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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洛书“圆平衡”之象探讨“巨刺”和

“缪刺”的理论基础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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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洛书九宫图画的是方之图，但模拟洛书联合后天八卦，是以“５”为中心，中土自旋，生化万物的“圆平衡”之象。从中医学
角度来看，人体自身脾胃（中土）居于中焦位置，中焦脾胃生化气血，斡旋枢机，长养全身，即“中央土以灌四傍”。中焦脾胃相

当于洛书“圆平衡”结构的圆心位置，而我们的双臂、头脚及右肩左足、左肩右足等均为模拟的“中间杠杆”，交叉对称。巨刺、

缪刺均为左病刺右、右病刺左、交叉取穴的针刺方法，区别在于针刺的浅深、病位的浅深及在络或在经的不同。基于洛书“圆

平衡”之象，当身体一侧经脉或络脉有邪气时，针刺圆内平衡结构的两端相对应位置，或“上病下取”，可经过洛书中央数５的
沟通，调节圆内不同方位的穴位，以平衡人体气血阴阳，祛邪扶正。对于疼痛性疾病，临床也多采用交叉取穴的方法，“从阳引

阴，从阴引阳”，以调节人体偏颇的阴阳状态，使疾病自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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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刺”和“缪刺”是针灸学理论中“左（病）取
右（穴），右（病）取左（穴）”交叉取穴的针刺方法，

但为什么这样取穴？笔者试运用“形象思维”阐释

如下。洛书中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之和等

于１５，是以５为中心，中土自旋，生化万物的“圆平
衡”之象，用针刺调节气血偏颇的一侧以平衡象数

之和，体现了《黄帝内经》“以平为期”的中和之道。

１　洛书中的象数之理与“圆平衡”之象

１．１　“象数思维”与洛书“象数之理”　象数思维，
是指运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数字等

象数工具来揭示世界的本质规律，通过类比、象征等

手段把握、认知世界的联系，从而构建宇宙统一模式

的思维方式［１］。象数思维主要受易学文化的影响，

在中医学的各个方面均有体现，如针灸学中的十二

正经、奇经八脉、五腧穴的命名，灵龟八法针法的运

用等。传统象数思维是象与数结合的有机统一，象

是取具体物象来比拟、类比万事万物，数是有具体含

义、承载天地自然密码的自然数，不是简单的数字叠

加和排列，而是具有法天则地的自然属性。如“经

络象”，五输穴命名是取水流从源到流、由小到大的

自然现象之意，以比喻人体内营卫气血流注这５个
不同部位的盛衰，借以说明营卫气血运行和分布规

律［２］。

早在《周易·系辞上传》中就有关于洛书的记

载：“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

圣人则之。”提及了河图洛书的名称。古人通过仰

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运用以数定象，因数明

象的象数思维模式，归纳天地人三者永恒不变的规

律，构建出大一统的河图洛书象数体系［３］。《尚

书·洪范》言：“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

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

次叙。”１～９的数字排列构成了洛书之数，见图１，
形成以５为中轴，向八方延展成方形框架的方之象。
图中白点为阳，黑点为阴，阴数与阳数数字的大小代

表了阴阳的盛衰。阳数（１、３、７、９）居东西南北四正
之位，阴数（２、４、６、８）居西南、东南、西北、东北四隅
之位，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之和均为１５。
形成“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

居中宫”的排列顺序。我们可以通过象数思维来类

比九和一为人体的头部和人体最低处，三和七代表

人体的左右臂，二和四类象为人体的肩关节，六和八

为人体的足部，可以构建一个人体小宇宙模型。人

体是全息的，局部带有全部的信息，而人又是宇宙中

的一部分，正所谓“人身是小宇宙，宇宙是大人身。”

任何一个人和天地自然是一个“同构（气）”，其本源

规律是一致的。《素问·宝命全形论》言：“夫人生

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是合天地

之气而成的万物生灵，与天地自然休戚相关，同频共

律。中医强调整体观念，用自然时空中自然物的规

律去类推万物之道，洛书通过完整的数字排列与布

局构建出数理与自然时空、人文环境的衔接模型。

《易经·系辞》言：“叁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

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说明洛书九

宫数理蕴藏着“天人相应”“宇宙全息律”等信息，也

进一步说明术数学的“全息理论”“数理模型”“符号

语言”“象数思维”在传统文化各领域具备某些通用

性和全息性［４］。

１．２　洛书的“圆平衡”之象　《灵枢·九宫八风》提
出了太一游龙宫，是洛书与八卦、八风、八节、八方相

配，其意义除依天象观测八风、预测疾病外，其数字

变换有全息脏象数学模型的意义，不仅可以作为全

息脏象的数学表述，也可以作为“人体小宇宙”的理

论模型［５］。古洛书（图２）数字表示的多寡反映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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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寒温的变化和昼夜晨昏光热的强弱［６］，洛书数字

均不是简单代表数字的大小，而是包含具体的自然

物象属性，其数字本身也是一个浑圆整体。后天八

卦数源自洛书数字排布，古人用后天八卦类象万物，

如时间和空间的物象，其卦序为：坎一、坤二、震三、

巽四、五中宫，乾六、兑七、艮八、离九。

图１　洛书九宫图模型

图２　古洛书圆图

　　洛书九宫图画的是方之象，而我们可以模拟洛
书联合后天八卦（图３），形成以“５”为中心，中土自
旋，生化万物的“圆平衡”之象。即洛书九数以５为
中极点，将其余八个数分别配属八卦，二八、九一、四

六、三七均以中土五为模拟中心点，使其连线的一方

为阳，另一方为阴，通过针刺不断调节相对位置的气

不均衡状态，构成一个完整的、包括阴阳平衡体系的

“圆平衡”之象。左右、上下、斜角交叉均以模拟圆

心为杠杆，每条杠杆数字之和均为１５，构建起圆内
多条平衡结构。从中医学角度来看，人体自身脾胃

（中土）居于中焦位置，中焦脾胃生化气血，斡旋枢

机，长养全身，即“中央土以灌四傍（《素问·玉机真

脏论》）”。中焦脾胃相当于洛书“圆平衡”结构的圆

心位置，而我们的双臂、头脚及右肩左足、左肩右足

均为模拟的“中间杠杆”，交叉对称。《灵枢·九针

论》言：“岐伯曰：请言身形之应九野也，左足应立

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胁应春分，其日乙卯……腰尻

下窍应冬至，其日壬子。六腑膈下三脏应中州。”可

知脏腑系统的内部关系为处于同一对称轴线上的两

个脏腑阴阳互补且相冲［７］。我们用取象比类的研

究方法去类比，洛书九宫之数所处方位类比为人体、

头面、四肢等相对应部位，把人体看做一个浑圆整

体，符合中医传统研究方法和形象思维。

图３　洛书配后天八卦图

２　“巨刺”和“缪刺”的理论基础

２．１　“巨刺”和“缪刺”的概念及内涵　巨刺最早
见于《灵枢·官针》：“凡刺有九……八曰巨刺，巨刺

者，左取右，右取左。”《素问·调经论》曰：“身形有

痛，九候莫病，则缪刺之。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巨

刺之。”巨刺是九刺中一种左病刺右、右病刺左、交

叉取穴来治疗疾病的针刺方法。针对疼痛发生在左

侧，而右脉出现异常时，采用巨刺的方法，而如果身

疼痛但九候部脉象未出现异常，则缪刺之。而《素

问·缪刺论》专门对缪刺进行了定义和论述：“夫邪

客大络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与经相干，而

布于四末，其气无常处，不入于经俞，命曰缪刺”“帝

曰：愿闻缪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邪客于经，左

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必巨刺之，

必中其经，非络脉也。”表明缪刺是病在络脉不传入

经脉时，左右络脉邪气相互贯通，则采取左络有病刺

右络，右络有病刺左络的针刺方法。巨刺与缪刺的

共同点均为一侧有病而对侧取穴的针刺方法。

“巨”有“交互”之义，据训诂学中同音字有同源互译

之说，“缪”字同音“纠”，有“纠缠、交互”之义。故

缪有交错之意，即络脉之病，在左刺右，在右刺左，交

错而针［８］。

２．２　对“巨刺”和“缪刺”理论基础的认识　为何
会采用对侧交叉取穴的针刺方法呢？目前对“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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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和“缪刺”理论基础的认识大概分为以下几种。

（１）人体经络系统对称分布的客观规律。人体的十
二经脉均对称分布于人体左右两侧，并以相互交叉

的交会穴作为脉气互通的点。人体两侧的经络系统

在生理病理上相互影响，比如手阳明大肠经左右两

条经脉相互交叉：“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在临

床中可以通过交叉取穴调整患侧疾病。常见的疾病

如周围性面瘫，治疗在基础选穴的基础上，加取手阳

明大肠经健侧主要穴位进行治疗，可防患侧神经水

肿。（２）中医学的阴阳整体观。《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左右

者，阴阳之道路也。”人是“负阴而抱阳”、阴阳俱足

的有机整体。人体一侧有病是结果，不是病因。临

证中，切不可“导果为因”，仅关注病变局部，而忽略

了人体的整体性［９］。（３）现代医学佐证。从现代医
学来看，人体感觉神经纤维、运动神经纤维在中枢内

均与对侧交叉，表明了左右两侧经络是相互沟通

的［１０］。巨刺法通过自身完成调节控制功能，形成环

式回路，调节和控制大脑皮层内相应通路［１１］。另

外，脊髓、脑干网状结构、丘脑非特异性投射系统和

大脑皮层也是巨刺重要的结构基础［１２］。现代医学

基于人体大脑皮层信息的交互传递，论证了针刺信

息在人体交叉传递的可靠性，但仍需进一步研究来

证实和验证。

３　洛书的“圆平衡”之象对“巨刺”和“缪
刺”取穴的临床指导意义

３．１　“巨刺”和“缪刺”交叉取穴本义　河图与洛
书所包含的原理从一开始就在本体层面展开了对宇

宙人文的探索，即以“圆”和“方”作为其最基础的视

觉思维框架，它们的视觉呈现方式都是全息模式，即

将阴阳、能量、数量、方位等不同要素统一于一个整

体图像系统内，强调人与自然的联动关系［１３］。“巨

刺”和“缪刺”作为已经运用起来的特殊针刺方法，

其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必定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

根。《易经》作为群经之首，描绘出洛书中的象数之

理，为后来许多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周

易·系辞上传》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故传统的中

医思维一定是用“和”的阴阳理念去纠正人体的偏

差状态。《素问·至真要大论》言：“谨察阴阳所在

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寒者热

之，热者寒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伤寒论》

第５８条言：“凡病……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故建
立“圆平衡”结构基础上的“巨刺”和“缪刺”交叉取

穴方式符合传统的中医思维。

在模拟洛书“圆平衡”之象结构的基础上，当身

体一侧经脉或络脉有邪气时，针刺圆内平衡结构的

两端相对应位置，如左臂有病，取右臂相对应穴位；

左脚踝有病，取右手腕关节相对应穴位等，同时亦可

上病下取。５居洛书中央，既是土之生数，又是中气
之数，得五者，得中气也［１４］。

３．２　临床指导意义　巨刺与缪刺的区别在于针刺
的浅深、病位的浅深及在络或在经的不同，两者在

“左取右，右取左”的操作方面是相同的［１５］。笔者临

床中采用交叉取穴针法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如脑血管

病后遗症、面肌痉挛时针刺健侧穴位可以激发患侧

经络功能，使阴阳平衡。

对于疼痛性疾病，临床中采用交叉取穴的针刺

方法也较多，治疗时取疼痛对侧的相应部位治疗，从

而达到泻实祛邪之功；虚证则因一侧气血相对偏盛，

所以治疗时泻健侧，补病侧［１６］。王文远［１７］的平衡

针灸也提出了对称取穴原则，治疗一侧肩、肘、腕关

节病变时，取对侧关节相应部位，左右交替取穴。有

学者认为，只要疾病的核心在于“不通”，身体两侧

阴阳失衡，皆可用巨刺法［１８］。陈小凯等［１９］采用巨

刺法治疗膝骨关节炎，取对侧膝三针（膝眼、梁丘、

血海），结果有效率为 ９２．６８％。颜登荣［２０］以缪刺

腰痛穴治疗急性腰扭伤患者 ５０例，有效率为
９２００％。《灵枢·寿夭刚柔》言：“久痹不去身者，
视其血络，尽出其血。”久痹者，可在缪刺的基础上

加刺络出血，急泻其邪［２１］。

４　结语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故善用针者，从阴

引阳，从阳引阴，以左治右，以右治左。”表明针刺调

气最终也是通过调节人体偏差的阴阳状态作为取效

的重要依据，终究离不开“阴阳”的中和之道。巨

刺、缪刺通过交叉取穴“从阳引阴，从阴引阳”，以调

和阴阳，恢复阴阳平衡，使疾病得愈，两种针法均遵

循了治病求本的治疗原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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