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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医籍进行简要点评。本册选取由现代名中医张善忱、吴富东撰写的《穴名

释义》进行汇编、点校，并对较难理解的文字进行注释，以期对针灸基础知识

的普及和临床应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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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针灸学又是中医学中的一块瑰宝。中医

之术莫古于针灸，即起源较早；莫效于针灸，即有简便验廉之特点；莫难于针

灸，即易学而难入、难精。现存较早的医籍《素问·异法方宜论》云：“故东方之

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

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

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即针刺起源于我国东部地区，即山东一带。《孟

子·离娄篇》云：“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济宁市微山县、曲阜市出土的汉

画像石上的针灸图定名为《扁鹊针灸行医图》，可以作为针刺起源和发展的佐

证之一。

齐鲁针灸在我国针灸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古代医家擅长

针灸者如战国时期的扁鹊、西汉时期的淳于意、晋之王叔和、南宋之徐氏家族、

金元之马丹阳、明之翟良、清之岳含珍与黄元御等，仁济齐鲁及周边地区。而

汉代安徽的华佗游历山东、施医送药，金元时期河北的窦汉卿从师于滕县名医

李浩，元代浙江名医滑伯仁从师于东平高洞阳，明代浙江针灸大家杨继洲也曾

行医山东，湖北医家李时珍来山东考察药物兼以行医。近代民国名医黄石屏

学医于山东，后闻名于海上。现代医家钟岳琦学于江南名家承淡安，张善忱为

针灸事业殚精竭虑。而焦勉斋、郑毓桂、杜德五、李少川、臧郁文、马同如等医

家，或为全国名医，或为地方名医，仁术惠民，教书育人，在齐鲁针灸史上增加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医之传承，借以书籍为先；古今之医籍，浩瀚博大纷杂。针灸之医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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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特别是古代医籍，几经传抄，版本不一，刻印质量高低不等。今我校

张永臣、宋咏梅、贾红玲等，对齐鲁针灸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性研究，遴选出一些

与针灸相关的医籍加以校注、出版，名之曰《齐鲁针灸医籍集成》（校注版）。本

丛书从一个侧面整理、保存、传承了中医针灸文献，也从另一个侧面呈现了齐

鲁针灸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和各历史阶段所取得的成就，展示了齐鲁针灸的历

史积淀，为我省乃至全国针灸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创新起到较好的作用。

然学海无涯，宜勤求古训而博采众方，精勤不倦方能博极医源。在丛书付

梓之际，略述数语以嘉勉之！

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

山东针灸学会原会长

山东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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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和“齐鲁”是历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词，今日看来，二者所指地理范围

大体相当，“齐鲁”是“山东”的代称。“山东”之名，古已有之，但地域范围不一。

《战国策·秦策》有“当秦之隆……山东之国，从风而服”，山东指峤山、华山以

东的地区。汉代将太行山以东的地区统称为“山东”，《山东通史》记载：西周、

春秋时，山东属齐、鲁、曹、滕、薛、郯、莒及宋、卫国的一部分，战国后期属齐，其

南北各一部分属楚、赵。秦统一全国后，在山东置齐郡、琅琊、胶东、济北、东

海、薛郡、东郡等郡。西汉初，山东多为刘邦之子“齐王”刘肥的封地。汉武帝

元封五年（公元前１０６年），山东分属青、兖、徐三州。东汉时，山东属青、徐、

兖、豫四州。西晋时，山东属青、徐、兖、豫、冀五州。隋朝时，山东又归属青、

徐、兖、豫四州。唐贞观初，全国为十道，河、济以南属河南道，以北属河北道。

北宋分为二十四路，山东分属京东东路、京东西路。金大定八年年（１１６８年），

置山东东西路统军司，山东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划。元朝时，分置山东东西道

肃政廉访司及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置山东行中书省，治

青州，后改置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清代，将山东政区正式定为山东省。１９４９

年，徐州市直属山东省管辖，新海连（连云港）市属山东鲁中南行署管辖，１９５３

年１月，徐州市划归江苏省管辖。之后，山东地界未再发生大的变化。

而“齐鲁”之称，典籍历见，如《北史·儒林列传》云：伏生“教于齐鲁之间，

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齐鲁赵魏，学者

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齐鲁之号“山东”，殆自此始。

《史记·三王世家》中汉武帝有“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的文化向往，《隋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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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文学列传》有“齐鲁富经学”之言，宋代文学家苏辙言“吾本生西南，为学慕

齐鲁”。这些反映出在复杂多变的历史长河中，齐鲁文化传承不息的生命力和

对人们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而齐鲁文化也影响着中医、针灸的发展，互相交

融和促进。

针灸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现正逐渐为

世界人民所接受，并为人民的健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灸医籍对针灸的传

承和发展有着非凡的作用，它是针灸学发源、发展的历史见证，是针灸学理论

的重要载体，是发展、创新的基础，因此整理、保护针灸医籍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为针灸发源地的针灸工作者，有责任、有使命将现存针灸医籍发掘、收集、整

理、出版、保护和利用，不仅能为国内外学者的针灸研究提供便利，也可为我国

针灸文献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作出应有的成绩。此外，目前我国的针灸古籍

存在分布分散的缺点，而有的针灸医家的手稿或者油印稿随着时间的流逝，有

损毁、丢失的可能，如不及时系统整理和保护，诸多针灸文献将面临佚失的危

险。齐鲁医家的针灸学术特点和成就在我国针灸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各医家在理论上潜心研究，发皇古义，推陈出新；在学术上兼容并蓄，各抒己

见，各有所长。而在学术著作方面，或重理论探讨，或重临床实践，或重专业知

识传播，或重科普知识推广。作为中医学的一个缩影，齐鲁针灸具有明显的地

域特色，它的内涵值得我们继续努力挖掘、开发、传承、利用和创新。

有感于此，我和我校中医医史文献学、针灸推拿学的宋咏梅、贾红玲等同

道，在系统收集、整理与山东相关的古今医籍的基础上，选取价值较高的、与针

灸相关的医籍或针灸专著加以校勘，并从理论、临床的角度加以简要注释，以

丛书的形式出版，名之曰《齐鲁针灸医籍集成》（校注版）。以期本套丛书能比

较完整和清晰地展现古今齐鲁针灸的成就和概貌，更好地整理、保存针灸文

献，也为针灸临床、教学、科研提供一套比较完整的、与齐鲁针灸相关的参考

书，同时对保存祖国针灸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虽曰集成，实不能全部

包括进去，由于我们学术水平及其他客观条件所限，所收书籍数目也很有限。

为收集到较好、最有代表性的书籍，校注人员奔走于济南及其他城市的各

图书馆、藏书楼，拜访民间藏书家，走访书籍原作者及其后人。为保证校注质

量，校注人员不计报酬，不畏寒暑，抓紧点滴时间，认真点校，仔细注释，经过大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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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艰辛的劳动，基本成稿，我对编委会全体成员表示由衷的感谢；而对书籍原

作者或其后人表示无尽的歉意，因为资金所限，未能支付稿酬，为了齐鲁针灸

的今天和明天，他们的深明大义之举时刻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激励我们要做好

本套丛书，出精品之作，永传齐鲁针灸文化。

本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学校领导和科研处、文献研究所、针灸推拿学院、

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听取了刘玉檀、国培、张登部、吴富东、单秋华、刘光

亭、孙学全、杨传义、张方玉等老师的宝贵建议，我校王振国、田思胜、韩涛、刘

更生、汤继芹、刘江亭等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的赵京生老师和南

京中医药大学的张树剑老师均给予了热情鼓励、指导和帮助，相关工作人员为

本丛书付出了大量的辛勤汗水，在此谨表示我们诚挚的感谢！

同时，也将此套丛书作为献给山东中医药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和针灸推拿

学院建院三十周年的礼物，深深感谢母校的教育和培养，也祝愿母校培养出更

多的优秀人才，创造出新的辉煌！

点校此类图书，我们经验不足，加之学术水平有限，虽经几经努力，但书

中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AB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９日于山东中医药大学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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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善忱（１９３１～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８日），原名张善臣，男，汉族，济阳县张新村

人。１９４７年４月，张善忱入济南广德堂针灸所学习针灸；１９４９年５月，考取针

灸执业资格，领取开业执照，在泉城执业，擅长针灸，兼及内科；１９５１年１月，参

与组建济南市第二联合诊所，任中医师；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任济南市第三联合诊所

中医师；１９５８年４月，被选送到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学习，结业后留校任

教；１９６０年２月，调入山东中医学院，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及针灸教研

室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还担任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兼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委员、中国针灸学会常务委员、卫生部针灸

针麻专题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学位委员会委员、卫生部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编审

委员会委员。他治学严谨，毕生致力于针灸学的教学、医疗、科研工作，理论造

诣颇深，临床疗效卓著，在《中医杂志》《山东医刊》《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等期

刊上发表论文２０余篇。１９６２年起，他先后参加了《针灸疗法》《针灸甲乙经校

释》《黄帝内经素问校释》《医学百科全书·针灸分卷》的编写，担任全国高等中

医院校五版教材《针灸学》的副主编和《针灸学辞典》的编纂审定，编著《〈内经〉

针灸类方语释》《针灸甲乙经腧穴重辑》。张善忱先生热心培养后学，张登部先

生即为其学有所成的高足，还招收硕士研究生李历城、邵红旗、吕建平等。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一、二、三期和１９８４年第一、二、三、四以

及１９８５年第一期，共计８期连载了张善忱先生的《穴名释义》，其中前五期为

张善忱先生撰写，后三期为吴富东先生根据其遗著整理而成，今汇编成册，本

次校注即以此为底本。

本次校注的具体原则：

１．全书采用简体横排，加以现代标点符号。

２．凡本书中异体字、俗写字、古字和一些名词和术语，如“腧穴”“输穴”

“俞穴”以符合现代应用规范为准，均径改不出校。

０
０
３



+
,
-
.
/
0
1
2
3
4
5
6

３．若显系底本有误、脱、衍、倒者，则据他书或本书前后文例、文义改之、

补之、删之，并出校注明。若怀疑底本有误、脱、衍、倒者，则不改动原文，只出

校，注明疑误理由。若底本因纸残致脱文字者，凡能据字形轮廓或医理可以大

体判定出某字者，则补其字，或在注文中注明应补某字。

４．本书中引录他书文献，虽有删节或缩写，但不失原意，不改。

５．对难字、僻字、异读字，采用汉语拼音加直音的方法加以注音，并释字

义；对费解的专用名词或术语加以注释；对通假字予以指明，并解释其假借义。

６．从临床角度对书中有关内容加以注解，附以己见，供读者参考。

０
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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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①】腧穴名称，都应当有一个缘由，所谓“凡诸孔穴，名不虚设”。

正确理解穴名之义，有助于掌握腧穴的部位和临床应用。故此，本刊拟陆续发

表张善忱副教授的《穴名释义》，以供学者研究参考。

腧穴或称气穴、孔穴、骨空、空穴，亦有称作穴道、穴位的，《史记》叫作“砭

灸处”。它是人体经络脏腑之气输注、聚集、转输的主要部位。是针灸学中的

重要内容，也是针刺施灸治病的主要部位。腧穴大体可分为经穴、奇穴和阿是

穴三大类，除“阿是穴”外，均有固定的部位、名称和主治病症，即《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所说：“气穴所发，各有处名。”就经穴而言，在《内经》中虽有“气穴三

百六十五，以应一岁”之说，但详其穴名之数，除去相重者，单穴名只有十四个。

包括脖胦（气海）、太仓（中院）、玉英（玉堂）；双穴名一百一十二个。《甲乙经》

穴名增到三百四十九个（单穴名四十九个，双穴名三百个）。至清代穴名始增

到三百六十一个，其中尚有“三里”（手、足），“五里”（手、足），“通谷”（足、腹），

“临泣”（头、足），“窍阴”（头、足），“阳关”（背或脊或腰、膝）等六对同名异位穴

以及“禾髎”“和髎”等音同字异之穴。这在临床上殊感不便，故医家对同名异

位穴依其所在部位，而冠以“头”“足”“腹”“膝”“手”“背（或脊，或腰）”等字以

别其位，其腧穴之名，是无因而取、还是另有他故？从隋·杨上善《黄帝内经

明堂类成》所残存的一卷中可以看出，每一腧穴之名，其义颇深，它绝不是单

纯部位的代号，唐·孙思邈就明确指出：“凡诸孔穴，名不虚设，皆有深意。”

并进一步举其大意说：“穴名近于木者属肝，穴名近于神②者属心，穴名近于

金玉者属肺，穴名近于水者属肾。是以神之所居亦各有所属，穴名府者，神

之所居；穴名门户者，神之所出入；穴名宅舍者，神之所安；穴名台者，神所游

观。”由此观之，“穴之所主，皆有所况，以推百方，庶事皆然。”考腧穴之命名，

０
０
５

①

②

编者按：为《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所加。

神：据上下文疑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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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据其所在部位，或因其主治性能，或基于阴阳、脏腑，或联及经脉流注，或

涉及生理，或鉴于病理。凡此种种，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参以天星地貌，物

类形象，以意会写实，取类比象之法，以标其体用而定其腧名。因此，正确理

解腧穴之名义，不仅可以熟习古代人体解剖名称与腧穴的关系，而易于掌握

腧穴的部位，同时有助于理解腧穴的主治作用。为此古今针灸医家对穴名

之义多有论述。本文不揣简陋，仅就管见所及，对经穴之名义，作以初步探

求。不当之处，望祈指正。

89:;<=>?"

　　中府

本穴又名“膺俞”，最早见于《素问·水热穴论》，为手太阴肺经的“募穴”。

《甲乙经》卷三谓：“在云门下一寸，乳上三肋间陷者中。”考“中”，有方位之义，

四方之中央为中，左右之间亦为中，并有内义。《易·坤卦》：“黄裳元吉，父在

中也”。“府”，《素问·宝命全形篇》：“是谓坏府。”王冰注：“府，谓胸也，以肺处

胸中故也。”藏聚财贿之处亦曰府，《礼记·曲礼》：“在府言府，在库言库。”此穴

在胸中，为胸中肺气结募、聚会之处，系手、足太阴之会穴，因名中府。故杨上

善云：“府聚也，脾肺合气于此穴，故曰中府。”

云门

本穴最早见于《素问·水热穴论》，属手太阴肺经。《甲乙经》卷三谓：

“在巨骨下，气户两傍各二寸陷者中，动脉应手。”考“云”，《说文》：“山川气

也，从雨云，象云回转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地气上为云，天气下

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门”，物之孔窍曰门，又概言室所出入处为

　　　　门①。《玉篇》：“人所出入也。”本穴在胸之最高处，内系肺脏，肺为五脏之华

盖，其位高，有天之象。肺主气，云出天气，肺脉由此横出腋下，有门之象，故穴

０
０
６

① 门：人出入之处曰“门”，在腧穴名称方面，门则表示气血津液出入之处，带“门”的腧穴除云门

外，还有梁门、关门、滑肉门、箕门、冲门、神门、风门、殷门、魂门、肓门、金门、幽门、郄门、液门、耳门、京

门、章门、期门、命门、哑门、石门。



!
"
#
$
%
&

名云门。

天府

本穴最早见于《素问·气穴论》，属手太阴肺经。《甲乙经》卷三谓：“在腋

下三寸，臂内廉动脉中。”考“天”，《说文》：“巅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府”，有

聚会之义，此穴为肺脉在臂最高之穴，肺气由此聚集输注而下，故名天府。杨

上善说：“肺为上盖，为府脏之天，肺气归于此穴，故谓之天府。”

侠白

本穴最早见于《甲乙经》，属手太阴肺经。《甲乙经》卷三谓：“在天府下，去

肘五寸动脉中。”考“侠”通挟、夹。《汉书·叔孙通传》：“殿下郎中侠陛。”《集

韵》：“通挟，傍也。”“白”，《说文》：“西方色也，阴事物色白。”《素问·金匮真言

论》载：“西方白色，入通于肺。”此穴在臂内尺泽上，适夹肺之两傍，故名侠白。

杨上善说：“白，肺色也，此穴在臂，候肺两箱，故名侠白。”

尺泽

本穴最早见于《灵枢·本输》，为手太阴肺经的“合穴”。《甲乙经》卷三谓：

“在肘中约纹上动脉。”考“尺”，《说文》：“十寸也，手却十分动脉为寸口，十寸为

尺，尺所以指尺，规矩事也。”《脉经》卷一：“从鱼际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

寸口。从寸至尺名曰尺泽，故曰尺寸，寸后尺前名曰关。”“泽”，水所钟曰泽①。

《周礼·大司徒》：“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隐之名。”此穴在肘横纹处，为脉

之所入，合于本脏。如水出于井，会归注入于海泽，从关至此有尺，故名尺泽。

杨上善说：“水出并泉流注行已，便入于海，十二经脉出四支已流□（缺文，疑为

‘注’字）而行至此，入五藏海泽，谓陂泽水钟处也。尺谓从此向□（缺文，疑为

‘肘’字）有尺也，一尺之中脉注此处，留动而下，与水义同，故名尺泽。”

孔最

本穴最早见于《甲乙经》，为手太阴肺经的“郄穴”。《甲乙经》卷三载：“去

腕七寸。”考“孔”，《尔雅·释诂》：“孔，魄哉，延虚无之言，间也。”注：“孔，穴

也。”“最”，有极盛之义。《史记·肖相国世家》：“高祖以肖何功最盛。”此穴在

０
０
７

① 泽：水聚之处，如湖泽、沼泽、润泽；也表示恩泽、仁慈。带“泽”的腧穴，除尺泽外，还有曲泽、

少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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