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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新校》的内容主要取材于《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
包括：精神五藏第一、五藏六府阴阳表裹第三、五藏五官第四、五藏大小六府应候第五、十二原第六
等。
记录了晋代以前在医学基础理论和针灸治疗等方面带有总结性的主要医学著作，还有丰富的理论知识
和实践经验。
是我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在针灸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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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问曰：卫气之行，出入之会何如？
 对曰：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
天一面七宿，周天四七二十八宿，房昴为纬，张虚为经。
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
阳主昼，阴主夜。
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亦二十五周，周于五藏。
一本作『岁』是故平旦阴气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循于项，下足太阳，循背下至小指
端。
其散者，分于目别，目锐訾」于下手太阳，下至手小指外侧。
其散者，别于目锐訾，下足少阳，注小指次指之间，以上循手少阳之分侧，下至小指次指之间。
别者，至耳前，合于颌脉，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入足五指之间。
其散者，从耳下手阳明，入大指次指之间，入掌中，其至于足也，入足心，出内踝下，行阴分，复合
于目，故为一周。
 是故日行一舍，人气行于身一周与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气行于身三周与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
，人气行于身五周与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气行于身七周与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气行于身
九周；日行六舍，人气行于身十周与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气行于身十二周与十分身之六；日行
十四舍，人气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与十分身之二。
阳尽于阴，阴受气矣。
其始入于阴，常从足少阴注于肾，肾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复注于肾，为一周
。
是故夜行一舍，人气行于身，一云『阴藏』一周与十分藏之八，亦如阳之行二十五周，而复会于目。
阴阳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与十分藏之四。
此言『十分藏之四』，疑有误一作『二』。
上文『十分藏之八』， 是故人之所以卧起之时有早晏者，以奇分不尽故也。
 问曰：卫气之在身也，上下往来无已，其候气而刺之奈何？
 对曰：分有多少，日有长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后常以平旦为纪，夜尽为始。
是故一日一夜漏水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
常如是无已，日入而止，随日之长短，各以为纪。
谨候气之所在而刺之，是谓逢时。
病在于阳分，必先候其气之加在于阳分而刺之；病在于阴分，必先候其气之加在于阴分而刺之。
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百病不除。
 水下一刻，人气在太阳；水下二刻，人气在少阳；水下三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四刻，人气在阴分。
水下五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六刻，人气在少阳；水下七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八刻，人气在阴分。
水下九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刻，人气在少阳；水下十一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十二刻，人气在阴
分。
水下十三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四刻，人气在少阳；水下十五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十六刻，人气
在阴分。
水下十七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八刻，人气在少阳；水下十九刻，人气在阳明；水下二十刻，人气
在阴分。
水下二十一刻，人气在太阳；水下一一十二刻，人气在少阳；水下二十三刻，人气在阳明；水下二十
四刻，人气在阴分。
水下二十五刻，人气在太阳。
此半日之度也。
 从房至毕一十四宿，水下五十刻，半日之度也；从昴至心，亦十四宿，水下五十刻，终日之度也。
日行一舍者，水下三刻与十分《素问》作『七』刻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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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常以日加之于宿上也，则知人气在太阳。
是故日行一宿，人气在三阳与阴分。
常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
纷纷盼盼，普巴切终而复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尽矣。
故曰：刺实者，刺其来；刺虚者，刺其去。
此言气之存亡之时，以候虚实而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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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新校》系中医经典著作的最新整理版本，经多版本精心汇校而成，供广大中医
从业者及爱好者参考。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书，也是最早最多地收集和整理古代针灸资料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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