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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泻必用方”与“补必用方”刍议※

● 薛进旭 1 毛慧芳 1 李东顶 1 葛开发 1 梁永林 1，2▲

摘 要 通过学习《黄帝内经》和“泻必用方”与“补必用方”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泻必用方”与

“补必用方”其本质内涵相同，都是强调把握人体气血以因时针刺的重要性。《素问·八正神明论》“泻

必用方”后详细举出了“用方”针刺以泻邪的实例，而《灵枢·官能》“补必用方”后则明确描述了“用方”

针刺以补正的操作方法，二者只是分别从补、泻角度，用不同的论述方法来论述因时针刺以调人体气

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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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泻必用方”与“补必用方”分别见于

《素问·八正神明论》和《灵枢·官能》。此两篇内容主

要论述的都是针刺的临床应用，但却出现了“泻必用

方”与“补必用方”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给后世学者

造成了不小的困扰。自古及今，有关《黄帝内经》“泻

必用方”与“补必用方”的争论不胜枚举，皆有理有据，

更使广大中医学子无所适从。而针刺补泻又是针刺

临床应用的精华所在，故对《黄帝内经》“泻必用方”与

“补必用方”尚需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1 “泻必用方”与“补必用方”争论

简述

1. 1 以《素问·八正神明论》“泻必用方”为准绳 明代

医家马莳曰：“泻必用员，补必用方，《八正神明论》泻

必用方，补必用圆……其言如此，此节（指《灵枢·官

能》）之方圆误可知矣。”[1]即其认为“泻必用方”是正

解。有学者也通过查考《针灸甲乙经》卷五《针道第

四》中所引《素问》《灵枢》经文，发现其均统一为“泻必

用方”。而《针灸甲乙经》成书于晋初，距汉成帝使刘

向等校经传之时不远。所以，《灵枢》《素问》翻刻传抄

之误可能较少，故而《针灸甲乙经》所引之文较正确，

应以《素问》“泻必用方”为准[2]。

在认同“泻必用方”的前提下，“泻必用方”的具体

内涵也是争论的焦点。有学者根据中医学常用天地、

水火、寒热、男女等概念替代阴阳以避复这一特点，认

为“泻必用方”中的“方”代地、阴，原句可解为“泻必用

阴”。即对邪气亢盛的实证用泻法，必然起到衰减的

作用——实则虚之也[3]。而有学者则认为“泻必用方”

是补泻总则的概括之一，即气盛方泻[4]。亦有学者依

据中医取象比类的思维，建立“方员－规矩－补泻－

五行”的思维轴，认为“泻方”中蕴含着五行补泻的法

则，五行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是“方”达到“泻”之目的

的内在原理[5]。

1. 2 以《灵枢·官能》“补必用方”为准绳 有学者对

“泻必用方”与“补必用方”所属篇章文字进行对照，认

为《素问·八正神明论》主要是对《灵枢·官能》内容的

解释，其应在《灵枢·官能》之后。同时该学者认为补

与泻是相反概念，故方与圆也应该是相反含义，因此

词性必定一致，而《灵枢·官能》方、圆二字词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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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应以《灵枢》为准，即“补必用方”[1]。同样有医家

认为，无论从立论的严密性上看，还是从传承的关系

上看，都是《灵枢·官能》之义胜[6]。

关于“补必用方”内涵的争论同样不在少数。有

医家从临床角度立论，认为《灵枢·官能》所说的“补必

用方”是行针手法，十分切合临床实际[7]。也有医家认

为针刺操作中捻转时拇指进前，食指退后，用拇、食指

指腹掌侧面对捻或用拇指指腹掌侧面与食指指腹桡

侧对捻，拇、食指与虎口间的孔隙分别呈近似正方形

和长方形，而非圆形，因此方为矩为正[8]。还有医家认

为《灵枢·官能》所说的“补必用方”方的含义不是指具

体的针刺补泻操作方法，而是对补泻操作方法特点的

整体概括和抽象[1]。

1. 3 《黄帝内经》“泻必用方”与“补必用方”二者并存

不悖 针对“泻必用方”与“补必用方”非此即彼的争

论，有医家认为《灵枢·官能》是详述具体的针刺手法

的圆活流利(员)和沉稳(方)，《素问·八正神明论》是论

呼吸补泻法，二者并不相悖[9]。目前《针灸医籍选读》

也认为《灵枢·官能》中“补必用方”指的是针刺具体方

法，而《素问·八正神明论》中“泻必用方”是指运用泻

法的时机，二者不可混为一谈[10]。有医家则认为《素

问·八正神明论》中“泻必用方”是指针刺补泻时必须

要掌握人体气血的变化情况，而《灵枢·官能》中的“补

必用方”主要是指针法、手法[11]。

2 “泻必用方”与“补必用方”详论

方，本义是相并的两条船[12]，但目前其可查考的

含义多达十几个。所以，“泻必用方”与“补必用方”中

“方”的具体含义就成了二者争论的关键所在。笔者

通过学习《黄帝内经》和“泻必用方”与“补必用方”的

研究成果，认为此处的“方”用作副词，表时间，意为

始，才；正当时；将。而“方”作此解释，可以充分地解

释《素问·八正神明论》“泻必用方”与《灵枢·官能》“补

必用方”，详述如下。

2. 1 “泻必用方”释义 《素问·八正神明论》曰：“泻

必用方，方者，以气方盛也，以月方满也，以日方温也，

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内针，乃复候其方吸而转针，

乃复候其方呼而转针，故曰泻必用方，其气乃行焉

……故员与方，非针也。故养神者，必知形之肥瘦，荣

卫血气之盛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方”

者何谓也？“非针也”。书中明确言道并不是指针的形

状而言[13]。

《素问·八正神明论》篇名中的“八正”，指一年中

的八个时令，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

秋和立冬。“神明”之意，据吴崑所注:“谓日之寒温，月

之盈虚，时之浮沉，皆神明之所宰。”以“八正神明”为

本篇之名说明其在中医理论中的重要性[14]。而全篇

首论即言“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焉……法天则地，合以

天光”。针刺一定有法则，就是效法天地，遵循日月星

辰的变化。所以，在本篇的题目和首论中就明确体现

和强调了把握针刺时机的重要性，即因时而刺的重要

性。而后本篇继续进一步详细论述为何要因时而刺

以及从时间节点的角度而言怎样因时而刺，即“是以

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

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也。”同

时，明确指出因时针刺的最高指向就是“因天之序，盛

虚之时，移光定位，正而待之”，最后指出最高的要求

“天忌不可不知也”。所以，全篇的核心和重点就是把

握因时针刺。

针刺补泻的实施是因时针刺的具体体现，所以

“帝曰：余闻补泻，未得其意”，就是引导读者明确怎样

在补泻中把握和运用因时针刺，即所谓“岐伯曰：泻必

用方”。所以，“泻必用方”是基于本篇所讨论的核心

和重点以泻法为例进一步的具体解释。“方者，以气方

盛也，以月方满也，以日方温也，以身方定也”就是从

整体角度而言，因时针刺要把握住人体之气正当盛

时、月亮正当满时、太阳正当热时；“以息方吸而内针，

乃复候其方吸而转针，乃复候其方呼而转针”从具体

针刺操作的实施细节而言就是要在病人正当吸气时

进针，还要在病人正当吸气时捻转针、正当呼气时捻

转针。而这些具体的要求也是基于对人体气血的把

握所提出的。同时，在本篇最后也对全篇的核心和重

点作了再次申明，即“合人形于阴阳四时，虚实之应，

冥冥之期，非夫子孰能通之”。由上可知，“方”在本篇

中表时间，意为正当时、将、才等。所以，“泻必用方”

就是指在针刺泻法中要因时针刺以调人体气血。

2. 2 “补必用方”释义 《灵枢·官能》曰：“补必用方，

外引其皮，令当其门，左引其枢右推其肤，微旋而徐推

之，必端以正，安以静，坚心无解；欲微以留，气下而疾

出之，推其皮，盖其外门，真气乃存。用针之要，无忘

其神。”与《素问·八正神明论》“泻必用方”皆以“方”言

针刺补泻操作的机要所在，但此处言补，“方”字何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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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灵枢·官能》全篇的论述格局来看，首论“用针

之理”，次言“用针之服，必有法则，上视天光，下司八

正”“必知天忌，乃言针意”。从中便可看出本篇与《素

问·八正神明论》同样，亦言因时针刺的重要性。而在

论及“补必用方”之前有一重要的论断，即“是故工之

用针也，知气之所在，而守其门户，明于调气，补泻所

在，徐急之意，所取之处”，随后便言“补必用方，外引

其皮，令当其门，左引其枢右推其肤，微旋而徐推之，

必端以正，安以静，坚心无解；欲微以留，气下而疾出

之，推其皮，盖其外门，真气乃存。用针之要，无忘其

神”。所以，“补必用方”的提出是对“工之用针也”要

求的进一步阐释，也就是从补益的角度论述“明于调

气”。所以，《灵枢·官能》所讲的“补必用方”主要是讲

调人体血气的具体操作，也就明确了针刺补法的实现

是通过调理人体气血。而因时针刺的本质就在于因

时调血气，所以“补必用方”所言就是在补法的操作实

施中要把握人体气血而因时针刺。

所以，《素问·八正神明论》“泻必用方”与《灵枢·

官能》“补必用方”两者都重在讲因时针刺以调理人体

血气，只是从补和泻不同的方面进行讲解。而《内经》

针刺补泻方式突出体现的就是刺法操作特点与人的

气血状态及病势相合[1]。所以，《素问·八正神明论》

“泻必用方”与《灵枢·官能》“补必用方”只是重点突出

了因时针刺这一重要因素在调理人体气血中的重

要性。

3 小结

针刺若要在临床上取得长足发展，必须依靠精

确、严密的针刺理论；而针刺临床疗效的不断提高，又

是对针刺理论精确性、严密性的验证。针刺补泻理论

是针刺临床应用的关键所在，故本文就《黄帝内经》

“泻必用方”与“补必用方”理论进行了简单的探究，希

望可以为广大临床医师的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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