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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古典医学中经脉学说的源起。
所研究的期间是自战国迄于西汉末，正值医学知识体系从众说纷纭渐趋统一的时代。
传统对经脉观念缘起的解释，大致是认为与针灸术有密切关系。
始初先民由经验认知刺激个别腧穴有疗病的功效。
九针等工具的出现使腧穴位置与主治功效得以确立，遂能依主治性能归纳成经络体系，乃由点而线累
积而成。
近年新出土的脉书与医史文物显示这样的解释已面，陆修正的必要。
本书即欲爬梳上古经脉学说的源流，并探讨当时刚出现与脉学相关的新技术、新工具，以及新身体观
。
笔者将试图解答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脉”?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何类文献?此一概念纯属医学范畴
吗?曾与哪些医疗技术结合?又是否可能与论脉时无所不在的数术之学割离?最后，新工具在脉学体系化
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本书发现，脉是传统中国医学最关键的概念，但最初脉学并非医者所
独擅。
此外在周、秦之时也有燕齐、秦蜀、荆楚等三派地域之别，可谓百花齐放。
种种脉学著作在多系并存的情形之下，又都透过依托、密传以及文本叠压的形式流传下来。
而更重要的是，脉学的大传统随着不同时代又各有显著特色。
笔者将上古脉学史分析为“王官”、“方者”，以及“医经”三个时代，并以此架构阐述脉学的发展
。
    我将脉学体系化的过程称为数术化的程序。
易言之，它从一些零散的医学经验跃升为体系性的学问的过程，是建立在气、阴阳、五行以及感应等
数术概念之上的。
脉概念的萌发延续了两种人体的知识，医者由人体多处搏动之处“脉诊”逐步延伸为脉循行的最初路
线；此外由刮除体表脓血的“启脉 ”技术的经验，类推出伏行体内有脉。
这就是后世所谓“经脉”概念的雏形。
而将这些经验理论化是依赖数术及天人感应，随着规律性天文知识的成熟，王官时代的人们也相信脉
在人体的流注也一定有相应的宇宙秩序。
方者接受了这个新的身体观以身按验，在身体模拟天地运行的过程，发展出导引、行气等新的技术。
他们认为，人体的气与天道宇宙的规律一样，随着时间与方位之别而有盛衰变化；这种变化的规律是
可以用阴阳、五行、干支等符号表述，甚至于推算或预测。
本书称此为“数术的身体观”。
从此再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周而复始、循环不息的宇宙形式，这个宇宙有固定的循环方向；循环动力的
来源被认为是与某个脏器有关；同时，由观察循环的周期与强弱可以推知整体运行是否正常。
所谓脉，正是人体宇宙循环的轨道，有如天体、水道运行的路径。
也有如天官可由灾异推知天体的失序，都水可由泛滥察知水道的郁滞，医者也可以用脉象失常来诊断
人体的疾病。
所以脉的概念是这个新身体观的核心，是“所以能决死生”的基准。
这个身体观成为传统中医学的基础。
今日对于经脉体系的认知相对于传统中医学已有差异，这个差异不但是因为气、阴阳、五行、感应等
个别概念的变化，更是由于整个数术宇宙论的崩溃。
宇宙论概念的崩溃也致使现代人的身体经验产生变化。
我们今日溯源这个无法目验、亦不能以现代解剖学解释的脉，其意义在于提供另外一种了解生命或人
体的范式。
    此外，笔者认为针灸疗法与脉学有密切关系。
今日讨论脉的发现与产生，往往太重视针具的角色。
针灸疗法从刺经到刺穴的转变，无疑与工具的进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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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已是在脉学体系化较晚的下一个阶段。
针具的进化导致腧穴性质与位置的确定，对于脉从独立演变至经不离穴的概念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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