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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学源远流长，是一座伟大的宝库。 它

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优异的医疗效果屹立于世

界之林。 《黄帝内经》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同时也是我国现存最早、最为系统和最完整的医学

典籍

[1]

。 而经络学说则是《黄帝内经》中的主要内容，

同时又是指导中医各科的理论核心。 经络是人体运

行气血、联络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经路。 千

百年来，经络学说对中国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起到

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为炎黄子孙的繁衍昌盛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研究经络现象，无论是对生理

上的了解，还是对病理上的探讨、对治疗方法上的

确定及预后分析，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经络是

生命体本身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对经络的研究不

仅对经络问题本身，甚至对整个生物科学的研究都

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

。

1

经络学说思维模式

中医与现代医学不同，是受人文科学理论形成

和发展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建立起来的。 人文思维模

式的特征是象数思维，取类比象，重象轻形，即重视

功能、超形态，轻实体结构

[3]

。 “夫十二经脉，内属府

脏， 外络支节……”《素问·调经论》 又云：“五脏之

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 ”经络在生理上，沟通内

外，运行气血，病理上传注病邪，治疗上接受刺激传

导感应，与脏腑学说一样，是中医认识人体整体功

能的重要学说。 所以《灵枢·经别》云：“夫十二经脉

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

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难

也。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结构，现代科学技术无法找

到呢

?

这就要回到中医的思维模式寻找答案。由于当

时的认识水平有限， 人们从解剖上看到的只是血

管、淋巴管、肌腱、韧带等，所以《内经》中多以“脉”、

“血脉”、“经脉”、“络”、“筋”、“宗筋”、“经筋” 等命

名，在古代医家看来，正是这些“脉”将人体内外上

下联络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此解剖基础上，古人

通过大量的临床医疗实践结合象数思维模式、取类

比象等建立了经络系统

[4]

。 如《灵枢·经水》：“经脉十

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脏。 ……”而《灵

枢·阴阳系日月》、《素问·气穴论》中，有将十二经与

十二月相配和穴位与年相配，《灵枢·九针论》 中将

九针与天地之大数相配，始于一而终于九。 故笔者

认为， 经络是古人在对人体解剖认识的基础上，根

据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结合自然现象、哲学、社会

学等做出的对人体物质基础系统的推测性描述。 对

于经络的认识是在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充

实和发展的，它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是针灸理论

的依据。 古人说“医者，易也”，已然将自然界融汇在

人的思维之中，从宇宙的变易法则中寻求“万物与

我齐一”的科学方法，是以“天人合一”、“形种互用”

的人体整体性为依据， 采取 “司外揣内”、“取类比

象”的原始思维模式。 认为宇宙万物生生相息、变迁

演化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遵循“有无相生，动静互

易，天人相应，形神合一”的准则。

2

经络与江河湖泊

古人常将经络比做江河，这是非常恰当的。 是

河流就有宽窄，就有可能改道，甚至可能泛滥。 《灵

枢·痈疽》曰：“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

摘 要 经络学说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取类比象，对立统一、对立转换的二元思维结构是

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被广泛地用于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靠经络联系在一起的，天人相应也是由

经络实现的。还原古代经络学说的文化内涵，明确人体经络与自然界的相通之处。针灸通过对经络气血功能的调整，实现

对机体异常状态的调节，使脏腑机体恢复阴阳平衡，从而达到治疗疾病，产生临床疗效的目的。 由此可见，经络气血是实

现针灸调整功能的基本途径和主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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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数……经脉败漏，熏于五脏，脏伤故死矣。 ”这里

所讲的“经数”是指水在地面上流行的经纬度。 《灵

枢·痈疽》又曰：“经脉留行不止，与天同度，与地合

纪。 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蚀；地经失纪，水道流溢。 草

萱不成，五谷不殖，径路不通，民不往来，巷聚邑居，

则别离弃处，血气犹然……”在这里，古人不但告诉

了我们“天人相应”理论中的对照关系，另外还明确

地指出了患病的原因

[5]

。 “流溢”和“经脉败漏”都有

泛滥之意，实指经络“发炎”肿胀。 当我们某个器官

发生病变时，相应的经络就会变粗加宽，如同是电

缆漏电短路，气血就不能到达脏腑而患病。 脏腑病

变，经络似肌肤糜烂、河水泛滥。 大水流于它地，自

然不能到达终点。 而脏腑无病时经络较窄，像步调

统一、频率一致、光束高度集中的激光，可将气血大

量、快速地运送至脏腑之中。 但《内经》中讲：“经脉

者所以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这里说

的“通”是到达之意，而“不通”就如同河坝决堤、河

水泛滥，船只找不到方向所以也就无法到达目的地

一样

[6]

。

此外脉所出之处曰“井”，所溜之处为“荥”，所注

之处为“腧”，所行之处曰“经”，所合之处曰“合”。 此

即后世所谓井、荥、输、经、合穴。 若以阳脉言之，即

井、荥、输、原、经、合穴，亦即本篇所谓之“本输穴”

也。详本文之义，乃取水泉之流，以喻脉气运行，称之

为出、溜（同“流”）、注、行、入，像水泉之初出及流通，

以至于潜合入内。 《难经本义·橐考》引项氏家说云：

“凡经络之所出为井，所留（同“溜”）为荥，所注为腧，

所过为原，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井像水之泉，荥像水

之陂，腧像水之窦，窦即窬字，经像水之流，合像水之

归。皆取水之义也。”此说法虽然多为比喻义，倒未必

尽是，然其取之以喻水泉之流则颇是。

此种天人相应在临床的具体应用比比皆是，现

在仅以井穴为例，古人之深意未经过临床的大量实

践及对理论的深入理解很难看的清。 对于井的临床

应用首先我们看《内经》上所说“冬取井荥”，“黄帝

曰：以主五输奈何？ 藏主冬，冬刺井”，而《难经》却说

“春刺井”。 如果运用取类比象的方法去认知事物去

分析就会更加清晰，井，孔颖达说：“古者穿地取水，

以瓶引汲，谓之为井。 井比喻人体就是通达人体内

部深藏的气血，出于人体表面。 因而内脏潜藏之邪

气，可由体内出体外，而冬天也是万物闭藏之时，因

此说冬天刺井。 井穴出于表面类似泉水有生发之

性，《难经·六十三难》云：“井者，东方春也，万物之

始生。 诸蚑行喘息，蚏飞蠕动，当生之物，莫不以春

生。 故岁数始于春，日数始于甲，故以井为始也。 ”井

穴具有生发之性，比拟于春天，因此春天可刺井穴，

《内经》与《难经》说法虽不同，但是用天人相应的理

念理解，清晰分明。 我们进一步观察临床对于某些

疾病的治疗，就可以深入理解井穴的作用，比如中

风的治疗，西医称为脑出血或脑卒中，我们知道由

人体内部深处的脑脉瘀阻引起的。 井穴放血一是通

达脑部深处应于冬之藏，二是推陈出新，应以春之

发。 还有井主“心下满”，也是通过打开脏腑内部的

气机治疗疾病。 对于新病的经络或脏腑气机阻滞或

者久病导致的脏腑内部壅塞，我们都可以应用井穴

的推陈出新，通达脏腑深入气机的作用，这种天人

相应的哲学理念使得我们深入认知井穴并且运用

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3

经络纵横与枝叶脉络

《内经》中有关经络学说的记载，有十六篇之多，

详细叙述了经脉的生成起止，循行分布，交会以及病

证等等。 其纵行的主干叫做经脉，由主干发出的分支

叫做络脉，络脉分支叫做孙络。 它们象网络似的密布

于周身各处，内连脏腑器官，外络肢节体表，将机体的

脏腑器官和肢体各部连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运行气

血，营养周身，抗御病邪，保卫机体。 经络的主要内容

有：手足十二经脉、十二别经、奇经八脉、十五络脉、十

二经筋、十二皮部等。就循行于身体的深浅部位来说，

深行于肌肉之间的叫做经脉，浅行于体表部位的叫做

络脉，络脉的分支叫做孙络。 《灵枢·经脉》说“经脉十

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诸脉之浮而常见

者，皆络脉也。 ”“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

为孙”（《灵枢·脉度》）。 由此可见，经络的走形分布就

好像一棵大树有其主干和分支一样，甚至小到一片树

叶都有其清晰可见的脉络呈现

[7]

。 我们知道树木的树

叶中分布着脉络，它在植物学中被称为叶脉，叶脉是

叶中的疏导组织， 由维管束与伴随的机械组织组成，

叶脉贯穿于叶肉之中，对于支持叶片伸展和输导水分

与营养物质有重要的作用。在细小脉中与筛选分子和

管状分子相邻的一些薄壁细胞具有传递细胞的特性。

这对于叶肉与筛管之间光合作用的短途运输，以及韧

皮部与木质部之间的溶质输送都有重要意义。经络细

小分支的病变会导致局部气血的瘀滞，但是正如一棵

大树折断其分支尚不足以导致整棵树木的枯萎凋亡

一样，人体经络细小分支的局部病变也不足以导致整

个人体的重大病变。它正如海洋中的暖流、渔汛、天空

中的候鸟迁徙线、风带一样，是不会被局部的干扰而

中断的、更不可能用解剖学方法所观察，正所谓“人身

小宇宙，宇宙大人身”

[8]

。树叶体现两大机能，一是蒸腾

作用，植物通过蒸腾作用调节体温，输送营养物质，及

使外界环境保持湿润。 人体通过经络调和阴阳，运行

气血、营养周身，到达机体内外的和谐统一。二是植物

学 术 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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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强：加强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合作

9

月

4

日，以“弘扬孙思邈文化思想，促进两岸中医药发展”为主题的首届海峡两岸孙思邈中医药合作与发展研讨会

在陕西省铜川市举行，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讲话中提出，希望海峡两岸以“三个立

足”加强中医药交流合作。 一是立足优势，打造两岸中医药交流品牌。 二是立足需求，推动可持续发展。 三是立足民生，服

务两岸基层民众健康福祉。

会议由国台办、海协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铜川市人民政府承办。 会议期间，台湾中华海峡

两岸中医药合作发展交流协会、中华药王孙思邈研究院、陕西孙思邈研究会共同签署了扩大合作交流、共享合作交流成

果、定期举办研讨会的“铜川共识”。

以中医药产品展、孙思邈医德思想及养生保健专题研讨、海峡两岸中医药合作与发展项目推介、孙思邈文化思想专

题讲座、拜谒药王孙思邈等活动为平台，海峡两岸中医药学者、专家在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养生保健、人才培养等方面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研讨。

国台办主任助理龙明彪、陕西省副省长王莉霞、台湾亲民党荣誉主席钟荣吉出席会议并致辞。 陕西省卫计委、台办、

商务厅、贸促会有关负责人，国医大师张学文、孙光荣、郭诚杰，中医科学院、陕西中医研究院、陕西中医学院及国内著名

学者专家，云南白药、以岭药业、步长制药等企业代表共

15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

的光合作用，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为大气

环境提供氧气。 人体经络，通过经络的外在刺激调节

脏腑，促进脏腑功能的正常运作，保卫机体，为机体提

供正气。 人们通过对树叶了解能知道季节的更替变

化，还有树木内在的荣枯。例如树叶细小斑点，往往反

映树木内在病变，营养不足等。 人体通过经络的病变

同样也能知道人体脏腑内在的气机变化。 例如，经脉

引起的细微病变也同样提示着内在脏腑机能的盛衰。

4

经络循环与“天人合一”

人体以及一切生物体的内环境和外环境是统

一的。 人被古代思想家认为是“小天地”、“小乾坤”、

“小宇宙”。 “小”相对于大而言，“大”就是指整个自

然界。 小和大不仅仅同源同理，而且其形象、内涵、

变化相互对应，息息相关。 就是说，如把人体作为宇

宙的一部分， 则这个部分就会含有宇宙整体的信

息。 中国古代医家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

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 而对人体各部分不作

个体的、深入的分析，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

怎样“合一”却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 取类比象思

维方式在经络学说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经

脉循环流注就是“天人合一”的产物

[9]

。 经络学说是

古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观察发现生命现象出

发，借助理性思维探讨生命活动的机制与规律的结

果，其全部意义在于经络气血的体现。 十二经脉的

气血流注从肺经开始逐经相传，至肝经而终，再由

肝经复传于肺经，流注不已，从而构成了周而复始、

如环无端的循环传注系统。 十二经脉将气血周流全

身，使得人体不断的得到精微物质而维持各脏腑组

织器官的功能活动。 气血对于人体而言正如水之于

整个自然界，是不可或缺极其重要的因素。 自然界

的水经过蒸发、升腾、成云、布雨、渗入地下，使得自

然界万物从中汲取养分， 维持各自正常的生命状

态，依此直至参与下一个循环如此往复，其实也是

一个如环无端、周而复始的过程。 人体是自然界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必然与自然界有诸多相通之

处。 或许我们意识到在经络的形成发展中古代医学

先哲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也要肯

定古人所观察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对这些现

象的解释及总结是值得研究者深思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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