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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认为，“神”在针刺临床实践中起

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指出诊治疾病的根本在于了解患

者“得神”还是“失神”。根据“神”的异常变化作

出正确的诊断，辨证论治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1]。如

果五脏及其所藏的精气都已受到损伤，那么就不可再

妄用针刺进行治疗。患者与医生的互相配合，可使经

气容易运行。同时，在患者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不可

以进行针刺治疗，以免加重气血逆乱。
1 把握“神”是针刺治疗疾病的关键

中医学认为，“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及其

总体外在表现，《黄帝内经》认为，“神”在针刺临

床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素问·移精变气论》
曰：“治之极于一……一者因得之……得神者昌，失

神者亡。”认为诊治疾病的根本在于了解患者“得神”
还是“失神”，得神预后良好，失神预后不良。《灵

枢·本神》云：“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使用针刺

治疗疾病，要以患者的精神活动情况作为诊治依据。
又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凡刺之真，必先治

神。”而针刺的要领，首先要全神贯注，把握患者的

精神状态[2]。《灵枢·根结》云：“用针之要，在于

知调阴与阳，调阴与阳，精气乃光，合形与气，使神

内藏”。神是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而阴阳的相互作

用是生命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所在。运用针刺治

疗疾病的要领，在于懂得调和阴阳，使之平衡，从而

使精神充沛，形神合一，神气内藏。神在生命在，神

亡生命亡[3]。《素问·宝命全形论》云：“故针有悬

布天下者五……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

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腑脏血气之诊”，强

调了“治神”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针刺治病时不

能只看到有形的脏腑损伤所出现的各种现象，更重要

的是着眼于机体整个“神”的得失。根据“神”的异

常变化作出正确的诊断，辨证论治，才能取得良好的

治疗效果[1]。
《灵枢·本神》说：“是故用针者，察观病人之

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伤，针不

可以治之也。”施针者必须观察患者的全身状况和表

情神态，以了解患者之精、神、魂、魄的存亡得失情

况，如果五脏及其所藏的精气都已受到损伤，那么就

不可再妄用针刺进行治疗。
现在很多外国学者进行针刺疗效的研究，其中有

些认为针刺是无效的[4]。这些研究在设计上存在明显

的问题。首先，针刺这种技术的操作不是机械操作，

针刺的过程是医患互动的过程，它的效果与施针者对

自身和患者的精神状态的把握有很大的关系，例如有

些设计，安慰剂组(假针灸组)的假针灸是在穴位上做

的，并且让患者感到了刺痛，实际上会有轻微的穴位

刺激作用，同时安慰剂组中存在的医患合作过程与针

灸组是相同的，医生与患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针刺部

位，这是神的作用。针刺过程中安慰剂组的这种神的

作用与穴位刺激的作用虽然比较表浅，但两者仍有可

能激发患者的经气。即便不考虑选用的针灸医师针刺

治疗的技术对针刺组疗效的影响，这种研究设计方法

试谈《黄帝内经》中“神”对针刺临床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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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神与穴位受到刺激时的经气反映的共同作用，

容易造成对针刺疗效的误解，而恰恰证明了“神”对

针刺疗效影响的重要性。
2 《黄帝内经》认为施针者要专心用意，引导患者

配合

医患的合作对经气的调节、疾病的治疗均具有重

要意义。《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如临深渊，手

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医生进行针刺时，要像面

临深渊一样谨慎小心，持针要像握虎一样坚定有力，

精神集中，不受外界干扰，专心致志，才能感受到针

下细微的经气变化，找到最佳的针刺效果。患者专心

于治疗，配合医生集中精力，感受自身对于针刺的反

映，才能帮助针下得气，使针刺更好地起到调理气血

等效果。患者的信心与信任，是进行针刺治疗的前

提，医者全心全意地对待病者，专心致志进行诊治，

是针灸治疗取得疗效的关键。《素问·五脏别论》曰：

“凡治病必察其上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

……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

不治，治之无功矣。”如果患者不愿意接受针刺治疗，

那一定不能取得应有的疗效。《素问·针解》指出：

“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也”，医

生下针后要注意患者的精神状态，调节患者的精神活

动，引导其注意针刺反应，取得患者与医生的互相配

合，使经气容易运行。医者要神以知，神以用，患者

以神应之。医生与患者之间最佳的相互配合，才能取

得最好的治疗效果[1]。如果离开了神的作用，针刺只

能是一些复杂的机械形式[5]。
3 《黄帝内经》中有关“神”的针刺禁忌

人的精神活动和状态，对经脉气血的运行影响重

大[6]。同时，因神对针刺效果的重要影响，在患者情

绪不稳定的时候，不可以进行针刺治疗。因为情绪异

常之时经脉气血逆乱，针刺不仅不能起到治疗作用，

还会加重气血逆乱，损伤经脉气血。例如《素问·刺

禁论》曰：“无刺大怒，令人气逆……无刺大惊人。”
《灵枢·终始》说：“新怒勿刺，已刺勿怒……大惊大

怒，必定其气，乃刺之。”大怒之人，气逆而上，此

时人体上盛而下虚，气血逆乱，不可针刺；大惊之

人，恐则气下，神魂失落，精神不能内守，气血散乱

不收，亦不可针刺。针刺一定要在患者情绪平稳的时

候实施。
4 结语

“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是临床上针刺治

疗疾病的指导因素。人的生命存亡、生理病理变化都

在于“神”，把握人体的精神状况是取得针刺临床疗

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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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内经〉临证温课与辅导》由广州中医药大学黎敬波教授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本书针

对目前中医经典教学与临床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力图贴近临床，深度挖掘《内经》临证思想，以指导解决临床

实际问题。本书的特点是精简、实用和归真，书中引用原文较广泛，是对本科学习经文的扩展，书中对原文的

解释尽量精简，点到即止。全书与疾病及诊治的相关的内容较多，分析解释也尽量做到联系实际，实用与归真

并重是本书的特点。每本 35 元 （含包装邮寄费），欲购者请汇款至广州市机场路 12 号大院广州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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