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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京生主编的本书对传统针灸理论的关键概念术语进行了考证分析。
概念术语是构成和理解学科理论的基本单元，书中甄选对认识针灸理论至关重要的概念术语213个，基
于300余部先秦至清代医籍、出土医学文献及先秦两汉文化典籍中的有关载述，综合分析其渊源、本义
、观念、演变，用法及影响因素等，为正确认识和理解针灸概念术语提供了客观、全面的解释与依据
。

　　本书资料丰富，考证深入，视野开阔，系首次系统的针灸概念术语文献考证，在针灸的概念术语
、理论体系、学术发展演变等的认识和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
可供从事针灸文献、理论、学术史研究，标准化拟订研究，及工具书编撰等参考，也可供研究生和本
科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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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中涉及经隧和血、凝涩、痹、经络等概念的论述，可助理解：　　按其
寸口人迎，以调阴阳；切循其经络之凝涩，结而不通者，此于身皆为痛痹，甚则不行，故凝涩。
凝涩者，致气以温之，血和乃止。
其结络者，脉结血不和，决之乃行。
故日：气有余于上者，导而下之；气不足于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于经隧
，乃能持之。
寒与热争者，导而行之；其宛陈血不结者，则而予之。
　　总体来说，在《内经》中，经隧所指即经络，多指经脉，后者有时以大经隧表示；较之经络、经
脉等术语，经隧出现的不多，集中于《灵枢》，说明该术语的使用及影响还是有限的。
　　《难经》将经隧作经脉理解，第二十三难解释《灵枢·脉度》经文作“凡脉长一十六丈二尺，此
所谓经脉长短之数也”。
　　《内经》《难经》之后，现存最早对经隧概念做出解释并有重大影响的是唐代杨上善和王冰两位
注家。
杨氏《太素》认为经隧同于经络，“⋯⋯身之所贵，莫先于血，故得行于十二经络之道，以营于身，
故日营气也。
隧，道也”（卷十二《营卫气别》）。
又说：“人之血脉，上下纵者为经，支而横者为纬。
□□足左右各有十二，合二十四脉、阴需、阳需、任脉、□□□二十八脉，在肤肉之里，皆上下行，
名曰经脉。
十五络脉及□络见于皮表，横络如纬，名日络脉。
皆是血气所□□□称为隧也”（卷十三《身度·脉度》。
所缺之字，萧延平按：“‘所’下原缺三字，拟作‘贯注故’三字。
”可参）。
都表明了这一点。
杨氏以络脉（别络）解释《灵枢·官能》、《素问·调经论》中的经隧，并不合于经文原义，但突出
反映杨氏从行血角度的理解，《太素》注云：“经，正经、奇经也。
隧，诸络也。
故日泻其经隧，无伤其经，即其信也”（卷十九《知官能》）；“经隧者，手太阴之别，从手太阴走
手阳明，乃是手太阴向手阳明之道，故日经隧。
隧，道也。
欲通脏腑阴阳，故补泻之，皆取其正经别走之络也”（卷二十四《虚实补泻》）。
王冰虽然只通注《素问》，而经隧多出现在《灵枢》，但他对经隧含义的理解是准确的，“隧，潜道
也。
经脉伏行而不见，故谓之经隧焉”（《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血流之道，大经隧也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五脏生成》）。
从其注文引用的文献可知，王氏不但参考《灵枢》，还包括其他文献，如：“《正理论》曰：谷人于
胃，脉道乃行，水人于经，其血乃成。
又《灵枢经》曰：荣气之道，内谷为实，谷入于胃，气传与肺，精专者上行经隧。
由此故水谷精气，合荣气远行，而人于脉也”（《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痹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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