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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其中，释梦疗法、五行针

灸均源于此书。笔者就以上两者进行对比，从不同禀赋特点会引起心理意识状态的差异、重视人的主观

意识状态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强调形神结合在诊治过程中的运用这三个方面来浅析两者的共通之处。

为我们通过释梦疗法辨证，运用五行针灸治疗疾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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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angdi Neijing is one of the earliest medical classics in China. Among them, dream interpretation 
therapy and five element acupuncture are all derived from this book. The author compared the 
above two, from the different endowment characteristics will cause the difference of psychological 
consciousness,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disease, and emphasize the application of combination of body and spirit in the 
proces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o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It provid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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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us to treat diseases through dream interpretation therapy and five 
elements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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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黄帝内经》是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建立了“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

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

“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内经

释梦源于《内经》，释梦的理论分别记载在《素问·脉要精微论》、《素问·方盛衰论》、《灵枢·淫

邪发梦》三篇中，并对梦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密切关系进行详细的记载及分析。我们在临床上将其梦象

的内容，通过阴阳五行归类系统，与人体脏腑相联系，再从脏腑的功能、五行特点进行比类、推演来分

析每个人的五行属性。 
五行针灸，在上世纪中叶传入西方，由华思礼教授(J. R. Worsley)传播于欧美各国。但在中国，对此

针法却闻所未闻。旅居欧洲的龙梅医师因缘得闻五行针灸，不忍此疗法失传于故土，遂同刘力红教授及

同有三和中医团队共同努力，使五行针灸得以回归中华大地。2010 年至今，在诺娜·弗兰格林、盖、龙

梅等老师的指引下，我们开始学习、实践五行针灸，使越来越多的人民受益于此针法。 
释梦疗法与五行针灸的理论源泉都可追溯到我国的传统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整个理论体系

的精髓和内核都依托于中医传统经典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虽然两者在产生背景、研究角度、干预手

段等方面都有诸多的不同，然而却在思维推演和辨证模式上却有鬼斧神工的相通之处，现阐释如下： 

2. 两者都认为不同禀赋特点会引起心理意识状态的差异 

释梦疗法与五行针灸都认识到人的不同禀赋特点对心理意识状态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释梦理论

来说，《素问·脉要精微论》：“是知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上盛则梦飞，下盛

则梦堕……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素问·方盛衰论》：“是以少气之厥……肺气虚，

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借借，得其时则梦见兵战。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则梦伏水

中，若有畏恐。肝气虚……心气虚……脾气虚……”。《灵枢·淫邪发梦》：“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

定舍，反淫于脏……气淫于腑……气淫于脏……”“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大火而

燔焫……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心气盛，……脾气盛……肾气盛……”

“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客于肝……客于脾……客于肾，……客于膀胱……客于

胃……客于大肠……客于小肠……客于胆……客于阴器……客于项……”[1]。以上《内经》条文，从阴

阳、上下内外盛衰致梦，五脏盛衰致梦，外邪入侵脏腑致梦等各方面详细地论述了人体做梦的机理。 
而在五行针灸理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在五行针灸的理论里，这个主导五行是患者一生的护佑与

指引，也是其疾病起因。判断主导五行的方法是，医生在五行理论的指导下，以患者气味、皮肤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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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情感(包括性格、情感需求)为重要依据，综合地感知出患者气(能量)的运动形式；并基于此，得出

患者的主导五行。金代表向内、向下的气的运动形态；木代表向外、向上的运动形态；水代表向下、向

前的变化不测的运动形态；火代表向外、向四周的，在一定高度波动的运动形态；土代表环形的气的运

动形态。五行针灸认为，感知了患者气的类型，就是感知到了患者的生命状态、疾病原因、治疗之机[2]。
木行人：情志抑郁，不能计划、谋略，记忆力差，认知障碍；无法决断、选择；固执不灵活，眼界狭窄；

缺乏方向和目的性。火行人：火分为君火和相火。君火失衡表现为心率增快，过分活跃，追求完美，急

躁，狂热；又表现为自我质疑、无所适从、犹豫不决，词不达意。相火失衡表现为心理脆弱，逃避现实，

手足无措，蜷缩不出。土行人：危机感、需求感强，过度索取，缺乏安全、稳定感，害怕孤独；过度思

虑，健忘。金行人：优柔寡断，自卑、伤感、悲哀、意志消沉；或自尊、过度挑剔。水行人：胆怯或胆

大易冒险；言谈不休或沉默不语；记忆障碍；寻求安全感；认知障碍，自我身份认同障碍；行为过激。 

3. 两者都重视人的主观意识状态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 

疗法与五行针灸都重视人的主观意识状态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梦的内容包罗万象，时有生活琐

事，时有天马行空，时有预见未来，时有梦到故人，时有喜笑颜开，时有痛哭流涕等等。其通常是非自

愿的，也有些梦的内容是自己可控制的。曾有报道，有人梦见喉咙被扼住，欲喊不出，后来咽喉部出现

问题；梦见疯狗咬伤脚，几天后狗咬的地方发现肿块；梦见肚子被蛇咬，结果查出有溃疡病等等案例。 
同样的，五行针灸也有类似的阐述，其强调内因致病。致病因素大致有：外因、内因、其他因素，

不同流派重视不同病因种类，而五行针灸强调内因致病，分别为五行相关的五大主要情志(怒、喜、忧思、

悲、恐惊)，及素体遗传因素，后者同样适用于所有五行分类。五行针灸认为外因同样会影响到内心生活，

如遭抢劫，会害怕单独外出，使情志受到影响[3]。 

4. 两者都强调形神结合在诊治过程中的运用 

释梦疗法与五行针灸都强调形神结合在诊治过程中的运用，释梦疗法有两层含义：一是释放梦象，

梦者在诉说其梦象时，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的沟通和释放；二是解释梦象，通过医生的分析，让梦者了解

其梦象代表的意义及相应脏腑出现的偏颇。同时，让医者更好的了解梦者的身体和心理状态，达到“治神”

的境界，从而指导临床的用药、治疗及作息饮食等，甚至疾病的预测、预防。结合中医临床诊断的标准，

除了分析梦与疾病的关系之外，尚需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另外还要结合患者自身的生理病理状态、

体质、性格特征、生活状况以及情志变化综合判断。由此可知，释梦的关注点是在与人的沟通[4]，神形

的结合。 
在五行针灸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形神合一的指导思想，五行针灸认为治病求本这个“本”应在人的

五行之中求，即辨明患者的五行主导一行。五行作用于人体，随其气的升降出入不同，带给人五种基本

的思维方式。五行人因为体质、思维的巨大差异，在面对外界刺激时，反应不同，所患疾病也自然不同。

同时这些本质上的差异，也影响着我们以怎样一种方式去面对身体的不适。身心失调正是主导一行不能

保持平衡的结果。只要能够有效救助主导一行，就可以极大促进人体的自愈力。形神合一观指导下的五

行针灸，就是将患者作为一个形与神俱的整体来对待，通过针灸调整患者内在的五行平衡，真正体现了

以人为本。五行针灸要求医生提高共情、反思能力，要求医生能在接诊过程中全然地关注患者，达到共

情，并参考患者患病历程、心理特征形成诊疗方案，让医学行为更加温暖、更具有人文关怀[5]。 

5. 案例举隅 

吕某，女，62 岁。2019 年 5 月 6 日来诊。现症见：上腹部隐痛，伴反酸、嗳气，时有腰背酸累，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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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疼痛，纳寐差，多梦，小便正常，大便稀，2 次/日。辅助检查：胃镜示：1) 慢性非萎缩性胃窦炎伴

平坦及隆起糜烂，2) 胃多发息肉。自述常梦见自己整个人掉进河里，又不会游泳，感到非常害怕恐惧。

因害怕服用药物后有依懒性，故求中医针灸治疗。 
释梦疗法辨证：《内经》里讲到：肾主水，在志为恐。故其梦掉河里，为水；感到害怕恐惧，是恐。

辨证为水型。 
中医脏腑辨证：患者主症为上腹部隐痛，伴反酸、嗳气，纳差，其主要病位在脾胃。腰为肾之腑，

肾主骨，故腰膝疼痛为肾水亏虚，主要病位在肾。辨证为脾肾亏虚。 
五行分型：以内经释梦辨证为主，中医脏腑辨证为辅，故为水型。 
五行针灸治疗：从上到下，从右到左，针刺内七龙腧穴：鸠尾、天枢、伏兔、解溪，先泻法留针 15 

min，再行补法，同时加肾、膀胱原穴：太溪、京骨穴，用补法，留针 15 min。出针时，仍从上到下，从

右到左依次取针。治疗一次后，因担心体检结果，寐差；治疗两次后，寐可，梦减少，记不清楚，偶有

嗳气；连续治疗 2 周后，自诉睡眠较前明显好转，自觉夜间无梦，上腹隐痛、反酸、嗳气症状消失，腰

膝酸痛明显减少，大便成形，1 次/日。 
1 月后回访：患者自觉身体状态良好，无明显不适；偶有睡梦，梦中较前平和，无害怕恐惧感。 

6. 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内经释梦和五行针灸有着共通之处，其出处均源于中医经典《黄帝内经》；

均可用五行理论去类比、归纳、分型；均以“人”为根本，关注人的身心状态；在治疗中强调形神结合。

这为我们通过释梦疗法辨证，运用五行针灸治疗疾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临床运用也取得了满

意疗效。同时，通过内经释梦辨证归属五行，为五行针灸五行人的分型提供了新方法，也为中医体质分

类提供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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