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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诸子重名,《黄帝内经》约成书于同一时期。课题组基于汉字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后

完成了“合谷”“外关”等腧穴名称的解读;进一步通过计算机ROSTWordParser软件对国家标准《经

穴名称与定位》文本的字频分析后发现,“机”字唯一出现,从而引起关注。“机”仅见“地机”穴一处,然

“粗守关,上守机”,更是内经时代上工与粗工的关键区别所在。基于此,试以地机为例,从穴名角度出

发,结合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研究文献,析“地机”其名、理“地机”穴用、阐“地机”之意,希冀领悟和感

受古代医家学者隐于“名”之下的原创针灸思维及跨领域的整合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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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fAcupointName“D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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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e-Qinscholarsemphasisonnames,“HuangdiNeijing”waswritteninthesameperiod.BasedonChinese
charactersandChinese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theresearchgrouphascompletedtheinterpretationofcavenames
suchas“Hegu”and“Waiguan”.Further,throughthecomputerROSTWordParsersoftware,thewordfrequencyanaly-
sisofthetextofthenationalstandard“nameandlocationofacupoints”wascarriedout.Itwasfoundthatthe“Ji”ap-
pearedonce,whichattractedattention.Althoughthe“Ji”isonlyseeninthe“Diji”,“Thegeneraldoctorstreatmenton-
lyfocusesonthebody,andthewisedoctorcanfocusontheoperationofthehumanbody”.Itisthekeydifferencebe-
tweenthe“excellentwork”andthe“roughwork”intheNeijingera.Therefore,takingDijiasanexample,thispaper
triestoanalyzethenameof“Diji”andtheuseof“Diji”fromtheperspectiveofacupointname,combinedwiththebasic
theory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ndclinicalliterature,hopingtounderstandandfeeltheoriginalacupuncture
thinkingandcross-domainintegrationwisdomhiddenunderthe“name”ofancient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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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诸子一向重名。老子:“始制,有名”(《道德
经·第三十二章》);孔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
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墨子:“所以
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墨子·经说
上》);管子:“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管子·心
术上》)。而约成书于同时期的《黄帝内经》亦然,“气
穴(腧穴)所发,各有处名”(《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表明腧穴之“名”应不妄设,皆有深意。

腧穴的命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与中
国传统文化相关,如:人文历史、天文地理、哲学思
想、词汇物属等;二是与医学本身有关,如:作用功
能、位置及解剖、阴阳五行及经络藏象理论等。课题

组前期在结合古代汉字学等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
先后完成了“人中”“合谷”“‘水’穴”“‘脉’穴”“太冲”
“外关”等腧穴名称(以下简称“穴名”)及“腧穴”的系
列解 读 和 诠 释[1-7],而 当 我 们 进 一 步 运 用 ROST
WordParser软件对《国标经穴名称与定位》[8]文本进
行汉字频度分析后发现,单次出现的汉字共有193
个,其中,“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灵枢》(又名《针
经》)首篇“九针十二原”曰:“粗守关,上守机。机之
动,不离其空。空中之机,清净而微。”句中,“机”以
回文的形式接连反复出现,而为何具体到单个腧穴
的时候,含有“机”的穴名仅足太阴脉穴之“地机”一
见,意欲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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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腧穴命名的角度,回溯到
《黄帝内经》时代背景下的中华传统文化土壤,结合
中医理论及相关古今研究文献、析地机名、理地机
用、阐地机意,希冀能更好地领悟古代针灸医家的临
床原创思维,并进一步感受隐于“名”之下的跨学科
领域运用和整合思维的智慧。

1 “地机”之名

《道德经》:“有名,万物之母”。
地,“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说

文解字》);“底也,其体底下载万物也”(《广雅·释
诂》)。中医认为,代表阳气、轻飘的物质向上形成
天;代表阴气、沉甸的物质向下形成地。居于其中的
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乃“天地”化育而来。可
见,人和天、地同根于元气,同等尊贵和重要[9]。《黄
帝内经》认为身体形态结构同样体现了天地的结构,
并将其与天地万物一一对应,“天圆地方,人头圆足
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
窍……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灵枢·邪客》)。

进而,言人体,“身半以下,地之分也,地气主之”
(《素问·六微旨大论》);言医理,“上焦天也,中焦地
也,下焦水也。天之气下降于地,由地而为水,水之
气上出于地,由地而升天。故曰:地也者,调和阴阳
之枢机也”(《医理真传·三焦部位说》);言腧穴,地
机穴于阴陵泉下三寸、胫骨内侧缘后际,正当人体下
肢地部,居漏谷、阴陵泉之中。又,“漏”者渗泻也,泉
出通川者“谷”也;大阜曰“陵”,水原曰“泉”(《说文解
字》)。脾之经气从天部降至地部,形如山谷中水流
从高处渗漏于地下,汇聚成泉而出于阴之陵[10]。

机,《说文解字》曰:“主发谓之”,本指弩器中控
制发射的触发结构。《释兵》:“合名之曰机,言如机
之巧也,亦言如门户之枢机,开阖有节也”,谓其乃变
化之所由。钱钟书释“机”有三义:“机是微义,是关
义,是宜义。”从针刺而言,其“微”指征迹之细微,如
《灵枢·九针十二原》:“空中之机,清净而微”,气行
于经,神气微而难察;其“关”指要隘之机关,如《灵
枢·邪客》:“凡此八虚者,皆机关之室”,人体关节是
气之门户,通行要冲;其“宜”指适时而发,如《素问·
离合真邪论》:“知机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者扣之
不发”,强调的正是针刺调气的时机[11]。针刺微妙,
贵能明机、察机、知机,把握最佳时机。故言“空中之
机,清静而微。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灵枢·
九针十二原》)。

可见,地机穴正处化生、运化气血之足太阴脾
脉,居人体之地部,而机乃言指气血调节之机枢也,
正应“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
(《素问·天元纪大论》)。

2 “地机”之用

《千金方》:“凡云孔穴主对者,穴名在上,病状在

下”。
2.1 健中气

三阴(地)之中,太阴为开,脾气散精,布散津液
于周身,充养精微于四傍;三阳(天)之中,阳明为阖,
仓廪之官涵纳阳气,腐熟水谷[12]。阖而不开,易成壅
滞;开而无度,易致过下。脾胃开阖、节而有序、升降
通畅,方能维持人体水谷精微正常平衡代谢运转。
又《素问·至真要大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
气虚损,运化失职,津液输布障碍,湿浊内生。正如
《四圣心源》载:“脾为己土,以太阴而主升;胃为戊
土,以阳明而主降。升降之权,则在阴阳之交,是谓
中气。”

地机,脾经郄穴,郄者经气深聚之处[13];又名“脾
舍”,“是脾之膏泽舍此”。刺之可激发内在脾气,畅
达脾胃,健运中州,乃中焦门户枢机。《伤寒论浅注
补正》曰:“湿者,脾之本气也,土之有湿,则为膏壤,
脾秉湿气,是生膏油,膏油滑利则水道畅,故脾土主
利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湿胜则濡泄”,湿
邪为患最易滞于脾胃,引起腹痛、排便次数多、大便
稀溏、纳差等症状。故临床治疗中焦虚弱、不运五
谷、水湿泛行等病症。如《针灸甲乙经》载:地机主
“溏瘕,腹中痛,脏痹”;《针方六集》曰其“治小便不
利”;《圣济总录》:“地机,治溏泄,腹胁气胀,水肿,腹
坚,不嗜食”等。又脾主肌肉,《素问·太阴阳明论》
言:“今 脾 病 不 能 为 胃 行 其 津 液,四 肢 皆 禀 气 于
胃……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已衰,脉道不利,筋
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循经考穴编》载地
机临床用于肢体萎缩无力。
2.2 调营血

“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灵枢·决
气》),“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
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
身”(《灵枢·营卫生会》),均明确血之生源在于中焦
脾胃。又,脾主统血,“脾阴左旋而生血”(《四圣心
源》),“血随脾气流行之义”(《医碥·血》)。

地机具调健脾气之功,进而发挥疏利营血的作
用。《百症赋》:“妇人经事改常,自有地机血海”;《铜
人腧穴针灸图经》:“女子血瘕,按之如汤沃股内至
膝”。临床研究亦证实[14-15],地机常用来治疗月经不
调、功能性子宫出血等妇科疾病。孟国永等[16]利用
脉冲电刺激地机、承筋穴能有效改善下肢组织血液
循环,提高回心血量,可有效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形
成。宋晓丹等[17]研究认为地机穴体表血流的微循
环,能够特异性地反映胞宫气血变化。
2.3 通脾经

经络之脉畅达,则诸痛不生。中医辨痛之机,虚
实可统之,“不荣则痛”为虚,“不通则痛”为实。然虚
实之类,虽有脏腑经络之别,但皆本于气血,不宜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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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分开,恰如张景岳所云:“凡人之气血,犹源泉也,
盛则疏通,少则壅滞。”气血灌渗经络,环周不休,调
和气血,可解痛证。

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趾之端,循趾内侧白肉
际”,“循胫骨后”。故地机治“足大趾内侧红肿”(《针
方六集》)、“足痹痛屈伸难也”(《太平圣惠方》)。《针
灸甲乙经》述地机在“别走上一寸空”,临近肝脾二经
交会处,主“腰痛不可俯仰”(《循经考穴编》)。又脾
经从下肢内侧前缘而“入腹”,艾灸地机[18]可改善小
腹红外热成像特征,促进局部血流,从而有效缓解经
痛;并被认为是痛经治疗的一级同功穴[19]。试验研
究表明[20-22],地机不仅对原发性痛经具有良好的临
床效果,还能为剖宫产手术提供安全有效的术后
镇痛。

3 结语

“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灵
枢·九针十二原》),高度概括了腧穴本意[5]。然,从
先秦重名角度:腧穴之名,皆有所本;命名之由,皆有
所因[23-24]。“地”,古汉语名词,与天相对,逐渐引申
为土地、大地等。“机”,本为弩器的构成之一,被用
来构建多个中医理论的核心术语。如以“神机”论别
人体生理,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
危”(《素问·六微旨大论》);以“病机”论理疾病诊
断,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素问·至真要大
论》)。可见,言机者,皆不离“气”。而腧穴为“脉气
所发”,“脉者幕也,幕络周身之气血而动,令人按脉
而知其病也……证为气血之变,动乎内者也”[25]。故
诊穴,揣外知内,可因其变而知其机也;取穴,随证治
之,可考其变而调其机也。正所谓“机之动,不离其
空”,亦如黄龙祥[26]谓:“腧穴乃是一内有‘机’外有
‘关’的立体结构。”

从穴名别字解意,融合地机所处身体部位及其
特定穴类别,进而梳理总结其临床运用的关键在于
调节脾经气血的“机”转作用。概言之,地机以地为
体,以机为用。“地至广,不可量”(《灵枢·经水》),
其义本大,但作穴名规约之,便有具象之义;“万物皆
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至乐》),其义本广,但从
针刺约束之,则转医学之义。

“凡诸孔穴,名不徒设,皆有深意”(孙思邈)。腧
穴的命名不仅体现了针灸治疗作用,同样也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产物。可见,探意穴名有助于了解腧穴
和指导临床,还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医学体系。
作为中医术语专名的重要组成部分,穴名之所以能
引起不同角度的探讨,一方面是因为汉字本身以及
自身的不同语境,而另一方面却没有展开更为系统
的探讨,笔者认为是汉字在针灸领域下的转化应用
及其规约意义尚没有得到学界重视和一致认可。
故,探析穴名,结合中医理论及针刺背景下的人体认

知,进而理解不同腧穴,不失为学针灸、悟针道之法。
诚如《道德经》言:“名亦即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
不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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