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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永树养阳育阴法针灸理论 医家经验

张永树主任医师业医四十余载，『临床经验丰富，

其针灸技术精湛，善于以中医理论指导临床，除常见

病、多发病外，擅长以独特方法治疗某些按常规治法

难以解决的疾病。在学术上重视阴阳藏象学说辨治疾

病，其思路是“养阳育阴，通调督任，灸刺并重，针

药结合。”现就其针灸养阳育阴法的理论探讨如下：

l 注重阴阳学说

1．1 强调“阴平阳秘”中，阴阳之间是有主从关系

的，阳为主，阴为从。中医学将人体的整体与局部，

功能与形体，用阴阳加以概括，认为只有通过阴阳的

相互消长、转化、运动来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从而

维持人体的生存。阳主动，化气而形成功能，具有温

煦、护卫、气化、固摄、推动的作用。阴主静，成形

而形成物质，具有滋养、涵润组织以及充塞形体的功

能，所谓“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篇第五》)。正是由于阳主动、化气，阴阳的动态平

衡运动则以阳的变动为主导。故而有“人之生，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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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也，聚则为生，散而为死”(《庄子》)，生命的诞

生是阳气聚敛阴气而成。张师崇尚张介宾在《大宝

论》中的精辟见解：“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

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又曰：“凡万物之生由乎

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非阳能死物也，阳来则生，

阳去则死矣。，”故称“自生而长，自长而壮，无非阳

气为之主，而精血皆其化生也，是以阳盛则精血盛，

生气盛也，阳衰则精血衰，生气衰也”，说明阳气在

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过程中起着主要的作

用。

张师指出，从天人合一的观点看，大自然一切活

力来源于阳，“万物生长靠太阳”，俗话说月光再亮也

不能晒谷子。人身之贵者，莫过于阳气，阳气是生命

的象征，有阳则生，阳旺则康，阳衰则病，阳绝则

死。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苍天之气，清净则志

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

之序”。“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

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则

更加说明了阳气为健康之本，为寿命之根。如果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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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固，不能发挥卫外作用，则贼邪害之，六气淫之，

或外感或热病于焉而生。可知阳气的盛衰和布达的顺

畅与否，表现为卫气功能之强弱，关系到健康与否。

若使阳气失其所，就必然会危及到生命。

升降变化乃气化运动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人体生

理活动的重要标志。而这一标志的基础是在阳气主导

下的阴阳变化，是以时间的变动为依据的，这一时间

是春夏秋冬以及日夜更替。依照季节变更及每日的时

间变化，阳气或以生长收藏，或以升降出入，从而导

致了阴阳的消长变化。故《内经》以“四时阴阳”

称之，强调四时与阴阳的相关性。

升降一息，则生命终了。升降的基础在于阳气的

变化，故常认为升降的动力在于阳气．即所谓“人以

气化而不以精化”。认为人体之气化升降以五脏六腑

的功能活动为基础。以中气升降为枢机，中气旺盛，

枢轴运转，机体气化升降正常，人体安康。从这一意

义上讲，阳气在人体生理的动作过程中是占主导地位

的。

1 2 阳气在病理过程中的作用

张师师从承淡安高足留章杰，一脉相承崇尚伤寒

学派。仲景论伤寒，亦以阴阳为纲，凡病人正气盛、

抗病力强、病情呈亢奋状态者属三阳病；而病人正气

衰、抗病力弱、病情呈虚衰状态者属三阴病。由此可

见，在其发病过程中，正气强弱起看至关重要的主导

作用，而伤寒六经分证即表现了以机体阴阳二气升降

出入变化失常的态势。六经是人体生命系统中六个不

同层次的反映，它表现了人体阳气的层次性分布，六

经病证是人体之气在天地之气的影响下运行失调的结

果。六经病证分之为阴阳两大类，如上所述，是以人

体阳气的变动为主导的，它反映了人体阳气在病邪作

用下的功能状态，具体体现在六经的开合枢功能机制

上，因此阳气变动是《伤寒论》的着眼点。

张师临证以用温热法见长，即引发“养阳育阴”

之初衷。张师进一步指出，以伤寒为例，阳气在人体

生理上的重要地位决定了阳气虚衰乃病机关键。因为

阳衰或气化升降失调，变生百病；或卫外不固，六气

淫之而为病。故有“阳盛而生病者千百之一，阴盛而

生病者尽人皆是”之说。

2立养阳育阴之法

鉴于阳气在人体的生理病理中的主导地位，张师

提出“调养阳气，培育阴精”(简称养阳育阴)的大

法。阳气，精则养神，张师以温养心脾之阳，固护阴

精治疗盗汗伴顽固性失眠；柔则养筋，足太阳膀胱经

是主筋之所生病，调护人身最长的阳经，培育阴精，

筋润精足。临床取大椎、合谷，运针得当即有周身温

润，咽津涔涔。手足六条阳经分别是主筋、骨、津

液、气、血所生病，表明调养阳气，滋养阴精的必然

相关。而阴经是主五脏所生病，五脏精气旺盛即可令

阳成盛而呈生机蓬勃。

人之“阴升”为脾胃水谷之气上升于肺，人之

“阳降”即心肺之阳下降于肾，而阴之升必须依赖于

阳气之蒸腾。故培育阴精必从扶阳养阳人手，其可谓

“阳气生旺，则阴血赖以长养”。所扶养之阳，是含有

蒸腾之阴精之阳气，是有化生基础的阳气，是阳中含

阴的阳气。也就是说欲养育阴精，须同时扶养阳气，

且不是单纯、直接地温阳补阳，须防单用温燥之药而

劫伤真阴，而多以甘温滋润之法。具体地说，是在培

补之时，以填精补髓、滋养阴精的药物为主为基，配

合温阳化气之品，而达到阴阳相偶、培育阴精的综合

作用。如此之法，此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大

法。

3 养阳育阴，督任为重

针灸施治首选“通调督任”，督为阳经之海，大

椎为诸阳之会。张师引《内经》所言，黎明时两目睁

开，卫气即从睛明穴出，经足太阳膀胱经上头，然后

布散督脉全身阳经(手足六条阳经均在头部交会)。

入夜睡时，卫气又从睛明穴进入体内。营为阴，卫为

阳，督脉总督一身之阳气。任为阴脉之海，该脉之关

元、气海为阴中阳穴，元气出入之所。取督脉之大

椎、背阳关、百会及八脉交会穴之后溪(通督脉)，

取任脉之关元、膻中会阴穴，配八脉交会穴列缺(通

任脉)，加上诸阳经的其他穴位如天柱、风池、肾俞、

上鼹、委中、外关、合谷、阳溪、手三里、头维、足

三里等，共奏通调督任之功。

任脉为阴经之海，手之三阴均起于脏，足之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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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归属于脏，并分别在回来和阳经相接。所谓阴在

内，阳之守。阳在外，阴之使。阴作为物质基础，是

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总前提，根据阴经直接归属脏而

联络腑。阳不断以功能活动来充实阴精，又不能耗散

阴精，“阴生阳长，阳生阴长。”任脉也以总任阴脉而

和督脉相协调，其间还依赖络脉、奇经八脉等协同。

人始生两精相搏谓之神，男女两性交合时督任脉的通

经接气即是完成阴阳相合的过程。张师收治肾亏宫

寒，月经闭止之不孕妇人，即以温养关元穴辅金匮肾

气丸加制龟板、紫河车，续治半年而效。盖关元乃阴

中阳穴灸刺并用以达养阳育阴，并用方药而取效。

督、任脉均起于少腹，出于会阴、上行于腹正中

及背正中。督任脉与冲脉一源三歧，交汇贯通，在生

理、病理上有着必然的联系。从历代文献看，督任两

脉的生理功能是统督背部之阳、腹面之阴及诸阳经、

阴经，为全身经脉之海，调节阴阳，为十二经之纲领

及动力；且为肾气肾水之通路，主生肾气、交通心

肾、充养髓海、益脑、主生殖功能等。

综上所述，张师从阴阳学说为指针，从大量临床

实践中悟出阳气为主的生理病理现象，提出“养阳育

阴”学术主张。在通督任、灸刺并重的医疗实践中证

实其疗效是明确的，辨证取穴上以通调督任为主，取

大椎、百会、腰阳关、手三里、头维及阴中阳穴关

元、气海为要穴，手技方面则采用灸刺并重。如大剂

量艾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和原发性高血压；针刺治

疗顽痹、顽固性皮肤病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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