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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著名针灸学权威李鼎教授从事教学，临床，科研50余年所作主要论著的合集，涉及本草，
医史，医经，文献，经络，腧穴，针法，灸法等诸多方面，内容广博，文字精当，充分体现了作者的
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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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概述　医事传略　　一、家学与师传　　二、对针灸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三、人才培养与学
术交流　　四、科学研究的成果　学术思想与经验　　一、溯源导流，考证医学经典　　二、从浅到
深，剖析经穴部位　　三、区分层次，编写针灸教材　　四、联系整体，阐明经络理论　　五、调气
治神，运用针刺方法　论著目录　　一、论文　　二、著作中篇　答题　《针灸学释难》增订本序　
原序　　一、“血气”和“气血”的意义有何不同？
　　二、“脉”是怎样分化为“经”、“络”等名称的？
　　三、十二经脉是怎样命名的？
有何演变？
　　四、脏腑分阴阳，与经脉的对应关系如何？
　　五、何谓十二经别？
其作用与临床意义如何？
　　六、十二经别与十二络脉有何异同？
　　七、《灵枢》与《难经》所载十五络有何不同？
如何理解？
　　八、为什么足太阴脾经既有“足太阴之络”又有“脾之大络”？
　　九、肌肉、筋肉、分肉、胭肉的区分意义如何？
　　十、何谓十二经筋？
它与经脉有何不同？
　　十一、经筋作用、病候及治疗特点怎样？
　　十二、何谓皮部？
其临床意义如何？
　　十三、“关、阖、枢”还是“开、阖、枢”？
　　十四、皮部的命名对六经辨证有何启示意义？
　　十五、何谓“支节”和“三百六十五节”？
　　十六、十二经血气多少的记载何以有不同？
以何者为合理？
　　十七、如何理解气血多少和“出气”、“恶气”的意义？
　　十八、何谓得气？
针刺要得什么样的“气”？
　　十九、何谓“是动、所生病”？
有哪些不同的解释？
　　二十、《脉书》“十一脉”与《灵枢》所载有哪些不同？
区分意义如何？
　　二十一、为什么六阳经不说主“腑”所生病？
　　二十二、为什么《脉书》中称手三阳经为“齿脉”、“肩脉”、“耳脉”？
　　二十三、为什么手三阳经分主“津”、“液”、“气”所生病？
　　二十四、为什么足阳明经主“血”所生病？
　　二十五、为什么足太阳经主“筋”所生病？
　　　⋯⋯下篇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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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医事传略二、对针灸学科的建设和发展1956年6月，上海卫生局接受任务，筹建上海中医学院，先开办
西医学习中医的中医研究班。
李教授调到以章巨膺主任为主组成的教学筹建组，协助开展西学中的教学。
1958年上半年，李教授去南京江苏省中医学校针灸学科教研组进修（与奚永江老师一起），回沪后，
开办各种类型的针灸学习班，还与上海教学模型厂合作，创制不同种类的针灸经穴模型，从“石膏人
”、“塑料人”到“玻璃人”，为形象化教学迈出新的一步。
1958年，陆瘦燕、裘沛然老师都结束私人开业，进入中医学院工作，此时广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基
础课教师也在学习和研究针灸，李教授与本院及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合作，进行系统的经穴
解剖，从此我国才有了自己进行尸体解剖的经穴资料，改变了沿抄日本人著作的旧貌。
李教授学习南京办学的经验，向老一辈针灸家李春熙老师学习，从而熟悉了该派针灸的学术特色。
当时全国号召西医学习中医要“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
李教授认为，这不仅是对西医的要求，同时也是对中医的要求，他正是从这方面作了加倍的努力。
穴位研究不仅是为了搞清穴位局部的结构，更重要的则在于弄清楚原有的理论体系，不能满足于当时
只把针灸看成是一种疗法，应当研究其理论。
如果将原有理论放弃在一旁，当然就称不上“学”。
因而他从经络理论人手，系统全面地进行钻研，如“是动”“所生病”的问题，经络与营卫气血关系
问题，皮部、根结、标本、关阖枢等问题。
这些内容，在以往针灸书中都避而不谈，新派的针灸书甚至连经络概念都不提。
而李教授非但谈经络，而且要把它讲全。
经络不只是一些经穴连接线，而是有其丰富的内涵，只有从整体去探讨才能理清它的完整意义。
学科发展了，理论也得以深化了。
上海中医学院针灸专业于1960年开始单独招生，在课程建设上，由一门《针灸学》分化为《经络学说
》（后改为《经络学》）、《腧穴学》、《刺灸法》（后改为《刺法灸治学》）和《针灸治疗学》四
门。
李教授认为，课程的分化既要符合学科的发展，又要符合教学的规律，不能为分而分，不能忽视各课
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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