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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

鼎教授提出“《甲乙》以《明堂》为贵，《明堂》赖《甲

乙》以传”并出版学术专著《针灸甲乙经理论与实践》

奠定了《针灸甲乙经》当代学术地位 [1]。中国中医科学

院针灸研究所黄龙祥研究员在《针灸典籍考》[2] 以及丛

书《图说中医》之《针灸》一书中更加肯定了《针灸甲

乙经》辑录《黄帝明堂经》的学术地位 [3]。

《黄帝明堂经》撰人不详，约成书于秦汉之际，原

书已佚，后辑录于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

经》）及杨上善《黄帝内经明堂》（简称《明堂经》）。此

外，孙思邈《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辑录了《甲

乙经》中腧穴内容，另有一些唐宋医书中也或多或少地

引录了一些《甲乙经》腧穴内容，这些资料可校补现行

本《甲乙经》腧穴部分之脱误；杨上善《黄帝内经明

堂》[4] 原书现仅存序文及卷一肺经部分，日本仁和寺两

卷《黄帝内经明堂》手钞本残卷注本，一为永仁四年

（1296）丹波长高写本，一为永德三年（1383）写本，两

本均有缺字，由日本东洋医学研究会影印出版 [5]。1

一、李鼎教授对《针灸甲乙经》当代学术地位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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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黄帝明堂经》分类归纳，采用“使事类相从，删

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编纂而成的针灸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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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编纂而成。（图 1）

图1　皇甫谧与《针灸甲乙经》

《黄帝明堂经》首见于《针灸甲乙经》《针灸甲乙

经 》 序 曰：“按 ∶《七 略·艺 文 志 》《黄 帝 内 经 》 十 八

卷。……其学皆出于《素问》，论病精微。《九卷》是原

本经脉，其义深奥，不易觉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

要》，皆黄帝岐伯选事也。”[6]

此为《黄帝明堂经》历史上首次被引用，书目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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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标点，学界曾以为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言中说自

己引用的《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是《黄帝明堂经》的一

种早期传本。日本学者谷田伸治研究《甲乙经》后认为

皇甫谧原序言断句应为：《明堂》、孔穴、针灸治要。而

古书中并不见《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书目。因此，《明

堂》为皇甫谧对《黄帝明堂经》的书名缩写 [7]。（图 2）

图2　日本学者谷田伸治研究《黄帝明堂经》首见于

《针灸甲乙经》

中国中医科学院赵京生教授在其著作《针意》“《甲

乙经》针灸学术意义”一文中说明：皇甫谧《甲乙经》

自序中“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是指《黄帝明堂经》、腧

穴以及针灸治疗，更加确定了《甲乙经》是《黄帝明堂

经》的传本。

《针灸甲乙经》不仅保存了《黄帝内经》的内容，成

为其古传本之一，而且保存了早已亡佚的《黄帝明堂

经》（简称《明堂经》）的内容，《针灸甲乙经》中腧穴和

腧穴主治部分主要来源于《黄帝明堂经》[8]。

日本丹波康赖在《医心方》中以《黄帝明堂经》为

“正经”[9]。《黄帝明堂经》之所以能在各家“明堂”中

脱颖而出绝非偶然，该书本身就是综合汉以前各家之说

进行规范化研究腧穴理论与临床的学术专著，而此专著

更是其他各家“明堂”所不备 [10]。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刘保延教授在中央电视台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八期《针灸天下》栏目访谈中提

出：《针灸甲乙经》是皇甫谧撰集的我国现存最早、“最

全”“最准”的第一本针灸医学专著。

公元 562 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甲乙经》及其

他医药书一百六十多卷到日本。公元 692 年，新罗（韩

国）从中国引入了《脉经》《甲乙经》等一批医书。公元

701 年，日本律法《大宝律令》规定《黄帝明堂经》《针

灸甲乙经》为学习医学的标准教材。公元 1136 年，高丽

王国（朝鲜半岛）颁布法令《针灸甲乙经》为标准医学

教材 [11]。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

清代纪昀《四库全书提要》对《针灸甲乙经》均有极高

赞誉。《针灸甲乙经》首次系统构建了针灸学术框架体

图3　李志锋研究绘制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主要版本源流传承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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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北宋林亿在校注《甲乙经》序言中云：“晋皇甫谧

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有高尚之志。……取黄

帝《素问》《针经》《明堂》三部之书，撰为《针灸经》

十二卷，历古儒者之不能及也。”[12]（图 3）

1900 年，我国甘肃敦煌出土的针灸腧穴文献残页经

过日本小曾户洋考证，确认是《黄帝明堂经》的一种古

传本 [13-14]。同时，根据《针灸甲乙经》《医心方》等文

献中保存下来的《明堂经》内容，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

研究所黄龙祥研究员通过细致考证、校勘研究，并结合

王雪苔提供的多年积累的宝贵资料，于 1988 年将《明堂

经》一书辑复，书名为《黄帝明堂经辑校》[15]；同时，

黄龙祥在《针灸典籍考》以及丛书《图说中医》之《针

灸》一书中指出皇甫谧对针灸学的最大贡献是将隐含在

《明堂经》与《素问》《灵枢》中腧穴特点凸显了出来，

同时，也发出了至今无人能读懂皇甫谧的感叹。而如今

《黄帝明堂经》的唯一传本是《针灸甲乙经》。因此，李

鼎教授提出“《甲乙》以《明堂》为贵，《明堂》赖《甲

乙》以传”的历史性定论 [3]。

二、李鼎教授《针灸甲乙经理论与实践》的学术

贡献

图4　李鼎教授与《针灸甲乙经理论与实践》

2011 年 6 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李鼎教授学术专

著《针灸甲乙经理论与实践》并作为针灸专业研究生的

中医经典理论教材，通过对《针灸甲乙经》原文的注释、

按语等提高学生阅读古医籍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进

一步加深对原著的理解，以助古为今用。（图 4）

《针灸甲乙经理论与实践》作为针灸专业研究生的重

要学习材料，旨在提升学生的中医古典文献阅读和理论

思考能力。该书在保持原书核心内容的基础上，融入了

近年来《针灸甲乙经》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文献研究和

史学成果，以及教学实践的精华。它在深度和广度上寻

求平衡，特别强调了针灸方面的内容，同时对《针灸甲

乙经》中涉及的脉诊部分进行了适度简化，以适应现代

针灸教学的实际需求 [1]。

（一）《针灸甲乙经理论与实践》学术研究

《针灸甲乙经》详细论述了中医基础理论、经络理

论、腧穴理论等，这些理论主要来源于《黄帝内经》等

古典医学文献。《针灸甲乙经》从第七卷到第十二卷，详

细记录了针灸临床治疗各种疾病的具体方法。这些内容

基于《黄帝明堂经》等古代医学著作，为临床实践提供

了详细的指导。《针灸甲乙经理论与实践》更进一步地为

高校学习者指明了方向。如该书“导论”篇目（三）“如

何学习应用《针灸甲乙经》”。同时，该书理清针灸经典

的理论渊源，将《素问》《灵枢》《黄帝明堂经》的文献

相承关系揭示出来。并介绍了针灸临床的操作步骤，为

针灸实践提供了操作指南 [1]。

（二）《针灸甲乙经理论与实践》学术影响

《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对

后世的针灸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6]。从晋代到宋代，

许多针灸书籍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如王惟一《铜

人腧穴针灸图经》、杨继洲《针灸大成》等 [12]。而 《针

灸甲乙经理论与实践》是李鼎教授对《针灸甲乙经》的

再次解读研究、传承发展，促进了以《针灸甲乙经》为

基础的中医针灸学在高校的学术发展。如该书“导论”

篇目“《针灸甲乙经》的主要学术特点及对临床的指导

意义”。 

三、概述

《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本针灸医学专

著；《黄帝明堂经》是首见于《针灸甲乙经》最早的针灸

腧穴学专著。《针灸甲乙经理论与实践》是李鼎教授传承

《针灸甲乙经》的学术专著。

李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医针灸学家，是我国高等

针灸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针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提出“《甲乙》以《明堂》为

贵，《明堂》赖《甲乙》以传”奠定了《针灸甲乙经》当

代学术地位并出版学术专著《针灸甲乙经理论与实践》

促进了《针灸甲乙经》的学术发展。

2006 年 5 月 20 日，中国国务院公布我国第一批《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针灸”即其九个项目之一。

2010 年 11 月 16 日，中国申报的“中国针灸”项目，

正式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

委员会审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12 年 8 月 6-9 日，“首 届 皇 甫 谧 故 里 拜 祖 大 典 暨

《针灸甲乙经》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在甘肃灵台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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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提

出“皇甫谧故里·针灸学源地”的历史定位，皇甫谧被誉

为“世界针灸医学鼻祖”[12]。

致敬，缅怀李鼎教授为我国高等针灸教育、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以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中医针灸”做出的杰出贡献。

2024 年 10 月 26 日，中国针灸学会针灸文献专业委

员会、上海市针灸学会、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联合主办 2024 李鼎教授学术思想研讨暨针灸理论传承创

新与发展论坛在上海中医药大学成功举办。（图 5）

图5　2024李鼎教授学术思想研讨暨针灸理论传承创新

与发展论坛（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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