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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敦煌医学文献中包含的针灸治病资料，对于了解古代针灸技术的传承演变有着重要价值。敦煌医学文献

中针灸治疗既有来自《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等古代医书的内容，又有魏晋至唐宋积累的医疗实践

及带有区域特点的资料。这种针法包括了经穴的部位、取穴的特点、针刺或艾灸的手法及适用证和忌证

等方面的内容，有些情况则不完全对应现存的医学文献记载，反映了唐宋时期针灸技术发展具有丰富性

和实用性。本文通过研究敦煌医学文献中的针灸论述，结合文献分析，理清它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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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upuncture treatment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Dunhuang medical literature holds important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of ancient acupuncture techniques. In 
Dunhuang medical literature, acupuncture treatment includes content from ancient medical texts 
such as the Huangdi Neijing and Zhenjiu Jiayi Jing, as well as medical practices accumulated from 
the Wei-in to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and materials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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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covers aspects such as the locations of acupoints, characteristics of point selection, methods 
of needling or moxibustion, and indications and contraindications; in some cases, it does not en-
tirely correspond to the records in existing medical literature, reflecting the richness and practical-
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upuncture technique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This paper 
clarifies its origins and evolution by studying the acupuncture discourses in Dunhuang medical lit-
erature,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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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敦煌文书是古代重要的医学史料之一，里面有着大量医学内容尤其是针灸医学的研究资料引起了大

家的兴趣，这些医学卷子不止包含有唐宋时代的实用经验。也反映了当时的医疗思想的多元和创新发展。

中医针灸是中国重要的医疗技术从《黄帝内经》开始就在不断进化与发展，在敦煌医学卷子里也有针灸

内容的反映，其中记录了大量的针灸操作疗法与注意事项，既有经典针灸理论的继承也有多样化的唐宋

时期的实用内容。因此，对其敦煌医学卷子进行研究，明确其中的针灸疗法源流，对当前中医学针灸发

展也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主要是通过敦煌医学卷子中的针灸内容整理来研究它的理论基础和实用特点从

而为今天我们对针灸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2. 敦煌针灸中的针刺疗法 

2.1. 针刺疗法的发展演变 

敦煌医学卷子中收录的大量针刺治疗方面的医疗文献资料最早见于成书很早的《黄帝内经》，该书

阐释了经络的理论，是针灸的理论来源。在敦煌文献中，出现了很多的针刺疗法，除了传统毫针术还包

括诸如“火针刺”“速刺法”等其他一些独特的针刺方法。尤其是火针刺，这种治疗手段多用于寒湿痹证

或积久之痹证，与现代温针疗法相似。且在后世的针灸经典文献《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也有提到此

类治疗手段，可说明这一针刺方法在唐宋时期已经很成熟。此外，速刺法也是敦煌卷子中的重要部分，

其所述关键点是疾刺之意，目的是行针可通经止痛。据相关学者所研究，敦煌文献中的其他一些特有的

针刺技术逐渐进入了后世针灸发展的殿堂，成为现今针灸的一种重要手段[1]。此外，《针灸甲乙经》《针

灸大成》等传统医药典籍则为针灸具体的操作流程、用穴原则和适应症的应用做了丰富补充。但敦煌医

学卷子所反映出来的针刺疗法不仅继承发展了以上传统医药文献的经典原则，而且结合隋唐至五代民间

临证经验，形成更为务实可行的治疗方案。 

2.2. 针刺疗法的应用范围 

敦煌医卷子中几乎见于治内、妇儿各科病的针刺方法，反映了唐宋针灸治病的广泛性与可操作性，

细致描述了不同病证(风寒痹痛、胃肠诸疾、妇科病、小儿疾患、急重症)选穴施术的步骤与方法，如治疗

因风寒湿痹引起的关节疼痛，《敦煌医卷子》建议针取风池、肩井、曲池等以达到通络逐寒的效果，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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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与今中医治疗风湿痹痛关节炎的取穴思路是相同的。针对内科疾病，敦煌医学提出了缓解急腹痛、

腹泻和呕吐等针刺方法。例如，针对急腹痛，提出在巨阙、天枢、足三里等穴位上针刺以运脾消食和调

和气机，至今仍有较高的价值[2]。同时，在针灸妇产科疾患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例如针对月经失

调、痛经和产后腹痛，就提出在关元、中极、三阴交上针刺以调和血气并恢复平衡之态，不仅反映了唐

代至宋代妇科针灸之水平，而且为现今中医妇科临床提供了借鉴。 
同时，我们在敦煌医书中看到，除了记载成人病针灸治疗的记载外，还有针对儿童的病症，如泄痢、

发热、惊痫等，例如治疗小儿惊痫病，使用“刺少商大椎出血刺”，散热以治搐，和今之儿科针灸刺络放

血疗法相似，可知古人已经开始认识儿童的疾病特点，而创制适宜儿童疾病的针灸治疗。这一点补充说

明针灸在敦煌医书中的作用，也可了解唐宋针灸之变繁精确的情况。 

2.3. 针刺疗法的临床效果与评价 

敦煌医学卷子中存在着大量关于针刺的记载及应用，并且有针刺治疗临床有效性验证。很多敦煌医

学卷子记载着对风毒头痛、挛痹、中风后遗症的针刺治疗方法，例如对于风毒头痛，敦煌医学卷子中有

特别提出“以针灸之，取百会、风池、风池、太阳穴”，“刺后即安”之说，说明通过针刺治疗头痛能立

刻消除头痛，提高生命质量，这也正是现代针灸治疗偏头痛的研究原则，说明唐宋时的医家已经清晰地

认识到针刺对神经中枢的调控作用[3]。同时，在敦煌医学卷子里可以看到针灸并用的情况，来提高治疗

效果的例子。例如，曾记录有“针后灸之，令气至则病已”，其中气指经气，针下的得气感应。说明当时

人们已经认识到针灸并用的方法和运用。而现代最新研究表明针灸并用能够活血祛瘀，增强机体免疫力，

促进早日康复[4]。从而说明敦煌时期针灸疗法已经形成具有一定规律的临床应用系统，对当时的健康护

理起到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敦煌医学卷子中，我们也能找到针灸过程中禁止内容的详细记载，例

如，对于十分虚弱的病人，“当不深刺”“勿用下”，就说明当时的医家已经认识到针刺的禁忌以及针灸

的适应征和禁忌症。此外，还提出了根据不同季节不同状态下的针灸差异，“冬当补，夏当泻”，可见，

到唐宋时期，针灸中已经出现了针灸辩证的个性化疗法。 

3. 敦煌针灸中灸疗法 

3.1. 灸疗法的发展演变 

艾灸作为中国古代医学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时代，而日积月累后

不断发展进化。敦煌医药文献中记载大量艾灸方面的内容，既是对诸如《灵枢》《针灸甲乙经》等古籍理

论的继承，在敦煌医书的灸法内容，我们发现除了常见的艾灸以外，还有诸如“隔物灸”、“铺灸”、

“柱灸”、“火焰灸”等特殊灸法。例如，记载“置姜脐下灸，可消泄痢”即是“隔物灸”的典型方法，

与现今流行的隔姜灸、隔盐灸原理类似。还有根据寒暑和人体阳气盛衰，选择适应的灸法种类的原则“冬

三月，灸可取阳，夏三月，灸可取阴”[5]。这表明敦煌时期的灸法技术和方法已经很完善和完备。这些

文献也是与唐宋时期的医疗实践的交汇，显露出别有风味的本土特色与应用技法。 

3.2. 灸疗法的应用范围 

敦煌医学文献中的针灸疗法运用广泛，涉及临床的内外妇儿科等各科，在治阳起沉、逐水祛痰，调

和脏腑功能方面有着显著的作用。如治疗脾胃虚寒症，敦煌医学文献记载以神阙、关元、足三里等穴位

进行针灸治疗，起温脾壮阳健运脾胃的作用。近期的研究发现针灸足三里对改善胃运动及胃壁血液循环

具有作用，与敦煌医学文献所记载相吻合[6]。同时，针灸疗法对治疗风寒痹痛疾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在敦煌医学文中记录到：“风痹久不瘥，以艾炷燃着大椎、曲池、阳陵泉，各灸七刺”，这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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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针灸的热力可以刺激血液循环，并用实验证实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与后世的《千金要方》、《外

台秘要》等医学著作记录的相似，这也说明唐代至宋朝针灸在治疗风湿、寒湿痹痛等疾病中被普遍应用

了。与此同时，就妇科疾病而言，敦煌医学卷子也有大量艾灸处方，如云：“妇人不通经者灸气海及三阴

交各五壮”，说明敦煌医家已认识到艾灸可以起到调节月经不调、胞宫冷的治疗效果；而敦煌医学卷子

也有使用艾灸治疗与妊娠相关的病证，如：“妊娠腹中胎动者，灸至阴五壮”，至今仍为中医针灸临床治

疗安胎的常用方法。 

3.3. 灸疗法的临床效果与评价 

敦煌医学卷子中提到的灸法有多种多样，适用范围广且疗效显著。常用之于古代医书中且多被看作

对长期病人有很好的疗效。例如，虚弱无力、无生机之人体者，可用灸法刺激关元和命门穴，使人具有

生机。此点已被现代研究证实，通过使用灸法于关元和命门穴，有利于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改善亚健康。

与此同时，此外，在敦煌医卷中也有对艾灸疗效进行分析的记载，如云：“久患不愈，以艾灸之 300 度

而愈”。表明唐代或宋时，医者对艾灸计量效应开始有所关注，并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了最适宜的艾灸

度数。敦煌医卷中还特别提到“气至为止”的原则，说明医者也意识到艾灸需根据患者的反馈做出调整，

而不是盲目地持续进行艾灸。 
需注意的是，临床当前有文献提示了艾灸时要注意避免大面积烧伤，以免烧伤或烫伤患者而留疤的

表述[7]。而这一观点早在敦煌医卷中提起，其中对艾灸禁忌症和不谨慎艾灸的弊害进行提示，如在艾灸

时的特别注意事项中提示：“治发热人、阴虚之人勿使灸之”，可见当时医家已认识到艾灸过之可加重

发热病势。这些都透露出唐宋医家对于艾灸弊害的认识和艾灸禁忌症的相对健全。 

4. 针灸禁忌 

4.1. 针灸禁忌的整体原则 

针刺治疗是敦煌医学卷子中记载最为详实并且给出了针刺临床应用情况的部分，同时其也集中体现

出了禁止针刺的对象。这意味着针刺治疗在唐宋医师看来极其讲究禁忌问题。禁止用针的情况包括针刺

对象的具体身体情况、疾病类型及特征、天气的变化和不同人群以及针刺手法的恰当与否等多种因素，

显示了当时医家在针刺适应证及潜在风险方面的认识。敦煌医卷中就对下针过于深的禁忌有所提示：“病

弱者，不可大热，深，伤元气随针去”。这提示我们可以注意下较虚弱病人的禁忌，不适合下针太深，否

则患者会导致元气随针丧失，此为《黄帝内经》“损其下者益其上”思想在后世的延续，提示在敦煌时

期，针灸学术中已经衍生出较完善的个性化处方及理法。而现代化发展中，也有些针灸专家也提出了类

似的观点，认为对于素体虚弱、气血亏虚的患者应该采用温补的方法，即轻刺激如轻刺和少留针，以免

因针刺过深或者刺激量大引起不适反应[8]。 

4.2. 针灸禁忌证 

敦煌医学卷子明确记录了部分病症禁针的病症，以避免针灸法操作不当导致病情加重及严重不良反

应的发生。如：“以忽然倒闷，不可轻易施针，致死不复。”提示古人已认识到针灸对中风、猝倒等病症

无明显意识复苏作用，同时可能延误急救时间。现代医学同样建议，如心脏骤停等，先用西医方法急救，

而西药等急救后可使用针灸方法进行康复治疗，不应在第一时间进行针灸疗法的操作[9]。同时，“热病

汗出不止者，不可针”，此条见于敦煌医学卷子，说明古人意识到高热多汗后进行针刺可导致进一步津

液消耗进而加重病情的这一认识。“病热汗出，勿针”为《针灸甲乙经》论及之。而当前最新研究显示，

脱水伴有发热症状的患者，针刺后因可刺激交感神经系统而使出汗量增加，电解质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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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医学卷子也涉及孕妇禁针的问题，如卷子记载：“孕妇不得施针三阴交、合谷，恐堕胎。”由于三阴

交、合谷二穴都是具有强大活血化瘀作用的穴位，二者目前都是现代针灸学的禁针区。目前研究发现刺

激三阴交、合谷可能会引起子宫收缩，从而发生流产或早产的风险[10]。因此，古人已经明确针灸治疗时

对待孕妇需采取特殊操作方法。 

4.3. 针刺部位的禁忌 

敦煌医书卷子也有记载了一系列特定穴位针刺禁忌，提醒人们避免因不当的针刺导致不良后果。如

卷子中明确记载了“囟门未合小儿不刺百会”，即小儿囟门尚未闭合时不宜刺百会，这样可防止因错误

的针灸操作导致尚未发育成熟头骨的损坏，这与现今医学中保护新生儿大脑的做法一致，显示唐代宋时

代医家已关注儿童这种生理特征，为其制订了相应的针刺禁忌。此外，敦煌医学卷中也有提到：“深用

针则五脏伤”，此处的“心下”大约相当于现代解剖的剑突下部位，在此施用深刺可能会将脏器如肝脏、

胃等刺破。为验证这一理论，现代医学研究展开投入，研究表明，深刺有可能发生气胸或损伤重要脏器

等副作用，因此针灸学中就有明确规定心脏、肺脏、腹腔脏器需要慎刺的规定[11]。这也是基于敦煌卷子

所传承下来的。 

4.4. 针灸手法的禁忌 

除了特定人群和特定区域禁扎针外，敦煌医方也强调某些扎针操作不可做，是为了防止因错误操作

而造成的不良后果。例如，它说“扎之过深，用力过甚即损伤人血”。这表明当时医者已知在扎针时如果

使用过大力气或进针过深，就有可能导致血液循环紊乱甚至晕针。如今的针灸理论也主张要节制针刺力

量和深度，尤其对于第一次接受针灸治疗者或身体羸弱者，需要柔和进针减少被扎者的痛苦。同时，敦

煌医籍也提到：“不可留针久驻，伤气则虚矣。”它反映了对于针灸留置时间长短的重视，否则太过久留

会使患者血气消耗严重，会引发疲劳、眩晕等现象。而最新研究也表明，适合的针灸留置时间一般以 15~30 
min 为宜，两者兼顾，才能达到疗效并且不会因强烈的刺激而影响疗效[12]。 

5. 结束语 

综合上述来看，保存在敦煌石窟的医学文献是原生态的医学文本，也极具价值，是古代医书、古医

方、古医术的重要记录，对解读唐代以前的针灸技术意义重大。根据目前文献记载的内容进行整理，包

含针刺术、艾灸法和针灸禁忌等内容，体现了研究者在不同维度分析和总结了敦煌针灸学的发展情况。

目前虽实际运用不多，可利用敦煌针灸特色，针对相应的疾病做临床试验或动植物试验进行论证其科学

性与实用性，更好地发展敦煌特有的针灸技术在临床的应用，服务于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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