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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甲乙经》与《黄帝明堂经》《黄帝内经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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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黄帝明堂经》不见录于《汉书·艺文志》，其早期传本首见于皇甫谧《针灸甲乙经》，隋唐之际，杨上善奉敕撰注《黄帝明堂经》

集成《黄帝内经明堂》，而今残存一卷。本文根据《针灸甲乙经》与《黄帝明堂经》及日本尊经阁文库古钞本、日本仁和寺“永仁本”“永德本”《黄

帝内经明堂》残卷来论述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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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Huangdi Mingtang Sutra"，which is not recorded in the "Hanshu · Yiwen Zhi"，its early biography was first seen 

in Huangfu Mi's " Zhenjiu Jiayi Jing".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Yang Shangshan wrote and annotated the "Huangdi Mingtang Sutra"，and now 

there is a volume of "Huangdi Neijing Mingtang".Based on the Zhenjiu Jiayi Jing and the Huangdi Mingtang Classics，the ancient manuscripts of the 

Japanese Zuoko Wenku and the fragments of the "Yongren"，"Yongde" and "Huangdi Neijing Mingtang" of the Japanese Renhe Templ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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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传钞卷子影钞本，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清代精钞本《黄

帝内经明堂》[1]一卷，本书是我国现知最早的针灸腧穴专著《黄帝明堂经》

的注本。 

《黄帝明堂经》[2]撰人不详，约成书于秦汉之际（大致成书于西汉末

年与东汉延平年（公元 106 年）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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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篇》尚引录了一些其他传本的《黄帝明

堂经》文字。其中《针灸甲乙经》一书，虽经历代辗转相传，已有不少

脱误之处，但原书基本完整。而且，唐代王焘编辑《外台秘要》卷三十

九时，专门辑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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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料正可校补现行本《甲

乙经》腧穴部分之脱误；杨上善《黄帝内经明堂》[3]原书现仅存序文及卷

一肺经部分，另有一些佚文散见于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简称《太素》）

注文及日本一些古医书中。 

一、《黄帝明堂经》首见于《针灸甲乙经》关系研究 

《针灸甲乙经》[4]（亦称《黄帝甲乙经》）是曹魏甘露年间皇甫谧结

合《黄帝内经》中《素问》《灵枢》（亦称《针经》《九卷》）及腧穴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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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针灸理论与临床为主要内容的一

部类书。皇甫谧采用“使事类相从”的编纂模式，承传《皇览》“随类相

从”的编纂方式。《皇览》是一部类书，由魏文帝曹丕组织儒生采用“随

类相从”的方式编纂而成。 

《针灸甲乙经》结合《黄帝内经》三部经典，《黄帝内经》最早著录

于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统称

为《七略·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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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甲乙经》序曰：“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

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亦有所

亡失，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有不编次。比按仓公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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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同归，文多重复，

错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

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 

此为《黄帝明堂经》历史上首次被引用，书目中多有皇甫谧引用《明

堂孔穴针灸治要》的说法。由于古书无标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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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后认为皇甫谧原序言断句应为：

《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因此，《明堂》为皇甫谧对《黄帝明堂经》

书名的缩写。又因为《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一书不见于古代书目中，所

以这种断句是可信的。 

二、《针灸甲乙经》辑录《黄帝明堂经》价值研究 

《甲乙》以《明堂》为贵，《明堂》赖《甲乙》以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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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 552 年，梁武帝赠送日本《针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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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思邈《千金要方》[6]曰：“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

帝针经》……”。 

王焘《外台秘要》[7]曰：“皇甫士安，晋朝高秀，洞明医术，撰次甲

乙，并取三部为定，如此则明堂甲乙，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人，宜遵

用之。” 

纪昀《四库全书提要》[8]评《针灸甲乙经》云：“考《隋志》有《明

堂孔穴》五卷、《明堂孔穴图》三卷，《又明堂孔穴图》三卷。《唐志》有

《黄帝内经明堂》十三卷，《黄帝十二经脉明堂五脏图》一卷……今并亡

佚，惟赖是书（《针灸甲乙经》），存其精要，且节解章分，具有条理，亦

寻省较易，至今与《内经》并行，不能偏废，盖有由矣。” 

三、《黄帝明堂经》与《黄帝内经明堂》关系研究 

《黄帝明堂经》对于腧穴的名称，能言简意赅地以腧穴的生理特性

来阐明其义。如经渠穴的解释：“水出流注，入渠徐行，血气从井出已流

注至此，徐引而行，故曰经渠。”著者不但能用腧穴的生理特性而且还能

利用解剖知识来阐释穴名，如对“足三里、巨虚上廉、巨虚下廉”三穴

名称的解释。 

《黄帝内经明堂》[9]系杨上善奉敕重新注解与编撰我国现知最早的针

灸腧穴专著《黄帝明堂经》，故实际是一部官修医书。著者广求异本，精

校详注，因而其质量较高。该书为考察《黄帝明堂经》的结构、体例、

传本源流，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从该书残存的卷一内容可以看出，《黄

帝明堂经》的注本《黄帝内经明堂》中对经脉、腧穴的排列已经按照经

脉气血流注的顺序排列，而不再按头、面、躯干、四肢等进行分部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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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手太阴肺经腧穴的排列则按“中府、天府、侠白、尺泽、孔窍（最）、

列缺、经渠、太渊、鱼际、少商”的顺序，与《黄帝内经》中“手之三

阴，从藏走手”的经脉循行方向完全一致，使腧穴理论与经脉理论更有

机地结合起来。 

唐代对《黄帝内经明堂》修订，有杨上善、杨玄操两种注本（见于

《旧唐书经籍志》）。根据《旧唐书·经籍志》载录，杨上善著有《黄帝

内经太素》[10]三十卷、《黄帝内经明堂》（全称《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

三卷等医书。杨玄操著成《黄帝八十一难经注》惜后佚， 

 

其部分内容见于《难经集注》；另著有《黄帝明堂经》，现存残卷。

杨上善同时对《黄帝内经太素》作注。因此，今天出版的图书很多会将

《明堂》附在《太素》后一起出版的情况，又有甄权修《明堂图》（《千

金药方明堂三人图》《千金翼方针灸上》）等作品出现。以上《黄帝内经

明堂》原本以及注本修本已经全部亡佚，仅有日本尊经阁文库古钞本《黄

帝内经明堂》[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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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00 年，在我国甘肃敦煌出土的古代医学卷子中，有三片针灸腧穴

文献残页，经日本小曾户洋先生考证，确认是《黄帝明堂经》[13]的一种古

传本。同时，根据《针灸甲乙经》《医心方》[14]等文献中保存下来的《明

堂经》内容，中国中医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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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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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内经明堂》是杨上善改编注释《黄帝明堂经》的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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