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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摇 从有关马王堆古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考证经络学说的起源。结合《黄帝内经》有关对经络解剖
形态描述等认为经络学说起源于循经感传导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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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经络学说起源于什么？对于经络的起源，高等医
药院校教材《针灸学》是这样论述的：“经络学说是我

国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不断观察总结而逐

步形成的。”并进一步指出：“经络学说的形成，可能通

过以下途径：员）‘针感’等传导的观察；圆）腧穴疗效的
总结；猿）体表病理现象的推理；源）解剖、生理知识的
启发”。上述观点是经络的发现，因为首先发现了许许

多多零散在身体的点（穴位），然后将这些零零碎碎的

点（穴位）串起来就形成了今天所谓的“经络”了。《针

灸学》把发现经络与经络学说的起源混淆了。发现经

络与经络学说的起源是 圆 个不同的概念，应当区别开
来。发现经络是指发现经络的循经感传导现象。经络

学说的起源是指经络学说形成的依据或证据。发现循

经感传导是经络学说的基础。

员摇 经络学说起源于循经感传导
经络学说起源于循经感传导。循经感传导是“经

气”运动的反映，笔者认为，“经气”是“能量信息流”。

没有经络的循经感传导，就没有经络学说。经络的生

理功能、病理变化、治疗疾病的机理等都是以经络循经

感传导为依据。例如：在生理上，通过经络循感传导，

“经气”的运动、沟通表里上下、联系脏腑器官；通行气

血，濡养脏腑组织；感应传导；调节脏腑器官的机能活

动。在病理上，经络循感传导阻滞，“经气”不通，影响

气血的运行，不通则痛，甚至引发脏腑病变。在治疗

上，通过针灸经络，激发“经气”循经运行，到达病变部

位，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循经感传导是经络学说的

基础，没有循经感传导现象，就没有经络学说。

员郾 员摇 从目前最早的有关经络学说的文献来分析，证明
经络学说起于循经感传导摇 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发现的马
王堆古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

均有经络循行路线而没有穴位，有灸法而无针法。而

在其后约三百多年的《黄帝内经》才出现穴位和针法。

说明先有循经感传现象，然后才有穴位，而灸法激发循

经感传导概率比较高。在实践中，也证明经络学说起

于循经感传导，因为，有循经感传导现象才有经络的概

念，如果没有循经感传现象，经络学说就无从谈起。

员郾 圆摇《针灸学》认为经络起源于穴位，先有穴位，然后
通过穴位之间的联线，便成为经络循行线路 摇 这一结
论缺乏证据，难于使人信服。从《足臂十一脉灸经》

《阴阳十一脉灸经》来看，二书均有经络循行路线而没

有穴位，而在其之后的《黄帝内经》才出现穴位。以此

可断定，先有经络，然后才有穴位，穴位是从循经感传

现象中发展起来的。所以经络起源于穴位联线的说法

是无法成立的。

员郾 猿摇《针灸学》又认为，经络起源于古代的解剖知识，
是依据《黄帝内经》“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

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脉之长短，血

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

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脉者，血之

府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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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黄帝内经》有关经

络解剖描述的误解，误认为《黄帝内经》对经络本质的

假说是经络的本质。现代解剖学如此发达，都找不到

经络，以古代非常有限的解剖知识去找经络，那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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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在现代解剖学中，未曾有循经感传导的记

录。因此，认为经络学说起源于解剖知识是无法成立

的。而实际上《黄帝内经》有关经络解剖的描述是对

经络本质研究的假说，对经络本质的假说，实际上始于

《黄帝内经》。

员郾 源摇 从时间上来说，《黄帝内经》对经络有关与解剖知
识的描述也跟经络学说的起源无关摇 据考证，《足臂十
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成书可以上溯至春秋时

期，比《黄帝内经》成书的年代要早约三百年，是《黄帝

内经》经络学说的祖本。《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

一脉灸经》只有经络循经感传导路线和灸法，没有与解

剖有关的描述。据现有资料证明，对经络有关解剖知

识的描述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在此之前并没有

相关证据证明经络与解剖知识有关的文献，《黄帝内

经》对经络的解剖描术不过是对经络本质的假说，与经

络的起源无关。所以经络起源于解剖知识是对经络起

源的猜想，不能作为经络起源的依据。

圆摇 发现经络循经感传导现象
经络学说起于经络的循经感传导，那么在中国古

代是怎样被发现的？经络在人体的正常功能状态的情

况下，一般是感觉不到的。经络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通过身心结合的锻练方法发现的。这种锻练方法现代

叫气功。在“气功功能态”的状态下，出现自觉的、主

动的、循经感传导现象［员］。这种锻练方法是中国人独

创的，也是中国古代发现经络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从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中，可以了解到在那个

时期，身心结合的锻练活动是非常普及的。与《足臂十

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同时出土的气功专著

《却谷食气》和《导引图》以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

著作中有关心身相结合锻练的论述就是最好的见证。

圆郾 员摇 经络的本质是人体大脑信息控制系统 摇 现代脑
科学和思维科学证明，大脑的功能活动是大脑电（化

学）活动过程，大脑电活动产生大脑电磁场，大脑功能

活动以电磁场物质结构方式向自身或向空间输出信

息。中国古代身心结合锻练方法正是通过大脑功能活

动以电磁场物质结构的方式向下丹田（能量场）输入

信息，大脑电磁场与下丹田能量场产生共振，激发下丹

田聚集“能量信息”（经气），“能量信息流”循经运行出

现循感传导现象，从而发现了人体经络的奥秘。

圆郾 圆摇 除练功发现经络之外，还有部分人群对经络比较
敏感的人，容易发现循经感传现象摇 在春秋战国时代，
对经络比较敏感的人究有多少，谁也无法统计。按经

络学说起源和成形于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期，对经络

敏感的人可能比现在多。圆园 世纪 缘园 年代初季钟朴、
祝总镶、李志超等完成了十七万人的循经感传调查，结

果是经络感传显著者（即经络敏感人）约占 员郾 猿豫。一
般来说，经络敏感的人，对于出现一瞬间循经感传导现

象，不会太在意，更不可能把它记录统计下来。只有进

行身心锻练的练功者，才有可能观察到循经感传现象，

体会到经络的存在，进而把握经气运行规律，发现经络

系统的功能，以及医生对经络敏感人循经感传导现象

的观察，然后把它记录统计下来。当然这不是个人能

完成的，是经过无数的练功者和医生，经过长期的锻练

和临床观察记录逐步完善的。

猿摇 讨论
综上所述，经络学说起源于循经感传导，有循经感

传导现象，才有经络的概念。经络的发现和经络学说

的起源与解剖知识无关，与穴位无关，与心身结合锻练

的练功者和经络敏感的人密切相关。但经络的发现和

经络学说的逐步完善，主要是由无数的练功者的体验

和医生经过长期对经络现象反复的观察、治疗而成

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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