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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针刺在欧洲的传播历史悠久并呈现本土化现象。本文通过对针刺在欧洲本土化情况的文献整理和研

究，对现阶段欧洲国家的主要传统针刺流派进行了归类、总结，分析其传入、发展、演变并逐步本土化

的原因背景，寻求适应海外民众的针刺方法和针刺技术，为开拓国际视野以及促进针刺疗法在海外的发

展创新提供思路，从而使针刺治疗技术在世界范围更好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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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acupuncture in Europ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ts localization emerged. 
By sorting out and study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localization of acupuncture in Europe, this paper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the main acupuncture schools in European countries at the present 
stage, analyzed the reasons and background of their appearance,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gradual localization. It seeks acupuncture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suitable to overseas people, 
and to provide ideas for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n-
novation of acupuncture therapy abroad, thus bettering acupuncture transmission all ov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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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刺是中国传统医术的一部分，具有治疗范围广，效果显著，操作简便，副作用小，成本低等特点，

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早在公元六世纪左右，针灸就已经传入日本和朝鲜，并被日

本人民所继承和发展，这也成为了针灸向欧洲地区传播的重要驿站。随着 15~17 世纪的“大航海时代”

的到来，欧洲海上贸易兴起，针灸这一疗法也随着日本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交流传入荷兰、法国、英

国等众多欧洲国家[1]。其后，针刺这一治疗方法在欧洲国家经过了长期的演变与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

欧洲本土化特色的针刺流派，为当地人民的健康做出了贡献。现在，欧洲针刺治疗主要以传统针刺流派

为主，笔者通过文献阅读、整理，对此加以总结、探讨与展望。 

2. 传统针刺流派概述 

传统针刺疗法由 17、18 世纪欧洲的医生、旅行家、传教士发现并带回欧洲，这引起了部分医学家的

关注，部分医生较早注意到了当时中国针刺医生操作时在卫生消毒方面的问题[2]，并开始发表文章介绍

传统针刺这一疗法。然而，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使它在欧洲受到一段时期的冷落。1971 年，美国记者詹

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介绍了他阑尾炎手术后接受针灸治疗的经历[3]，一股“针灸热”随之形成。

至 20 世纪末，传统针刺疗法在欧洲已经被归为补充替代医学之一，欧洲许多国家对针灸有了深入的研究，

并且不断发展、变化，产生了各具特色的针刺学术流派。在传统针刺流派中，声名最广的当属五行体质

针灸(Five Element Acupuncture)和天干地支针灸(Stems and Branches Acupuncture)。 
五行体质针灸流派由华思礼(Jack Worsley)创立，五行体质针灸以中医传统五行理论为基础，擅长通

过调理五脏之“气”来调“神”[4]。关于五行针灸的理论最早可以追述到《黄帝内经》“两精相搏谓之

神”，“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脏已定，九候已备，后乃存针”的描述。不仅如此，五行体质针灸流

派还借鉴了《五行针灸指南》中的观点：人禀五气即木、火、土、金、水而生，与生俱来即有一行作为

“主导一行”，统领其他四行。“主导一行”决定人的生长壮老已、精神、行为等，而主导一行的失衡

就会影响其他各行及脏腑而产生疾病[5]。五行体质针灸融入了西方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强调了“身心同

治，以人为本”，系统提出了为“身体–思维意识–精神灵魂”三者整体服务的五行针灸疗法[4]。当前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每天都需要面对工作、生活上各种各样的压力，往往可能伴随精神紧张和情绪

焦虑抑郁，导致心身疾病的发生。五行体质针灸对这类以各种躯体症状为主述的患者来说，是一个恰当

的选择。因为五行体质针灸重视“七情内伤”致病，认为心身失调是导致“一行”不能保持平衡的重要

原因。五行体质针灸的针灸师在治疗之前需要将患者的气味、肤色、声音、性格、情感等作为依据，综

合感知患者气的运动形式来判断患者的主导五行[6]。在接诊过程中注重望眼神、闻气味、听声音，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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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地接纳和用心倾听，构建与病人的交流渠道，让病人畅所欲言，并采用独特的问诊、脉诊方式，分

步骤展开治疗。同时五行体质针灸医生还需要有较高的共情、反思能力，治疗过程中需要全然关注患者，

参考患者的患病经历和心理特征形成治疗方案[7]。 
天干地支针灸流派由 J. D van Buren 创立，他在韩国首次接触到运气学说，并对这一学说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回到英国之后，他创立了天干地支针灸流派。天干地支针灸在由 J. D van Buren 带回英国之前被

称为五运六气针灸，它以五运六气学说为基础，而五运是五行和天干的基础，六气是六部和地支的基础。

天干地支针灸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气、阴阳、道都是干支针灸的重要组

成部分。干支针灸认为天干是由“气”产生的，“气”是天地万物最基本的成分，它游离于天地之间；

“阴阳”是气的表现形式；“道”即是自然，这一理论则贯穿了干支针灸。《The Complete Stems and Branches》
一书的开篇即写到：“道是万物又是寓于无形”[8]。因此认识自然是干支针灸流派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干支针灸医师必须学习昼夜交替、四季轮回、月亮的圆缺等自然现象，这与中国传统的天人一体观相同。

干支针灸的临床过程以哲学理论为基础，宇宙、时间、空间、天地等都是干支针灸流派的研究范围[9]。 
除此之外，在欧洲，将传统针刺与现代技术结合主要有法国电针流派等针刺流派。1810 年，伯里奥

兹提出对针通电电流以加强针刺的刺激及疗效，但是他并没有用实践证明他的理论。直到 1825 年，法国

解剖学家、生理学家让·巴普蒂斯特·萨兰尔(Jean-Baptiste Sarlandière)开始尝试用通电的针来治疗神经

性疾病和风湿病，由此他发现电针不适宜治疗器官性疾病和急性炎症[10]。随着针灸理论日益完善，罗

杰·德·勒·富耶尝试着将中医的穴位、针刺与“电”相结合，创立了电针流派。而在非传统针刺流派

中，耳针流派较为出名。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陆续有外科医生发现灼烧或者刺激外耳轮可以治疗

坐骨神经痛或牙痛等疾病[11]。到二十世纪，法国医生保罗·诺济发现耳廓存在着内脏的一系列反应点，

他将耳廓比作一个倒置的胚胎进而定位人体内脏的反应点，这一发现引起了部分学者关注、研究，在一

定程度上补充拓展了中医针灸的理论体系[12]。 
由此可见，欧洲传统的针刺流派在关注疾病的同时，相比于生物医学，更加注重病人的感受、情绪、

精神世界或者病人身处的环境、时节等外在条件，这说明在生物医学不断发展的同时，欧洲人民也在不

断反思生物医学的缺陷与不足，并积极寻找与之互补的医疗方法。传统针刺能够以微小的刺激治疗疾病，

不会给人体带来过度的伤害，且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因此传统的针刺流派能够在欧洲不断发展壮大。 

3. 传统流派的发展趋势 

综合欧洲各个针刺流派的产生的时间及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欧洲传统针刺在不断地发展，传统与现

代生物医学结合的流派也在不断革新。生物医学快速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端开始让欧洲民众对现代科学感

到失望，二十世纪后半叶各种药物副作用的丑闻开始让欧洲民众对生物医学的垄断地位产生了怀疑[13]，
因此他们开始寻找各种补充替代疗法，比如立足于“天人合一”观念的针灸。中医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

哲学及生命整体性的思维，正如《黄帝内经》所说：“观察阴阳而调之，以平为期”。中医认为疾病是

由于人体阴阳不平衡导致的，而医生要做的是将阴阳调整回平衡的状态[14]。传统针刺流派在望诊、问诊

以及治疗过程中都十分关注患者最直接的感受，十分重视医患关系的建立。因此，在生物医学发展的过

程中，欧洲许多医学家们发现了传统针刺的优势所在，并将它的优点与现代生物医学结合，产生了多种

各具特色的针刺流派。在各针刺流派发展的过程中，传统针刺流派并不会被取代消失，中医和现代医学

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他们各有所长，两者同时存在，不能相互取代[15]，故而传统针刺会在历史进程中

不断发展并将它原本的优势扩大，传统与现代生物技术结合的针刺方法也会在立足于传统针刺的基础上

不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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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欧洲针刺疗法从传入到当今不断发展壮大，经历了与现代生物医学的不断碰撞，并由此发展出了各

种针刺流派。随着传统针刺流派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对传统针刺产生兴趣。截至 2015
年，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调查了全世界 202 个国家地区，有 180 多个国家在使用针灸疗法，不少欧洲国

家开设了针灸学校以及相关的教育课程、讲座等[16]。此外，也有许多医学家将传统针刺与现代医学结合，

产生了各具特点的针刺流派以及衍生出了相应的针刺方法和技术。在各针刺流派发展的进程中可以得出，

欧洲主流医学发展进步带动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针刺流派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只有在传统针刺被欧洲

国家重视、被不断发掘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针刺流派的发展进步，都是为了民众能有更好的医疗体验，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减少患者在针刺

时的痛苦，提升患者对治疗过程的满意程度。欧洲的针灸医生们更为关注患者的主观感受、精神世界，

注重人文关怀与就诊环境，给患者提供舒适的感受从而提高疗效，这给中国的针灸流派一定的启示，中

国传统针灸需要更加重视情志在疾病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对现有的针刺方法进行改革创新，促进针刺这

一疗法更好地服务于临床。纵观欧洲本土化针刺流派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传统针刺在欧洲的发展与

欧洲民众的社会压力不无关系，或许通过进一步深入挖掘传统中医情志病针灸治疗的相关内容可以帮助

加深中国与欧洲针灸理论、实践的交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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