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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医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针灸等9项传统医药项目。
重庆“刘氏刺熨疗法”已作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向社会公示，正待国务院审定批
准公布。
刘氏刺熨疗法的代表传承人刘光瑞先生将火熨疗法整理成《中国民间火熨术》付梓面世，这是一项重
要的保护举措。
　　刘氏火熨术源于针灸，是针灸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针灸源远流长。
《黄帝内经》的《灵枢·官能篇》讲：“针所不为，灸之所宜。
”“阴阳皆虚，火自当之。
”“经陷下者，火则当之。
经络坚紧，火所治之。
”《素问·气血形态篇》也说：“是谓五脏之俞，灸刺之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
”几千年来，历代医家经广泛临床实践，积累了丰富的针灸医理医术，写了众多记载灸法、火熨之术
的专著，诸如马王堆出土的汉代《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晋代的《曹氏灸方》，
唐代的《骨蒸病灸法》，宋代的《外科灸法论粹新书》、《备急灸法》，元代的《黄帝明堂灸经》，
清代的《神灸经论》等等。
　　刘氏火熨术在传统的针灸医理医术的指导下，结合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以
及疾病变化规律，在特殊的人文环境中，形成了具有巴渝特色而又颇受巴渝民众欢迎的民间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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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间火熨术》共分三章，主要介绍了火熨术探源、火熨术的基本知识和火熨术的运用。
中国民间火熨术主要汇集了巴蜀民间医、草药医、少数民族医的火熨技法和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常
用火熨之法。
刘氏医家世代传承刺熨绝技，善于融通民间技法，并深得火熨治疗之巧，获取火熨精华之绝，独树刘
氏医家绝技。
刘氏医家经连续五代世袭传承，形成较完整的火熨疗法理论体系。
《中国民间火熨术》就是在刘氏刺熨疗法原创和传承中，经整理汇编、提炼锤打、循证实践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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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火熨术探源　　第一节　历史传承　　火熨术，由古代的针灸疗法中的灸术演变而成，
其历史源远流长。
在人类初期，火的发明及运用，从一开始就同治疗疾病相关，有史记载《周礼？
冬官考工记》的“凡试庐事⋯⋯灸诸墙，以视其桡之均也。
”其意为将准备制作戟矛柄的杆条放入墙壁中，周围加温观察其柄的弯曲程度及防止弯曲变化的一种
方法。
烤也称之为灸，如“灸烩佳肴”等。
《黄帝内经》借用此字之意，将凡用火烧烤治病的方法则称之为灸法。
如《灵枢?官能篇》所说：“针所不为，灸之所宜。
”“阴阳皆虚，火自当之。
”“经陷下者，火则当之。
经络坚紧，火所治之。
”　　《素问?血气形志篇》“是为五脏之俞，灸刺之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
”自此，“灸”字便成了医学的专有名词，也是古代火熨、火灸、艾灸、针灸的主要语意的一个重要
依据。
　　《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记述了灸法的来源：“北方者，天地　　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
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螨者亦从北方来。
”　　《素问?汤液醪醴论》曰：“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镌石针艾治其外也。
”叙述内病用药及针火外治的作用。
　　《灵枢?背腧》篇载；“以火补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
灭也。
”其中谈到补泻两种灸法，是指不用口吹艾火，或让艾火自燃自灭，可以反映出艾火对皮肤的损伤程
度。
《针灸资生经》记述：“凡着艾得疮发，所患即瘥，若不发，其病不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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