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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络学说 

  经络学说是关于人体经络的循行分布规律及其功能的中医生理学说。经络学说的
基本理论在《内经》中有较系统而全面的论述，这表明经络学说是在从春秋到战国的
较长时期内逐步完善起来的。    
  1、经络学说的逐步完善  
  经和络分别指经脉和络脉，“脉”、“经”、“络”的名称在春秋时已经出现。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已经提到“脉”、“血脉”、“阴脉”、“阳
脉”、“经”、“络”等名称，这表明当时“脉”已为医家们所注意，而且他们对脉
的性状已有一定的研究，并认识到血与脉的联系。  
  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上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可以看
出，最迟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医家已经大致认识了人体经络系统中的十一对正经在体
表的主要循行路线，并据其主要循行部位结合三阴三阳为其一一命名，它对经脉的描
述虽然还十分简单，但它们却在认识人体经络系统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确立
了经络学说的雏型。  
  经脉是经络系统中的主干，正经又是其中的主体，因而对正经的认识也就成为经
络学说的重点。从《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到《阴阳十一脉灸经》
（以下简称《阴阳》）再到《灵枢·经脉》篇（以下简称《经脉》），展示了春秋战
国时期医家对人体正经的认识及其发展过程。  
  总之，在《内经》中，形成了经络学说的基本理论。后世除在对奇经八脉的认识
方面较之《内经》有所发展外，基本上都是遵循《内经》的定论，可以说中国古代经
络学说在《内经》时代已基本完善。 
  2、关于经脉系统发现过程的讨论  
  经脉系统当初是如何被发现的？这是中国医史研究至今争论未决的难题。有人认
为，经脉是由于古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及医疗活动中逐步发现人体有许多通过一定的
刺激，如压、按、刺、灸等可以治疗病症的点（即穴位），进而发现许多有相同或相
近治疗作用的点基本分布在一条线上，这一条条有相同治疗作用的点的分布线就是经
脉。有人则认为，经脉是通过“感传”现象而发现的，即古人在偶然发现肢体某些部
位受刺激后会产生胀、麻或似“气行”等感觉沿着一定路线传导的现象时，这一条条
相对固定的感传路线就被认为是经脉。还有人认为，经脉当初就是指血管，经脉的循
行和分布是古人在可见（包括解剖）的血管循行分布路线的基础上推想出来的。另外
还有人认为，经脉是通过练气功而发现的，当气功练到一定的程度时便会体会到身体
中有气沿着一定的路线移行，这种气行路线便是经脉。  
  我们认为，第一和第四种观点不能成立。按照第一种观点，应该是首先发现了很
多穴位及其治疗作用，才会有对“经脉”的认识，然而，历史实事相反，已知最早的
论述经脉的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只有经脉循行部位的叙
述，而没有穴位记载，其灸法治病也只提“灸某某脉”而不说“灸某某穴”，足见
“经源于穴”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第四种观点是在近几年的“气功热”中产生的，
它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先秦时期已有能使人体验到自身气行的气功，先秦文献从未
提到练气功与经络的关系；同时，气功师所感受到的“气行”是循环连贯的（所谓
“小周天”与“大周天”），而两部《十一脉灸经》所记述的经脉循行却未构成循环
连贯的路线；《内经》所描述的十二正经及其分支和经别、奇经八脉、十五大络等循
行路线也绝非练气功所能自我体验到的。  
  经脉系统的发现当与“循经感传”和血管有关。从《内经》对“脉”的论述可
知，“脉”本来即指血管。  
  既然“脉”（经络）原指血管，那么“经络”的发现自然也就与血管的发现有
关；体表观察、触摸和解剖观测就是发现“经络”的基本途径。  



  但是经脉系统的循行分布与现代解剖学所发现的人体血管系统大部分并不相符，
因而经脉系统不可能是完全通过观测血管而发现，经络系统也不等同于血管系统，
“经络”还包括了血管以外的人体组织或物质。经络有“感传”的特性，根据报道，
循经感传现象的出现率在20%左右，而且与古代经络的循行路线基本相同。因此大部
分经脉行路线可能是通过循经感传现象而发现的。  
  至于经脉与脏腑之联系的确定，一方面是在针（砭）灸临床实践中发现针灸某经
脉能治疗某脏腑的疾病，由此推论经脉与此脏腑有联系；另一方面则是运用阴阳五行
学说等自然哲学理论对脏腑经脉关系所作的理论上的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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