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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中医文献中“鬼穴”概念的包含及其演变规律进行研究，有助于正确评价和使用鬼穴相关中医文献的价值。
早期的“鬼穴”版本众多，如“李氏十鬼穴”“徐秋夫十三鬼穴”“孙思邈十三鬼穴”“十七鬼穴”等，同版“鬼穴”在穴位选

择上也由于流通传授等原因出现了差异。文章将从起源、穴位名称等方面进行溯源和比较，寻求不同体系下鬼穴更精准

的内容及应用，勘正讹误，使其更好地临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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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鬼穴”名称的含义
关于“鬼穴”的含义，一般有以下４种。①狭义上指“风

府”穴，校正于《中国针灸学词典》［１］。② 广义上的“鬼穴”泛
指以此二字命名的穴位类型，因其主要用以治疗精神情志类疾

病且自古民间盛传鬼神之说而得名。其中还有下述具体分类：

孙思邈十三鬼穴、徐秋夫十三鬼穴、李仲愚十鬼穴、十七鬼穴、

钱氏十三针等。③一些以“鬼”字命名的单穴，有固定名称的穴
位：如在《千金翼方》［２］中将人中命名为“鬼市”，尺泽命名为

“鬼堂”，在《圣济总录》［３］中将足三里命名“鬼邪”等。只介绍

大致位置的单穴：胸上位置名称“鬼门”等。④有一些名称上
的“鬼穴”，因与上述用以治疗精神情志病的鬼穴差别过大，因

而自成体系，也不用作治疗情志疾病的组穴成方。如清代魏之

亦曾在《续名医类案》［４－６］中提出“十三鬼穴”，并非治疗情

志疾病而是治疗与疫病相关。《董氏奇穴与十四经穴》［７］中记

载的“董氏七十二绝针”之一“鬼门穴”，即“中白穴”。董氏用

其主治膀胱炎、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等。

２　“鬼穴”的起源、发展与衍生
鬼穴的提出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因为当时的中国

人普遍相信精神意识丧失、精神行动能力无法完全独立的疾病

都是因鬼神作祟而得病，于是就把诊断与情志有关病症的地穴

也叫做鬼穴。由扁鹊最先指出，在《备急千金要方［８］（以下简

称《千金要方》）卷十四小肠腑方风癫第五》中有：“扁鹊曰：百

邪所病者，针有十三穴也”，也详细论述了黄帝与岐伯关于此

的探讨。历代医家在临床的打磨与文献核校中逐渐将其明确

和完善并提出新的观点。

２．１　古代医家
２．１．１　徐秋夫十三鬼穴　南北朝时期，徐秋夫［９－１０］得其父徐

熙之学，传承医技，善针灸之术，当世之人皆赞服其针术，并相

传其为鬼针灸治病。徐氏所提出的“十三鬼穴”（以下简称“徐

氏十三鬼穴”）记载于清《凌门传授铜人指穴》［１１］《针灸神

书》［１２］等。《针灸聚英宋徐秋夫鬼病十三穴歌》［１３］中的原文描

述：“人中神庭风府起，舌缝承浆颊车次，少商大陵间使相连，

乳中阳陵泉有据，黑隐白行间不差，此十三穴都是秋夫置”。

２．１．２　孙思邈十三鬼穴　孙思邈最早将“百邪所病十三针”
记录于《备急千金要方·小肠腑·疯癫第五》。此后在杨继洲

《针灸大成》［１４］及孙氏其晚年所著《千金翼方》中对“鬼穴”相

关内容均有记录。但选穴及命名都略有出入，历代医家在引用

及临床应用中较多参照《针灸大成》版本（以下简称“孙氏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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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穴”）。到明代之后，关于十三鬼穴的穴位渐于统一，并流传

了下来，诸位名医也在治疗精神情志疾病中大量应用了“十三

鬼穴”。宋代王执中在《针灸资生经·鬼邪篇》［１５］中记述了人

中穴、少商穴、隐白穴在针刺之外的灸法：“卒中邪魅，恍惚振

噤，灸鼻下人中及二手足大趾爪甲本节”；又有上星穴、间使

穴、劳宫穴等：“鬼魅、灸入发一寸百壮，又灸间使、手心、各五

十壮。狐魅、合手大指缚指灸合间三七壮，当狐鸣即瘥，治邪病

卧冥冥不自知。”由此可见得，取穴的变更逐渐减少，但少见针

刺操作，灸法较多。

２．２　现代医家
２．２．１　胡玲香［１６］十七鬼穴　胡玲香（有作“胡珍香”为误）兼
两家之长，将上述两套鬼穴整合形成了十七个选穴，穴位包括

人中，承浆，颊车，少商，大陵，隐白，间使，风府，舌下中缝，会

阴，曲池，申脉，上星，神庭，乳中，阳陵泉，行间。胡玲香指出此

法可治一切精神情志疾病。临床应用的操作方法可以根据患

者不同的病情症状辨别经辨证，也可根据症状归属的脏腑专用

该脏所对应经上的鬼穴治疗。

２．２．２　李仲愚十鬼穴　李仲愚十鬼穴［１７－１８］，又称“十鬼祟

穴”，是中国现代中医师李仲愚根据个人临床经验而开创的一

个奇穴组方，有调节脏腑及经脉气机的功效。因为其选穴多与

上、下肢经脉中的井穴所在区域的循行部位有关，是人体内脏

腑经气输注的出入之所。李氏认为这一套组穴除治疗传统神

志疾病外，还治疗包括神经官能症、气功偏差、更年期综合征

等。操作方法有炷灸法和针砭法，临床上每次取十对穴位作为

一组穴，如取鬼眼同取，余穴仿此。

２．２．３　其他　现代医家对传统的治疗情志疾病的“鬼针”也
颇为重视，较典型的如河北邯郸钱氏中医院以其祖传《钱氏中

医·针刺篇》［１９］中记载的将十三针法冠以“钱氏”的。其选穴

正对应鬼封、鬼宫、鬼窟、鬼垒、鬼路、鬼市、鬼堂、鬼枕、鬼心、鬼

腿、鬼信、鬼营、鬼藏这十三鬼穴。因秘学系家传所得，未见明

确的穴位名称与定位，然观其命名特点均为鬼名不难看出所谓

钱氏十三针法仍属古文献记载的孙氏十三鬼穴基础上发展而

来。

３　“鬼穴”的穴位名称及性位归经
孙思邈十三鬼穴（以《针灸大成》版本为主）的名称属性及

归经整理如下。见表１。
表１　孙思邈十三鬼穴

次序 穴位名称 鬼名称 属性 归经

第一针 人中 鬼宫 督脉

第二针 少商 鬼信 井穴 手太阴肺经

第三针 隐白 鬼垒 井穴 属足太阴脾经

第四针 大陵 鬼心 原穴 腧穴 手厥阴心包经

第五针 申脉 鬼路
八脉交会穴

通阳跷脉
足太阳膀胱经

第六针 风府 鬼枕 督脉

第七针 颊车 鬼床 足阳明胃经

第八针 承浆 鬼市 督脉

第九针 劳宫 鬼窟 荥穴 手厥阴心包经

第十针 上星 鬼堂 督脉

第十一针
男会阴

女玉门头
鬼藏 任脉

第十二针 曲池 鬼腿 合穴 手阳明大肠经

第十三针 海泉 鬼封 奇经八脉

　　徐秋夫十三鬼穴的名称及归经成立如下。见表２。
表２　徐秋夫十三鬼穴

次序 穴位名称 属性 归经

第一针 人中 督脉

第二针 少商 井穴 手太阴肺经

第三针 隐白 井穴 属足太阴脾经

第四针 大陵 原穴 腧穴 手厥阴心包经

第五针 神庭 督脉

第六针 风府 督脉

第七针 颊车 足阳明胃经

第八针 承浆 督脉

第九针 劳宫 荥穴 手厥阴心包经

第十针 乳中 足阳明胃经

第十一针 行间 荥穴 足厥阴肝经

第十二针 阳陵泉 合穴 足少阳胆经

第十三针 海泉 奇经八脉

　　由于徐氏鬼穴的“鬼”字是对于整套穴位的命名，因此具

体的单穴无相应的鬼字名称。胡玲香十七鬼穴系上述“徐氏

十三鬼穴”“孙氏十三鬼穴”的整合。李仲愚十鬼祟穴的名称

及定位归经整理。见表３。
表３　李仲愚十鬼祟穴

次序 穴位名称 鬼名 定位 归经

第一针 少商 鬼眼 拇指桡侧爪甲旁约０．１寸 手太阴肺经

第二针 商阳 鬼鼻 食指桡侧爪甲旁约０．１寸 手阳明大肠经

第三针 中冲 鬼心 中指桡侧爪甲旁约０．１寸 手厥阴心包经

第四针 关冲 鬼耳 第四指尺侧指甲旁约０．１寸 手少阳三焦经

第五针 少泽 鬼听 小指尺侧指甲旁约０．１寸 手太阳小肠经

第六针 隐白 鬼哭 足大趾内侧趾甲旁约０．１寸 足太阴脾经

第七针 厉兑 鬼口 第二趾外侧趾甲旁约０．１寸 足阳明胃经

第八针 无固定穴 鬼意 足中趾外侧爪甲旁约０．１寸
第九针 足窍阴 鬼胆 第四趾外侧趾甲旁约０．１寸 足少阳胆经

第十针 至阴 鬼头 足小趾外侧趾甲旁约０．１寸 足太阳膀胱经

４　“鬼穴”版本的异同辨析

４．１　组穴

４．１．１　孙思邈十三鬼穴　“孙思邈十三鬼穴”是至今现代流

传最多的选穴，以其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针灸大成》中

先后流传记载，使其在针刺次序、定位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版本。

第一、八、十二针，《千金》二书（即《千金要方》《千金翼

方》）所记载的穴名相同，虽然第一针和第八针未记载位置，但

有明确了穴位名“人中”“承浆”，而第十二针“曲池”在《千金

要方》中载：“尺泽横纹外磺，接白肉际”，《千金翼方》中载为：

“尺泽横纹中，内外两纹头接白肉际”，《针灸大成》中，没有定

位记载而只记有相对穴名“曲池”。可以理解为此三个穴位记

录较为明确，无异议。

第五、六、十、十一、十三针，《千金》二书所记录位置比较相

近，但是《千金翼方》未有记载相对固有穴位名称。而在《针灸

大成》中记载当属较为完备，足以补充上述二者各自的不足。

余下第三、四、七、九针，三书所记载的位置出入比较大，现

逐一探讨。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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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针，在《千金》二书中所载均为：“手大指爪甲下”，似

有商榷之处。后世中医史已确认《干金翼方》成书时间较《千

金要方》晚约三十年，系孙思邈晚年所著，所以《千金翼方》的

部分内容可视为临床经验与文献研究后对于《千金要方》的补

充或修改而出现的。第二针在《千金》二书中未注明穴为“少

商”，而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直接将其定作“少商”穴，考虑

其位置的合理性，不排除所指实为“十宣穴”这种可能。

第三针，位于“足大指爪甲下”，《千金》二书记载一致，无

穴位名称。而《针灸大成》中将：“足大指甲下”定穴为“隐白”。

关于隐白穴的定位，《千金》二书中均明确记载“隐白在足大指

端内侧去爪甲角如韭叶”，《针灸大成》中亦然。然而孙氏并未

直指第三针为隐白穴，而是指将其定位“足大趾爪甲下”，不排

除此处也有可能是指十个足趾末端。

第四针，《千金》二书记载的位置存在差异。《千金要方》

为：“掌后横纹入半寸”可以理解为在“掌后横纹中”任何一点

进针半寸深，许是太渊穴，许是其他穴位或点。《千金翼方》中

记载“第四针在掌后横纹入半解”，即掌后横纹中。再说：“入

半解”，参考《说文解字》中：“入，内也”“半，物中分也”“解，判

也，判，分也”，并联系“在掌后横纹”，可以理解为第四针在掌

后横纹的一半分开处即是“大陵穴”。《千金要方》《千金翼

方》分别记载了大陵的定位为“大陵在掌后两骨间”“大陵在掌

后两筋间陷中”。杨继洲也在《针灸大成》中循后者将其载为：

“大陵穴”，载之有理。

第七针，其位置在三书中记载各异。《千金要方》载：“耳

前发际宛宛之中，耳垂下五分”，《千金翼方》也描述为“去耳垂

下五分”，而《针灸大成》则记载为：“耳垂下八分”，并明确标示

为“颊车”穴。但无论是“耳垂下五分”“耳垂下八分”均不是

“颊车穴”的定位，所以存在孙氏所指的第七针并无明确穴位

的可能，仅仅是一个特殊定位也就是“耳垂下五分”。

第九针，《千金》二书所载的位置描述相同，但所指的相对

固有穴名不同。《千金翼方》载：“从手横纹三寸，两筋针度之，

名鬼路，此名间使。”而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遵《千金要方》

的说法而定载：“手横纹上三寸，两筋间……即劳宫也。”依照

孙氏关于第九针定位的描述，似乎《千金翼方》所更新使用的

“间使”穴较贴切。

然而古籍经典奥义颇深，在定位或选穴存在异议的情况下

被后人应用于临床，仍可有较好疗效，或许也体现了中医同病

异治的特色。

４．１．２　其他　除“孙氏十三鬼穴”外，“徐氏十三鬼穴”在发展

应用中变更较少，“十七鬼穴”“李仲愚十鬼穴”都为现代医者

提出，年代较近且临床应用与流传中甚无变更，因此上述不纳

入本次讨论范畴。

４．２　单穴

此外还存在其他的单穴记载也有分别。在《备急千金要

方》中，描述了除外记载了除外“十三鬼穴”以外的“鬼穴”，如

“鬼禄”悬命穴，定位为“口唇里中央弦弦者是也”这里应为舌

下中缝；“鬼门”指囟门、囟会，相异于“董氏鬼门”；“鬼堂”指尺

泽，在《灵枢·本神》［２０］中记载为“鬼受”等。

５　结语

“鬼穴”在古代被医家被广泛用于治疗癫狂，发展至今其

临床病症范围已经大范围扩大，对痴呆、中风、昏迷、失眠等神

志疾病均有较好的疗效，但其临床运用远远不够，从近十年的

文献数量便可见一斑。笔者认为，在临床中对于“鬼穴”的使

用，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拘泥于条文，又不背离于条文，可

以延伸单个“鬼穴”，数个“鬼穴”，单个、数个以“鬼穴”为主穴

等。同时加大科研力度，进一步挖掘其治疗神志疾病的机理及

新内容，为临床治疗提供科学的方法和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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