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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黄帝内经腧穴考证

《黄帝内经》一书，今日所见，即宋以后遗存之

《素问》与《灵枢》，为中医学术的奠基之作，故后

世奉之为经典。就其内容而论，涉及中医理论与学说

的诸多方面，“腧穴”问题，其中之一也。然就今存

《素问》与《灵枢》文本之有关篇章，对腧穴之某些

问题，存有诸多疑处，以下仅从两个方面，举例说

明，并聊为考析。

1 “腧穴”内容含多家学说

《素问》、《灵枢》中论腧穴内容较多，但有的内

容，显非出于一家之言，当系于不同学派。

1．1 经脉流注腧穴经脉流注所经之处的某些腧穴，

具有特殊意义，并予以特定命名。此在《灵枢》之本

彤倦毒簿◇照．张瓣瑗，雾参m泰巾医药失学终身教授、搏土生

警黟菇啦誊专謦势黪跫謦謦蕊、j零山褒寥零孝肇目骖妒褰缡
及会缩《甲己绦穰桫≤《豢姆簿祭》等囊篝攀帮。霪母中医
典籍夫部，代表作《中藩卷赣交蘸攀》誊j≥j

’“

张增敏，男，系张烟卿学术继黍鬻≯。≯81。}；”。

输篇及根结篇均有详论。然两篇中取穴与命名方面均

有所不同。

1．1．1 《灵抠·本输》。该篇详论四肢肘膝关节以

下十二经脉流注之特定腧穴，总称之为“本输”。今

以阴经与阳经各举一脉为例。

“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

木；溜于鱼际，手鱼也，为荥；注于大渊，大渊，鱼

后一寸陷者中也，为输；行于经渠，寸口中也，动而

不居，为经；入于尺泽，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

合。”

“膀胱出于至阴，至阴者，足小指之端也，为井

金；溜于通谷，通谷，本节之前外侧也，为荥；注于

束骨，束骨，本节之后陷者中也，为腧；过于京骨，

京骨，足外侧大骨之下，为原；行于昆仑，昆仑，在

外踝之后，跟骨之上，为经；入于委中，委中，界中

央，为合。”

从上文可见，十二经脉在四肢肘膝关节之流注，

阴经有出、溜、注、行、入五个关要处，分别命之日

井、荥、输、经、合，各有代表性腧穴，并以五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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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合以各经之井穴。阳经有出、溜、注、过、行、

入六个关要处，分别命之日井、荥、输、原、经、

合，亦各有代表性腧穴，并以五行之金，合以各经之

井穴。从而构成了十二经脉在肘膝以下特殊的流注体

系，即五脏阴经的五五二十五腧和六腑阳经的六六三

十六腧体系。由于上述诸穴，在经脉流注中具有特殊

的地位，故在针刺方面，亦具有重要意义。是当为经

络学说一重要组成部分。

1．1．2 《灵枢·根结》。该篇除论及三阴三阳脉之

关阖枢外，并论及经脉之流注，但与《灵枢·本输》

所言，有较多差异，惜仅存手足六阳经脉，手足六阴

经脉，早已脱失。今录其全文如下：“足太阳根于至

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人于天柱、飞扬也；足少

阳根于窍阴，溜于丘墟，注于阳辅，入于天容、光明

也；足阳明根于历兑，溜于冲阳，注于下陵，人于人

迎、丰隆也；手太阳根于少泽，溜于阳谷，注于少

海，入于天窗、支正也；手少阳根于关冲，溜于阳

池，注于支沟，入于天牖、外关也；手阳明根于商

阳，溜于合谷，注于阳溪，入于扶突、偏历也。”

详此文后继有云“此所谓十二经者，盛络皆当取

之”云云等文，可证原为十二经，而今只存手足六阳

经文，其手足六阴经文，当脱也无疑。

根据上文可见，其与《灵枢·本输》所言之经脉

流注，除根穴与该篇所言井穴一致外，其不同处有以

下几点：本篇仅有根、溜、注、人四项，此其一也；

本篇所言溜、注二项，名虽同而穴不同，此其二也；

本篇所言入穴有二，一为本经在肘膝关节以下之络

穴，一为本经在颈部之穴，此其三也；本篇根穴，无

五行相合，此其四也。从而说明，本文系经脉流注另

一学家之所言而无疑。

1．2 背俞定位背俞定位，指脏腑在背部之腧穴的

定位。凡此，皆取背部脊椎骨为自然标志，而进行定

位，但定穴部位，则不尽同。

1．2．1 《灵枢·背腧》：“黄帝问岐伯日：愿闻五脏

之俞，出于背者。岐伯日：胸中大俞在杼骨之端，肺

俞在三焦之间，心俞在五焦之间，膈俞在七焦之间，

肝俞在九焦之间，脾俞在十一焦之间，肾俞在十四焦

之间。背挟脊三寸所，则欲得而验之，按其处，应在

中而痛解，乃其腧也。”详“焦”， 《太素·气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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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血气形志篇》王冰注引《灵枢经》及《中

诰》均作“椎”。马莳注： “焦，当作颁。”张介宾

注：“焦即椎之义，指脊骨之节间也。古谓之焦，亦

谓之颁，后世作椎。”按“焦”，当系椎之假借，焦与

椎，均取“隹”为声。古籍取“隹”为声之字而相

为假借者，所在多有。如推与椎，《史记·吴王濞列

传》：“此少年推锋之许可耳。”《汉书·吴王濞传》

推作“椎”。又如椎与锥，《战国策·齐策六》：“君

王后引椎椎破之。”鲍本椎作“锥”。椎，或作

“颁”，《灵枢·经别》：“足少阴之正⋯⋯而合上至

肾，当十四镊。”是此文诸言“焦”者，即椎也。

按上一背腧定位法，在古针灸书中，大都以此为

准，如《针灸甲乙经》所收古《明堂孔穴针灸治要》

即是。详《甲乙经》卷三第八吉五脏背腧为：肺俞在

第三椎下，两傍各一寸五分。心俞在第五椎下，两傍

各一寸五分。肝俞在第九椎下，两傍各一寸五分。脾

俞在第十一椎下，两傍各一寸五分。肾俞在第十四椎

下，两傍各一寸五分。后世针灸诸书，亦大多以此为

准。

1．2．2 《素问·血气形志篇》：“欲知背腧，先度其

两乳间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两隅相拄

也。乃举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齐脊大椎，两隅

在下，当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复下一度，心之俞

也；复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复下

一度，肾之俞也。是谓五脏之俞，灸刺之度也。”杨

上善注：“以上言量背输法也。经不同者，但人七尺

五寸之躯，虽小法于天地，无一经不尽也。故天地造

化，数乃无穷，人之输穴之分，何可同哉。昔神农氏

录天地问金石草本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日，

济时所用。其不录者，或有人识用，或无人识者，盖

亦多矣。次黄帝取人身体三百六十五穴，亦法三百六

十五日，身体之上，移于分寸，左右差异，取病之

输，实亦不少。至于《扁鹊灸经》取穴及名字，即大

有不同。近代《秦承祖明堂》、《曹子氏灸经》等，

所承别本，处所及名，亦皆有异，而除疴遣疾，又复

不少，正可以智量之，适病为用，不可全言非也。而

并为非者，不知大方之论。所以此之量法，圣人设教

有异，未足怪之也。”王冰注：“《灵枢经》及《中

诰》咸云，肺俞在三椎之傍，心俞在五椎之傍，肝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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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推之傍，脾俞在十一椎之傍，肾俞在十四椎之

傍。寻此经草量之法，则合度之人，其初度两隅之

下，约当肺俞；再度两隅之下，约当心俞；三度两隅

之下，约当七椎，七椎之傍，乃膈俞之位。此经云，

左角肝之俞，右角脾之俞，殊与《中诰》等经不同。

又四度则两隅之下，约当九椎，九椎之傍，乃肝俞

也。经云肾俞，未究其源。”

详本文所言量背腧法，与《灵枢·背腧》所言取

穴方法，亦自不同，彼者以椎体自然标准为法，此则

以草度量之，因而所定穴处，部位亦不同，故二者之

差，已不言而喻。杨上善与王冰等注，亦皆指明其不

同处。故此文当是《素问》中保留之别一家度背腧注

也。以其别为一家之言，故不得以《灵枢·背腧》而

论其是非。杨上善所谓“圣人设教有异，未足怪之

也”，义亦在此。

1．3 椎间穴定位椎间穴，指脊椎节间下之腧穴，

其定位之所在，经文所述，亦不尽同。

1．3．1 《素问·气府论》：“大椎以下至尻尾及傍十

五穴，至骶下凡二十一节。脊椎法也。”王冰注：“脊

椎之间，有大椎、陶道、身柱、神道、灵台、至阳、

筋缩、中枢、脊中、悬枢、命门、阳关、腰俞、长

强、会阳十五俞也。”《太素·气府》作：“大椎以下

至尻二十节，间各一。骶下凡二十一节。脊椎法。”

杨上善注：“大椎至骶二十一节，有二十间，问有一

穴，则二十六穴也。《明堂》从兑端上顶，下至瘩门，

有十三穴。大椎以下至骶骨长强二十一节，有十一

穴，凡二十四穴，督脉气所发，与此不同，未详也。”

按此文《素问》与《太素》不尽同，杨注与王

注，义尚有疑，今不烦考。然有一点是基本相同，即

自大椎至尾骶二十一节，节间有穴，但并非第一节间

均有穴。据《针灸甲乙经》卷三第七存古《明堂孔穴

针灸治要》凡十一穴。即大椎在第一椎陷者中，陶道

在大椎节下间，身柱在第三椎节下间，神道在第五椎

节下间，至阳在第七椎节下间，筋缩在第九椎节下

间，脊中在第十一椎节下间，悬枢在第十三椎节下

间，命门在第十四椎节下间；腰俞在第二十一椎节下

间，长强在脊骶端。若据古《明堂》一书推断，有关

上述诸穴的定位，由来尚矣。且从腧穴称谓可见，诸

穴无以脏腑之名命名者。以脏腑名命名之穴，均挟脊

两傍。此一定名，一直延至今日，除自《甲乙经》

后，增有灵台、中枢、阳关等穴外，穴名一仍其旧。
1．3．2 《素问·刺热篇》：“热病气穴，三椎下间主

胸中热，四椎下间主膈中热，五椎下间主肝热，六椎

下问主脾热，七椎下间主肾热。”杨上善注：“《明

堂》及《九卷》背五脏输，并以第三椎为肺输，第五

椎为心输，第七椎为膈输，第九椎为肝输，第十一椎

为脾输，第十四椎为肾输，皆两箱取之。当中第三椎

以上无疗脏热，故五脏及候五脏热，并第三椎以下数

之。第三椎以上与颊车相当，候色。第三椎下间肺输

中间，可以泻热也。四椎下间，计次当心，心不受

邪，故乘言膈也。次第推之，下间各主一脏之热，不

同《明堂》通取五脏之输者也。”王冰注：“寻此文

椎间所主神脏之热，又不正当其脏俞，而云主疗，在

理未详。”

按上文杨注虽强为之释，但亦不得不承认其与

“《明堂》通取五脏之输者”不同。若王冰注则直云

“在理未详”。详本文虽非直取五脏之背腧，但其所指

泻五脏热之各椎，与挟脊两傍之五脏腧，亦不在同一

横平线上。因此，若按五脏腧在背部腧穴位置以解本

文，自是不通。从而说明，本文所云椎节间与五脏的

关系，系另一家言也。

2 “腧穴”总数考

2．t “气穴论”与“气府论”析义气穴论与气府

论两篇(以下简称“两论”)内容，均以总论腧穴为

题，然两论具体内容方面，却有诸多异文歧义，概言

之，有以下几点：

2．1．1 名称析义 气穴之称，在《素问》中凡七

见，即阴阳应象大论一见，刺热篇一见，气穴论五

见。《灵枢》中凡五见，即邪气脏腑病形篇两见，四

时气一见，胀论两见。气府之称，仅《素问·气府

论》题名一见。

据上文可知，经言气穴者，多见称也。杨上善注

云：“三百六十五穴，十二经脉之气发会之处，故日

气穴也。”言气府者，少见称也。马莳注云：“气府

者，各经脉气交会之府也⋯⋯前篇论穴，故名气穴，

而此论脉气所发，故名日气府也。”仅据此名称之不

同，已初见两篇非出于一人手笔。又气穴论之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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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黄帝与岐伯问答体，而气府论则为直接陈述之体，

更可证明，两论虽均以总论365穴为题，然非出于一

家之言。

2．1．2 365穴之总数365穴之总数，在气穴论中凡

五见，文云：“余闻气穴三百六十五，以应一岁。”又：

“孙络三百六十五穴会，亦以应一岁。”又：“溪谷三百六

十五穴会，亦应一岁。”又：“孙络之脉别经者⋯⋯亦三

百六十五脉，并注于络。”以上可见，三百六十五穴之称

述，虽不尽同，而实则均是以三百六十五穴为本，非在

此外，而另有一三百六十五之说。

详《素问·针解篇》有“三百六十五节气”、“三百

六十五络”等说。《素问·调经论》又云：“人有精气精

液⋯⋯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又云：“夫十二经脉

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节有病，必被经脉。”《素问·徵

四失》亦云：“夫经脉十二，络脉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

所以病。”

又详《灵枢·九针十二原》云：“节之交，三百六十

五会⋯⋯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又云：“十

二原者，五脏之所以禀三百六十五节气味也。”

从以上诸文可见，“三百六十五”这一数字概念，在

《素问》与《灵抠》中，曾多次提及，而且均与腧穴有关。

然其称谓则不尽同，有单称“穴”者，有单称“络”者，有

单称“脉”者，有单称“节”者，有单称“会”者。其双称

者，则有“气穴”、“气府”、“穴会”、“节气”等之不同。

亦大都系由单称衍化而来。亦或系双称之缩化而成。

所谓穴或气穴者，以此乃经络之气内外出人之孔隙也。

穴与孔义通，孔，隙也。所谓会或穴会，以其为经气相

会之处。所谓络或脉者，以此亦经脉或络脉之气的交

会处，非指十二经脉及十五络脉之外，另有三百六十五

脉或三百六十五络也。所谓节或节气者，谓经气之运

行，亦犹天气运行之有节气也。从而可见，诸多称谓，

虽出自多家手笔，然皆指腧穴而言，义本互通。

根据以上诸文，足可说明，《素问》与《灵抠》对腧

穴总数的认定为三百六十五穴而无疑。凡论及腧穴之

总数者，均当以此为是。过与不及，均未为准。

2．1．3 三百六十五穴以应一岁 此一命题，原在《素

问·气穴论》中三次提出。一云：“气穴三百六十五，以

应一岁。”张介宾注：“人身孔穴，皆气所居，本篇言穴不

言经，故日气穴。周身三百六十五气穴，周岁三百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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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故日应一岁。”二云：“孙络三百六十五穴会，以主

一岁。”杨上善注：“十五络从经脉生，谓之子也。小络

从十五络生，乃是经脉孙也。孙络与三百六十五穴气

会，以法一岁之气也。”张介宾注：“孙络之云穴会，以络

与穴为会也，穴深在内，络浅在外，内外为会，故日穴

会。非谓气穴之外，别有三百六十五络穴也。”三云：

“溪谷三百六十五穴会，亦应一岁。”吴昆注：“此又言溪

谷，亦三百六十五穴，盖在诸经孙络之内，非复有三百

六十五穴。”张介宾注：“有骨节而后有溪谷，有溪谷而

后有穴俞，人身骨节三百六十五，而溪谷穴俞应之，故

日穴会，亦应一岁之数。”以上诸家注文，语虽不一，理

则尽同。均谓三处所云，皆指三百六十五穴，与一岁之

三百六十五日相应。

以上乃以一岁为三百六十五日为度，腧穴总数以

取象比类为法，故以三百六十五穴应之。然今存道教

经典著作《太平经》(按世书据学者考证，当成于东汉末

期)中，则别有一说。在《太平经》残本“灸刺诀第七十

四”云：“灸刺者，所以调安三百六十脉，通阴阳之气，而

除害者也。三百六十脉者，应一岁三百六十日。日一

脉持事，应四时五行而动，出外周旋身上，总于头项，内

系于脏。衰盛四时而动移，有疾则不移，度数往来失

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故当治之。”此论虽见于道教

遗著，然对于灸刺之具体内容，必本于医学文献而无

疑，不可能为道教医学另有三百六十脉之法。此所谓

三百六十脉，与《素问·气穴论》所谓“三百六十五脉”

义亦同，均指腧穴而言。

从而可见，在汉代关于腧穴总数与一岁日数相应

法，至少有三百六十五与三百六十两说。此两说数据

虽少有别，然其义则同。详《素问·六节脏象论》有文

云：“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

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

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又云：“天以六

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天有十月，日六竟而周甲，甲六

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此文义在说明古代历法

中，计算一年之日数时，有三百六十五日数与三百六十

日数两法，这段文字，王冰作了详细的注文，兹不烦引。

根据此文，正好为三百六十五穴以应一岁与三百六十

穴以应一岁两法，作了诠释。同时亦可说明，尽管两法

中有五数之差，但其大数三百六十，则均在天地营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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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数范围，非有误也。相反，却可说明，针灸腧穴总

数，与岁气周日总数相应之说，是一个腧穴理论问题而

无疑。

作为一种腧穴理论，它与中医学的诸多基础理论，

必然是可以互相印证和说明的。因此，这种腧穴总数

与岁周数相应之说，应是本于《内经》中曾经多次提山

的“人与天地相应”(一日“人与天地相参”)之说。

详腧穴的存在，是以经脉为其载体的物质基础，也

就是说，离开了经脉，也就不可能有腧穴的存在。而经

脉学说，在《内经》一书形成之时，根据现有《灵枢》之

经脉、经别、经水、经筋等篇内容，可知十二经脉之体系

已经确定，加之奇经中的任、督、冲等脉，已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气血运行机制。此一运行机制，是由手足、阴阳

十二经脉互相联接的循环体系，加之奇经脉的调节机

制，共同完成的。因此，体现于经脉载体上的腧穴，自

然应包括手足、阴阳十二经脉及奇经脉之全部腧穴。

经脉的这种运行机制，在《素问》与《灵枢》中，有

多篇的文字描述，兹不烦述。凡此，亦均可体现“人与

天地相应”的基本观点。从而，亦可证明三百六十五穴

以应一岁，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者，反映了“人与

天地相应”说在腧穴方面的体现。二者，“人与天地相

应”，包含了人与自然之阴阳相应。因此，三百六十五

穴以应一岁，应指手足阴阳十二经脉等全部俞穴，而不

可能仅为部分经脉之腧穴。

2．2 “气穴论”与“气府论”腧穴考 《素问》之气穴

论与气府论两篇，从篇名立义到内容所言“三百六十五

穴”之总数，为论述全部腧穴者，前已言及。然今存本

中两篇所言腧穴，不仅难合此数，而归穴方法及腧穴定

位，注家亦颇有歧义。现分述于下。

2．2．1 气穴论

2．2．1．1 行文体式气穴论为问答体，其为文作：“黄

帝问日：余闻气穴三百六十五，以应一岁，未知其所，愿

卒闻之。歧伯稽首再拜对日⋯⋯其非圣帝，孰能穷其

道焉，因请溢意，尽言其处。”此下乃言诸穴。近文尾处

作：“帝日：余已知气穴之处，游针之居，愿闻孙络、溪谷

亦有所向乎。”此下歧伯答文后又作：“帝乃辟左右而

起，再拜日：今日发蒙解惑，藏之金匮。署日《气穴所

在》。”文至此，按常例，似当结。然此下复有“歧伯日：

孙络之脉别经者⋯⋯亦三百六十五脉，并注于络，传注

于十二络脉，非十四络脉也，内泻于中者十脉”一段，此

前既无黄帝问，文尾又无常例“黄帝日：善”四字。详此

文既与前歧伯答三百六十五络义重，又不合体例，必系

别篇错简，或后人以其与前文义同，遂措置于本篇文

尾。

据此第文体及书文旨义，必在说明三百六十五穴

之具体内容而无疑，然今存书文则疑点颇多。

2．2．1．2 腧穴考本篇所列诸穴，除脏俞五十穴、府

俞七十二穴、热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胸俞二十

穴、膺俞十二穴外，其余则杂乱无章，且有的穴，注者亦

有所不同，有的穴王冰自注，亦与别篇不同。如背俞一

穴，林亿等曾于水热穴论篇按云：“王氏刺热论云：背俞

未详何处。注此指名风门热府。注气穴论以大杼为背

俞。三经不同者，盖亦疑之者也。”

正由于此，故诸注计腧穴总数，颇有差异。杨上善

与王冰或因内容不详，故均未计总数。林亿等新校正

按：“自脏俞五十至此，并重复，共得三百六十六，通前

天突、十椎、上纪、下纪，三百六十五穴，除重复，实有三

百二十一穴。”吴昆注：“自脏俞至此，并重复共得四百

零七穴。除重复，约得三百五十八穴。盖世远经残，不

可考也。”马莳注：“通共计之有三百五十七穴，其天突、

大椎、上腕、关元俱在内，天突、关元、环跳俱重复，想有

脱简，故不全耳。”张志聪注谓三百六十四穴。而高士

宗注则谓三百六十六穴。以上可见各家注文，皆曲就

文义，各抒己见。特如高士宗注“大禁二十五”，为“五

脏之井、荥、俞、经、合。五五二十五俞之禁也”。与前

文“脏俞”之解，又重二十五穴。所以三百六十五穴之

数，纯难应合。而且其中双侧穴者，大都按两穴计数。

但有一点则为大多注家所注意，即所云：“脱简”或“不

全”。

从篇文可见，其归穴方式，有经脉类如脏俞、府俞

(即五脏、六府经脉之本俞穴)等，有部区类如胸俞、背

俞、膺俞等，有主病类如热俞、水俞等，余者则显得杂乱

无章。从全部穴名计之，漏穴很多，故难能与三百六十

五穴之总数合。

2．2．2 气府论

2．2．2．1 归穴方式本篇为陈述体文，起首即言经穴

所发，其归穴方式，是以经脉为主，现存本有手、足三阳

经共六脉所发腧穴数与奇经脉中之任、督、冲三脉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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腧穴数。另有数穴，无系统。从上述内容，明显看出，

本篇归穴方式，是以经脉为本，也就是说，已经形成了

腧穴归经的完整体系。但本篇内容则仅有十二经脉中

手足六阳经腧穴，而无手足六阴经腧穴。如从腧穴体

系方面看，乃是一个不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是有阳无阴

的体系。

2．2．2．2 腧穴考本篇内容，现存文献除《素问》王

冰次注本外，尚有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本。两

主相校，腧穴数颇有差异。如足太阳78穴，《太素》作

73穴；足少阳62穴，《太素》作52穴：足阳明68穴，

《太素》作62穴；手太阳36穴，《太素》作26穴，手阳明

22穴，《太素》同：手少阳32穴，《太素》作33穴；督脉

28穴，《太素》作26穴；任脉28穴，《太素》作18穴；冲

脉22穴，《太素》无。另有五穴左右各为lO穴，《太素》

同。

据上文，则《素问》为386穴，《太素》为322穴。又

因经文中所言之具体穴位，两书不尽同，而后世注家，

又各抒己意，故注家亦各计一数。如杨上善云：“总二

十六脉有三百八十四穴，此言三百六十五穴者，

举大数为言，过与不及，不为非也。三百八十四

穴，乃是诸脉发穴之义。若准《明堂》，取穴不尽，仍有

重取以此。”林亿等新校正云：“经之所存者，多凡一十

九穴。此乃所谓气府也。然散穴俞，诸经脉部分皆有

之，故经或不言，而《甲乙经》经脉流注，多少不同者以

此。”张介宾云：“今考之气穴之数则三百四十二，气府

之数则三百八十六，共七百二十八穴。内除气府重复

十二穴，又除气穴、气府相重者二百一十三穴，实存五

百零三穴。是为二篇之数。及详考近代所传《十四经

俞穴图经》，通共六百六十穴，则古今之数，已不能全合

矣。此其中后世不无发明，而遗漏古法者，亦不能免

也。”

从以上注家所云，不难看出，他们对气穴论与气府

论两文，提出了很多疑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论中所言穴数，均与三百六十五穴以应一

岁之数不合，若双侧穴按两穴计，则多余若干穴，若均

以单穴计，则不足若干穴。

第二、据现有两论中列出之具体穴名类例看，尚有

若干经脉类或经穴类未曾列出，故疑两论篇文有脱简

或漏收者较多。

第三、杨上善注可见，“若准《明堂》，取穴不尽”。

说明，若准以古经《明堂》，则缺漏尤多。而张介宾则考

以“近代所传《十四经俞穴图经》”，其思路与杨上善

同，唯不若杨准以《明堂》为是。以古《明堂》去《黄帝

内经》成编的时代为近。说明《明堂》列穴，与《内经》

中俞穴总数，亦当相同或相近。故尤可证两论中穴数

有脱漏。

从上文可见，在《黄帝内经》成编之时，在“腧穴”

方面，曾兼收有多家学说，并非一家之言。在“腧穴”总

数方面，已基本一致。然在今本《素问》与《灵枢经》

中，已难尽详，有待今后进一步考证和实践验证。

由于个人水平有限，错误之处，请各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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