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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少波真气运行针灸推拿实践》是“真气运行法”创立人、甘肃中医学院教授李少波在101岁高龄之
时，亲自为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贾海忠等弟子传授
“真气运行法”及临床治病绝技。

当时百岁高龄的李少波先生，非常高兴地每天拿出3小时毫无保留地给弟子们讲解示范。
《李少波真气运行针灸推拿实践》即是本次讲解的忠实记录。

本书稿由李少波先生亲自进行了全面审定。

李少波教授兼通儒、释、道、医、武。
关于医，李教授兼通中西医。
《李少波真气运行针灸推拿实践》为李少波教授中医学术、中医临床与中医养生的集大成之著。

《李少波真气运行针灸推拿实践》分为：真气运行原理、真气运行静功体验方法、真气运行法临床观
察、真气运行针灸实践、真气运行小儿推拿法、真气运行点穴实践指导、真气运行吐纳实践，并附
录40例患者体会实录、真气运行临床实践50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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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少波，1910年2月出生，河北省安平县人。
幼年体弱多病，师从祖父学练吐纳导引、行气摄生之术，兼攻《黄帝内经》、《道德经》、《易经》
、《勿药元诠》等经典，研究各家各派养生修持要旨。
经数十年的躬亲实践和潜心钻研，深悉医经即道，道经亦医，皆以健身延年为旨归。
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辗转在陕西风县、甘肃兰州、青海西宁和北京等地行医，以医道至理医人
济世，医德医术颇受群众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在甘肃省藏族群众聚居的临潭、卓尼等县医院任门诊部主任、住院部主任，极力推广
中医、针灸，培养培训医疗专业人才，为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60年代以来，先后在甘肃省中医院和甘肃中医学院工作、任教，任医院针灸门诊主任，甘肃中医学院
真气运行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甘肃老年大学名誉教授，政协甘肃省第四、五届委员等职。

李少波根据祖传秘旨和自身修为所得，结合《黄帝内经》理论所创编的真气运行养生实践方法，经科
学研究、临床观察和普及推广验证，对各种药物久治不愈的慢性疑难病症均有显著疗效，是防病治病
、益寿延年的中医预防学方法，充分体现了《黄帝内经》“上工治未病”的精神实质，开创了真气运
行调控人体生命之先河，成就了医学养生学史上的一代伟业。

李少波经长达5年多的临床观察研究，真气运行获甘肃省卫生厅临床验证科技奖。
著有《真气运行法》、《增订真气运行法》、《李少波真气运行法》(1993年版)、《真气运行论》、
《真气运行学》等，形成了完整的真气运行学术体系。
《真气运行法》曾获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奖、甘肃省同名一等奖；《李少波真气运行法》(1993年
版)获全国优秀图书奖、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政府优秀图书奖等。
摄制出版发行的《真气运行法》大型电视教学录像片，获国家广播电影屯视部著作演示“双向”荣誉
奖。

1987年人编《甘肃省教育人名录》 1994年被中国名人研究院编人《中国名医列传》(当代卷)
1997年入选美国名人书局《跨世纪名人名作》 2000年被评为中国世纪专家，入编《中国世纪专家传略
》
2001年获第五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优秀科技成果奖 2004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甘肃省名中医”称
号
2009年被授予“中华中医药学会成就奖”，并被聘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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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六节真气之病 由于真气是人体生命能量，所以它在人体的分布是无处不有。
就像宇宙空间的空气一样，哪里没有空气，哪里就没有生物。
 真气之病，范围极广，轻重不一。
 人体内哪个部位真气运行不畅，哪个部位就会出现气郁，表现为不通则痛。
 人体内哪个部位真气衰少，生机就会衰退，表现为相应脏腑亏虚，经络不通。
 第七节真气功用 真气运行法的锻炼过程中，由于调整呼吸，培养真气，贯通经络，促进细胞的新陈
代谢，给机体各组织增加了生命活力，使各个组织器官充分发挥了它们的功能。
由于特定的呼吸形式，影响各个脏腑器官的有机联系，从而改善了它们之间因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失
常而产生的病理现象，因而有助于恢复健康。
 一、对于肺脏的作用 肺位于胸中，其位最高，故《灵枢·九针论》说：“肺者五脏六腑之华盖也”
。
它的经脉下络大肠，与大肠互为表里。
在体主皮毛，温润肌肤，开窍于鼻而知香臭。
主司呼吸，为人体内外气体交换的通道。
肺朝百脉以充全身，辅助心脏运行气血，并能调整人体脏器组织之间的功能联系，保持正常的活动。
 肺主气不仅指肺的呼吸作用，而整个人体的吸收和排泄、分解和化合、神经的紧张与缓和、血管的舒
缩、脏腑功能的制约与依存、真气循经运行的动静互生、阴阳平秘等，都和呼吸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
关系，所以《素问·五脏生成论》说：“诸气者，皆属于肺”。
 《内经》说：“呼吸精气”，即肺主呼吸的功能。
人自出生后，就开始不停顿地有节律地进行着吸入清气、呼出浊气的运动。
真气运行法注意呼气，加强了肺泡的收缩力，对排出浊气起到促进作用。
肺内存留的气体越少，肺内压就越低，因此也就可以取得更多的新鲜空气，这才是吐故纳新的正确方
法。
 《素问·五脏生成论》说：“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
肺主皮毛，肺呼吸时，皮肤毛窍也在开阖活动，平时并不感觉。
真气运行法练到一定程度，全身皮肤毛窍都在随呼吸而动，感到遍体通调，气机流畅，这对人体内外
气体的交换起到良好的作用，我们把这个呼吸形式叫做体呼吸。
 由于内呼吸旺盛了，而外呼吸表现为鼻息微微，若存若无，自然呈现为深、匀、细、长的呼吸形式。
每分钟有4～5次（或更少）的呼吸就够用了，这比每分钟18～20次的呼吸次数减少三分之二多。
肺活动的次数减少了，就有了充分的休息时间，可使肺脏病灶早日恢复（初始练习切不可勉强追求次
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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