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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灸，既传统又现代，既简单又复杂，它究竟有多少面、多少维度？
如何石得一个清晰、完整的针灸图像？
    本书从针灸起源、经络学说、明堂孔穴和针灸诊疗4个部分阐述了针灸的知识和治病原理。
作为当今著名针灸文献大家，也是针灸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主要制订者，本书作者经过20多年的实
验与体验，在充分考虑了角度、高度、距离、时间等影响观察效果的诸因素后，选择了更多、更佳的
观察点，尝试了不同的观察工具、以不同的眼光，瞄准着针灸，一遍遍地近看与远望，仰观与俯视，
从地上看到地下、从表面看到深层、从今天看到昨日，找寻针灸腧穴的母亲，鉴识经络链环上的珍珠
、追寻针灸创新的发源地，考量针灸古典的含金量，感悟针灸诊疗的三位一体，去发现一个更加本真
、更加完整的针灸世界。
    每一次扫描都有新的发现，而每一次发现又总是引出新的问题。
这一串串新发现、一个个新问题，一步步地将你带向一幅全新的画面，在这个图景中你看到的不再是
针，不再是灸，也不再是针灸之术，而是针下的生命之真，图中的人体之妙！
本书对进一步了解针灸、理解针灸诊疗精髓有较大的指导作用，可供中医工作者及中医药院校师生参
考，也可供中医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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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龙祥，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针灸学科”学科带头人、局级重点研究室“针灸理论与方法学”研究室
主任。
中国针灸学会文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WorldJoumal0fAcupuncture-Moxibllstion杂志主编。
本书作者有十年针灸文献，十年针灸历史，六年针灸理论专业研究的经历。
2007年出版《实验针灸表面解剖学》，对于现代解剖最新分支的最新发展有了系统深入的把握，紧接
着又利用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访学机会，系统浏览了现代医学最新发展的最新文献，以及科技史，特别
是医学史研究的最新方法与研究进展，此外作为“九五攀登项目”第二研究方向经脉一脏腑相关研究
的召集人，曾与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数理化专家密切接触，在这样一个知识平台与学术背景下“看针
灸”，无疑有更多的观察点、观察方法，有更多的从容与更大的自信，因而有更大的可能性看到一幅
更真、更全、更清晰的针灸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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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针灸——人体交响乐的音响师针灸起源——从腧穴诞生说起  1.概说：寻找腧穴的母亲  2.九针与
十八般兵器    砭针——微型兵器    微针——超越兵器  3.艾灸与八木之灸    灸材之林    独钟于艾  4.期待
新发现经络学说——说什么？
  1.概说：寻找经脉链环上的“珍珠”  2.发现经络——从脉口开始    阴疝与厥阴脉——从特殊到一般    
齿病与齿脉——实践·理论·再实践    心绞痛与心脉——从肺到心的演变    妊娠与任（妊）脉——观
察与联想    冲脉发现——两千年前的实验  3.经脉图说——写实？
写意？
  4.经脉图的演变——经与穴的互动  5.期待新发现明堂孔穴——针灸大厦的基石  1.概说：打开明堂宝库
的钥匙  2.发现腧穴——超越“以痛为腧”    发现腧穴所在    发现腧穴所主    发现取穴妙法    发现腧穴
古名  3.穴位开合探秘——寻找丢失的说明书    单穴单控——按哪个键    多穴组控——先按哪个键    定
时定向——什么时候朝什么方向按键    单穴多控——什么方式按键  4.明堂经与明堂图  5.期待新发现针
灸诊疗——是动则病气调而止  1.概说：三位一体双向调节的奇特疗法  2.手——针灸诊疗的魔杖    寻经
探穴指下明    知为针者信其左    妙解穴者指为针  3.针灸再发现    发现针麻术    发现皮刺法    发现本刺法
   发现筋刺法    发现缪刺法    发现三通法  4.针灸如何治病    中风针灸——防治并重的样板    牙病针灸—
—按哪个开关？
    眼疾针灸——拨云见日    刺疟——两千年前的诊疗规范    哮喘针灸——冬病夏治    骨病针灸——以柔
克刚    运动损伤与疲劳恢复——针灸壮志未酬    胎产针灸——古方新传    小儿病针灸——看诊一疗一
体    病入膏肓的解穴——膏肓俞    马病针灸——早期针灸特征的遗存  5.针灸预处理    预针灸提高免疫
力——一千年前的总结    预针灸能使远足不疲——80年前的实验    预针灸提高机体反应性——以少胜
多    预针灸提高痛阈——重看针麻    预处理的针灸预处理——增效减毒    预测针灸预处理——针灸新
天地  6.看针灸的短长与突破结语：寻找开关掌控开关绘制图谱后记：看出针灸的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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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针灸起源——从腧穴诞生说起　　1.概说：寻找腧穴的母亲　　不论灸在前还是针在前，如果将
古人的火灸石熨、刺痈排脓、刺络放血这些人类普遍的经验视为针灸的起源，那么针灸的历史的确可
以很久很久。
而且针灸可能不限于中国这个特定的区域。
这里，我将腧穴，这个针灸学最基本的元素作为一个确定的标志来探讨“针灸起源”问题——严格地
说应当是“针灸学起源”，我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腧穴”究竟是针刺的产物。
还是艾灸的产物？
通俗地说，即腧穴究竟是姓针还是姓灸？
让我们来看以下的事实：　　第一，古代灸法，至少一直到唐代还非常强调灸疗的部位（穴位）直径
要大于三分才有效。
如果将时间推到秦汉以前——多种材料的多种灸法的应用时期，要求的灸疗部位的面积更大。
　　第二，《内经》论针者十之八九，灸者十之一二，应用最多者为血针和气针。
《内经》时代灸法是一个面，血针是一个段且不是固定的局限部位。
　　第三，通过对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到中国第一部针灸腧穴经典《黄帝明堂经》中的
腧穴定位的系统研究．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不少腧穴定位十分精确，小到一二个毫米的一个骨孔，细
到一个骨缝，3分之地可定2穴，而且体位十分讲究（设计特定的体位显示特定的凹陷），有可能出自
灸法的需求吗？
或者通俗地说，我们已知的腧穴有可能是灸法的儿子吗？
面对这样的事实，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腧穴概念形成于调气之微针——气针普及之后。
由此也可更好的理解“腧穴”在《内经》中何以被称作“气穴”、“气府”、“孔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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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针灸，既传统又现代，既简单又复杂，它究竟有多少面、多少维度？
如何看得一个清晰、完整的针灸图像？
经过20多年的实验与体验，在充分考虑了角度、高度、距离、时间等影响观察效果的诸因素后，本书
作者选择了更多、更佳的观察点，尝试了不同的观察工具、以不同的眼光，瞄准着针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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