊点的特异性。胃经是明

显的阳经，因此胃点有异常时，常常在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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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诊点也有压痛。因为阳明胃经是在运动上

最基本的经络，包罗腹部和足三阴经。张仲

景立足于《素问》，创造了六经辨证体系。而

在l临床上用根据《难经》的腹诊方法，使笔

者确认了手、足的同名经络是～体。所以我

想张仲景的六经病和经络是互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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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伤寒论》的恒动辨证观

姜建国(山东中医药大学)

提要本文分别从六经病的三个阶段，即六经发病的“传”，六经为病的“转属”、六经病

差的“劳复”。讨论了Ⅸ伤寒论》的恒动辨证观，以说明动态辨证思维是六经辨证的特色，亦

是中医诊治疾病的思维特色．

关键词伤寒论六经辨证恒动观

《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作为中医学的第

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辨证论治体系，经过近

二千年的临床洗礼，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目前对六经辨证的研究尚存在一些误解。

如受“伤寒”之名及寒温之争的影响，认为

六经辨证仍是外感病的辨证纲领；对六经辨

证和辨证思维特点尚缺乏深入的探索和认

识：对六经之所以钤百病的机理尚缺乏进一

步揭示。

近年的中医研究有两种现象值得深思，

一是病证的规范化研究。首先应该肯定这些

研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但还应注意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