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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李鼎先生编纂《经络学》之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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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鼎教授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上海中医文献馆馆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上海市名中医。先生刻苦钻研针灸学 50 余年,著作颇丰。该文谨就《经络学》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挖掘书

中精辟内容共有 4 点,①对经与脉的深入阐发;②将《帛书经脉》全文引入书中,并提出十二经脉“是动病”“所

生病”新解;③光大“关、阖、枢”之说,首次将其与皮部相结合;④绘制历史上最形象的经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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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先生刻苦研究针灸学 50 余年,主编《针灸学

释难》《中国针灸经络通鉴》《针灸学辞典》《经络学》

等多部经典著作,或训古以示今,或阐人之未发,为针

灸学做出了贡献。笔者谨就《经络学》[1]一书与大家

探讨,通过书中内容领略李鼎先生在中医学经典方面

的真知灼见。 

自 2003 年沈雪勇教授主编的《经络腧穴学》[2]

第 1 版出版后,《经络学》不再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

即本书作为教材的功用暂告段落。《经络学》截止至

2018年 6月共印刷29次,仍受到广大中医学学习者的

欢迎与认可。王定寅曾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经络学》

的重要作用[3],收录在 2013 年李鼎先生主编的《循经

考穴五十年》中。笔者在李志道教授的指导下,从较深

入的角度对书中内容加以挖掘,以期对今后经络学的

学习乃至临床应用有所裨益,现报道如下。 

 

1 对经与脉的阐发 

《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晚期,完善于秦汉。从《经

络学》所引春秋时代的《论语》《管子》等内容所知,

那时已有“脉”“血气”“血气如水一样在脉中流动”

等认知,从而对“经络”开始了研究。正是李鼎先生深

厚的文化底蕴,才使我们后学者得到这些宝贵的知识。 

在 1983 年 12 月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

组织的教材中,邱茂良先生主编的《针灸学》对经脉含

义的解释为“经,有路径的含义,经脉贯通上下,沟通内

外,是经络系统中的主干”。而李鼎先生从原义解释,

即“经,原意指纵丝,就是直行主线的意思”。纵丝是指

织物上的纵向的丝线,纵线决定了织物的宽度,是可数、

必数的。经脉分为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等,

其数目可以确定,其循行除带脉外均为纵行,可见纵丝

的比喻正切经脉特点。研究中医学经典,从本义再到引

申义,可加深了解其含义,李鼎先生为我们做了表率。 

 

2 引入《帛书经脉》全文 

2.1 通过本书得见全貌 

李鼎先生将《帛书经脉》的甲乙本全文引入书中,

使得读者得观其全貌。在查阅本书时,《帛书经脉》与

《灵枢》可以互为参考,互相补充,呈现给读者更丰富

的内容;在论述争议较多的观点时,《帛书经脉》可为

佐证,使得解释更加契合原文本意。 

2.2“是动病”“所生病”新解 

“是动病”“所生病”见于《灵枢·经脉》病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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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代各家认识不一(见表 1)。在手太阴肺经中,“是

动病”有“肺胀满”“膨膨而喘”;“所生病”有“咳”

“上气”“喘喝”“胸满”,两者有相似的症候,用各家

学说无法解释。在《经络学》病候的语译中,“是动病”

解释为本经有了异常变动就会出现下列病证,“所生病”

为本经所属腧穴能主治有关(某脏)方面所发生的病候,

且各经均是如此。李鼎否认各家学说而提出新释,与

《帛书经脉》中病候篇描述不谋而合。《帛书经脉》中

“其所产病”对应《黄帝内经》中“是动病”,《帛书

经脉》中“主治”对应《黄帝内经》中“所生病”,

二者是“动”(变动)和“主”(主治)的关系,即相互配

合及补充。李鼎先生对“是动病”“所生病”的考释衷

于古典医籍，结束了历代各家的纷争,其提出的观点得

到各位专家的赞同,后《经络腧穴学》等教材均沿用了

此观点。 

表 1历代各家对“是动病”“所生病”认识 

文献 “是动病” “所生病” 

《难经·二十二难》 气病 血病 

《难经经释》 本经病 他经病 

《灵枢集注》 外因所致 内因所致 

《难经》杨康侯注 在气在阳 在血在阴 

《十四经发挥和语钞》 在卫病在外 在营病在内 

《十四经发挥和语钞》 经络的病 各脏腑的病 

《类经》 本脏腑 各脏腑 

 

3  光大“关、阖、枢” 

3.1 阐明“关、阖、枢”真谛 

《灵枢·根结》:“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

此说被多数中医学者所接受,李鼎先生详考古籍,分析

字义,遵《黄帝内经太素》之意,将“开”改为“关”。

关者,所以司动静之基,即“关”指门上的门栓,其位在

后,有开启和关闭的作用。若为“开”则于理不合。故

倡导“关、阖、枢”之说,纠多人之错误。 

3.2“关、阖、枢”内容与皮部名称相结合 

李鼎先生首次将“关、阖、枢”内容与皮部名称

联系起来,并一一对应,赋予皮部名称新的含义;又通

过皮部与六经辨证结合,解释六经病变的部位及症状。

如太阳为关,所属皮部名称“关枢”。“关”,其位在后,

指太阳经病症的位置多分布于背部;“枢”指本经多有

恶寒发热等“枢”(转)的寒热症候特点。书中据此绘

制的图表清晰地表达了六经皮部与寒热的关系(见

图 1),具有首创性。李鼎先生将“关、阖、枢”与三

阴三阳皮部相结合,两者既相互印证,又可新释“六经

辨证”,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彰显了李鼎先生深厚的中

医学底蕴。 

 

图 1六经、皮部与“关、阖、枢” 

 

4 历史上最形象的经筋图 

《经络学》汇编了完整的经络图系统,其中经筋图

的绘制意义深远。笔者翻阅诸多文献图谱[4-5],发现古

人并无经筋图的绘制。1959 年陆瘦燕等主编的《经络

学图说》[6]绘有经筋图(见图 2),该图谱按照单条直线

绘制,和经脉相似。而李鼎先生 1984 年编纂《经络学》

中的经筋图(见图 3)较前作相比可圈可点,总结为以

下 3 点,第一,据《说文解字》:“筋者,肉之力也。”可

知经筋与肌肉关系密切,该图突破直线构图模式(对比

图 2 与图 3),由线及面,采用条索状的绘图方法,符合

经筋的结构及形态。第二,遵《素问·五脏生成论》:

“诸筋者皆属于节。”该图描绘出经筋聚集在关节部位,

将诸关节连成一个整体。第三,该图谱补充了《灵枢·经

筋》中十二经筋循行的不足,使得经筋内容更加完善,

如手阳明经筋“绕肩胛,挟脊”,但若是细究如何夹脊、

夹脊的范围几何都未有文字叙述。李鼎先生考释文义,

借图释字,通过图谱可看到手阳明经筋分布范围从肩

峰放射至肩胛骨上下,覆盖大部分后背。由此可见,此

经筋图作为教学图谱形象生动,无字之处胜似有字之

注,能帮助读者更快理解经筋的循行路线及分布特征。 

 

图 2《经络学图说》手阳明大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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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经络学》手阳明大肠经 

此外,经筋图中条索状的绘制方法推动了近现代

经筋图谱的发展,使得精致形象的经筋图不断涌现,间

接促进了经筋理论的发展,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5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从对经与脉的深入阐发、十二

经脉“是动病”“所生病”新解、光大“关、阖、枢”

之理论及经筋图的历史意义 4 方面着手,尝试阐明书

中精要,以期读者对本书有更深入的理解。文中若有不

足之处,恳请各位专家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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