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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而针灸学术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数千年来，在人类保健事业中
，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
针灸疗法的治病优点，是不用汤药，仅仅通过或针或灸的措施，作用于人体，就能激发自然的抗病能
力，从而发挥治疗效能。
在临床上，往往很多久治不愈、百药罔效的疾病，施以针灸，得能霍然而起。
因此，古人有“一针，二灸，三汤药”的议论，其治病疗效，于此可见了。
时至今日，这种简捷而可靠的医疗方法，已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一致认为是我们祖先伟大的创造，是
一门独特的医学技术，我们应该担负起继承和发扬的责任。
　　有关研究针灸的文献，现存的书籍以内经为最早。
历代以来，属于专科性的文献有《甲乙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十四经发挥》《针灸大成》⋯⋯
综合性的有《千金方》《外台秘要》《圣济总录》《医学入门》《东医宝鉴》⋯⋯各类众多，不下数
百余种。
这些典籍，都不同程度地记述了古代针灸医学的经验成就和理论体系，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近代著作，在党和政府的提倡下，更如雨后春笋，推陈出新，在针灸医学的学术理论和临床实践上都
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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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络学说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它的应用，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都占着重要的地位
。
    本书分六章。
第一章为绪论，叙述经络学说的重要性及其学习方法，替读者作了入门导引。
从第二章至第五章，论述经络学的主体，计十二正经、十二经别、奇经八脉、络脉，对于各经循行部
位和经过腧穴，以及生理、病理、临床应用提示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
每一经络并附有循行示意图，图文对照，颇便学习。
第六章为十二经筋，它是经络的附属部分，在人体生理、病理上有着重要的关系，在这里也同样作了
逐经的叙述、附图。
书末附录经脉交会腧穴表，人体重要部位经络分布表，以及有关经络的重要歌诀，以便检查和诵习之
需。
    本书对经络学说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适宜于一般学习针灸、西医学习中医及中医带徒的教学参考
，并可供针灸医师作为临床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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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阳三焦经    (十一)足少阳胆经    (十二)足厥阴肝经    (十三)任脉    (十四)督脉    (十五)冲脉    (十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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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络脉　　一、一般概念　　《灵枢·脉度》说：“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
孙。
”络脉自经脉别出，本身再分出无数细支，就是孙络；络脉和孙络遍布全身，如网罗一样，组成了一
个网络系统，来辅佐经脉循环的不及。
如以自然界现象来作比喻，则经脉是江河的干线，络脉为分流交错，起灌溉作用的沟渠。
其分布所在一般比较浮浅，常可在体表见到。
《灵枢·经脉》曾说：“经脉者常不可见，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
”由此可知经脉和络脉在分布的部位上也有深浅的不同，但是所有的络脉必皆隶属于经脉。
在生理上除了能起渗灌肢节，濡养全身的作用外，部分络脉还可以联络十二经脉，传注周流，使成表
里配偶的关系。
这就是“十五络脉”。
　　十五络脉自本经别出处皆有一定的腧穴。
例如手太阴肺经从列缺别出，手阳明大肠经从偏历别出⋯⋯等。
但是由于络脉分而又分，到络人与其为表里的他经时，已成无数细支，不能指出其一定的部位来，所
以《灵枢·经脉》中只记载十五络脉别出处的腧穴而没有络入处的一定部位，其故即在于此。
　　络脉出入正经，皆以腧穴为注输的点站。
《灵枢·小针解》说：“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者，络脉之渗灌诸节者也。
”据此，则知腧穴介于经脉和络脉之间，是两者借以连接的枢纽。
　　络脉的病理情况，实症时可以分由表及里和由里达表二方面来叙述。
《素问·皮部论篇》说：“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人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
，则人舍于腑脏也。
”这种由络而经的病理机转，乃是病邪由表及里的传导经过。
但若病由内生，在于气血方面，则必然初病在经脉，经病气滞的结果，才会引起络脉中郁血瘀凝。
络脉的虚症，也和经脉的虚症一样，可由络脉本身的元气不足或者由于全身性的气血虚弱而致。
这种虚实的病理状况，尤其在十五络脉更显重要。
《灵枢·经脉》有详细的记载，下面各论中将分别讨论。
　　诊断络脉虚实的根据，“经脉”中也指出：“凡此十五络者，实则必见，虚则必下。
”在络脉的实症时，邪壅血瘀，络脉之气不通，所以在体表部就可以看到结滞的络脉郁血而显现；相
反，在气血不足的情况下，络脉空虚，当然就显得瘦瘪而不易在皮肤表面找到了。
　　除此以外，《灵枢·经脉》还说：“凡诊络脉，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胃中寒，手鱼之络
多青矣，胃中有热，鱼际络赤，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热气也，其青短者，少
气也。
”手太阴肺经其脉出自中焦，禀胃气而行运全身，所以鱼际部的络脉，也可以诊断全身的疾病。
由于气血寒则凝涩不通而作痛，故络脉必现青黑，热则淖泽而流行，络脉也就呈现黄赤；鱼际部的络
脉若呈青色，表示胃中有寒，现赤色则为胃中有热，黑色甚于青色，所以更为严重，是郁滞很久的痹
症，赤、黑、青三色互现，乃是寒热交替的疾病，如阴寒偏盛，阳气不足，当然络脉是青而且短了，
阳主气，所以症状上也就呈现出少气不足以息的现象。
　　治疗络脉疾病的方法，实症可用三棱针刺络放血，或用交经缪刺的方法，将在以后刺灸法汇论中
讨论。
络脉的虚症，因为由于气血衰枯，脉气下陷而致，所以应该施用灸法。
兹将十五络脉介绍于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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