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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元针灸术”是在中国古代“天人相应”哲学理论及天文历算中“天元”方法指导下，结合古
今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逻辑学等原理，在对传统中医、针灸理论进行再
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系列针灸理论与临床实践方法。
　　关于“天元”，金庸先生在其小说《射雕英雄传·黑沼隐女》中写道：“郭靖扶着黄蓉跟着过去
，只见那内室墙壁围成圆形，地下满铺细沙，沙上画着很多横直符号和圆圈，又写着些”'天元''地元''
人元一物元'等字。
“又写道”黄蓉自幼受父亲教导，颇精历数之术，见到地上符字，知道尽是术数中的难题，那是算经
中的'天元之术'“。
接着金庸先生在这里特意解释到：“'天元之术'即今日代数中多元多次方程式，我国古代算经中有其
法，天、地、人、物四字即西方代数中X、Y、Z、W四个未知数。
”金庸先生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全球华人读者普及了一点中国古代历算成就。
　　本书之所以用“天元”立论来探讨中医学、针灸学，一是因为，“天元”理论不仅是中国古代历
算学、天文学理论之精华，也是《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学说之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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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天元针刺术的理论知识，如历史源流、产生机遇、独特的
取穴配穴法等；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天元针刺术在临床上的应用，并配合大量病例进行解读说明。
　　旋转补泻古法“天元针刺术”是在中国古代“天人相应”哲学理论及天文历算中“天元”方法指
导下，结合古今数学、天文学、气象学等原理，在对传统针刺旋转补泻手法理论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
，总结出来的一套针刺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
本书适合针灸医师、中医院校学生及中医爱好者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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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宇，男，北京解放军302医院综合门诊部中医科创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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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撰写论文20余篇，参编《现代针灸全书》等书籍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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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浑天说并未十分正确地反映天体的实际运行，自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矛盾，如浑天说认
为地浮水上，那么当日月随天球绕行地下时岂不是要被水熄灭？
　　直到五代吴越国的邱光庭依照宣夜说中的元气说，提出了“天周于气，气周于水，水周地”的浑
天模型，让所有的天体运行于气中。
才算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南宋朱熹将这一理论完善。
朱熹把天体排列次序与宣夜说“天为元气”的观点结合起来，将天球理解为多层次的气旋。
也就是说，天不是固态的，天是由九层清浊刚柔不同的气旋组成，气旋对内部的物质产生一种约束作
用，使地能够居中不动。
日月星辰的运行也是气旋的推动，即元气的旋转是天体运行的动力机制。
　　《黄帝内经》时期虽然也有浑天说、盖天说的“天旋”概念，但这种天旋是固态的天旋，以针体
的旋转模拟天盖或天球的旋转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
　　《黄帝内经》时期也有元气学说，并且我们也可以在《黄帝内经》的运气七篇中找到有关五运、
六气环周不休的观点。
如在《黄帝内经》的运气七篇中可以看到宣夜说的痕迹，《素问·五运行大论》所说：“地为人之下
，太虚之中者也。
帝日：冯乎？
岐伯日：大气举之”。
　　若以针体的旋转模拟为五运、六气之运行显然是可行的，旋转补泻手法产生于这一时期也是可能
的。
但是，在《黄帝内经》时期，并未点明元气的旋转是天体运行的动力机制，因此在旋转针体为何能调
动机体之五运、六气这一环节上缺乏理论依据。
并且《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思想在唐代才被正式公布，而且一直未成为社会之主流意识。
因此通过旋转针体来调平阴阳的方法，即使有可能产生于这一时期，也不大可能被人广泛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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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中国古代数学中，“天元术”是一种用数学符号列方程式的方法，“立天元一为某某”，就是
“设X为某某”的意思。
若加上“地元”“人元”“物元”等多元概念，就是今日代数中的多元方程式。
这在金代李冶的《测圆海镜》中有详细记载。
《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学说引进“天元”概念，并且将六气纳入，“六元”，三阴三阳赋予“阴阳
之气各有多少”的定量数值理念，建立起“多元”之六气制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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