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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As the earliest existing daoyin graphic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Silk Manuscript Drawings of Daoyin reflects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medicine daoyin research over its 50-year research histor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literature from 1973 to 2024 using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finds that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Drawings of Daoyin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first stage (1973要1999), "The Initial Emergence of Drawings of Daoyin", focuses on
textual coll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health preservation mechanisms, establishing the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the second stage
(2000–present), "The Rejuvenation of Drawings of Daoyin", is characterized by interdisciplinary features, forming a comprehensive
system mainly compose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exercise creation, culture and art, and cultural tourism dissemination. With the
cre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health -preserving exercise "Health Qigong窑Mawangdui Daoyin", the health -preserving
techniques and wisdom of Drawings of Daoyin have been widely disseminated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ushering Drawings of
Daoyin into the era of "Health Qigong窑Mawangd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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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地底两千多年的练功图谱要要要马王堆帛书

叶导引图曳袁重见天日之后袁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大众

的关注袁根据这幅图编创的野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

术冶还受到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喜爱遥 叶导引

图曳到底隐含了怎样的魅力钥 在马王堆汉墓考古发

掘 50 周年之际袁对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叶导引图曳的学

术研究进行梳理袁不仅看到了学术界研究叶导引图曳
的足迹袁发现其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交相呼应的特

点袁以及跨学科整合研究不足的现状遥 希望本研究

能为叶导引图曳研究提供积极参考袁为进一步彰显其

时代价值做出贡献遥
1 马王堆帛书叶导引图曳概况

1973 年末袁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

出土一幅长约 133 cm尧宽约 50 cm 的长帛袁该帛画

与叶却谷食气篇曳叶阴阳十一脉灸经曳渊乙本冤同列长

帛袁自右至左依次排列[1]遥 帛画以彩色工笔绘制袁分 4
层排列袁现存 44 个导引术式图像袁每层 11 幅袁人物

图像高 9~12 cm袁多数为徒手动作袁少数持杖尧盘等

器械遥 帛画出土时无题名及序跋袁考古学者根据墓

葬时间和图像内容袁结合叶庄子窑刻意曳野熊经鸟伸冶导
引术记载袁定名为叶导引图曳袁世称野马王堆叶导引

图曳冶遥叶导引图曳随墓主下葬的时间为公元前 168 年袁
其绘制时间应更早一些袁主流学者推断为秦代或汉

初袁部分学者认为包含战国元素[2]遥 叶导引图曳导引术

式和题记内容显示袁其技术体系与叶吕氏春秋窑季春

纪曳所载野筋骨瑟缩不达袁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冶一脉相

承袁属先秦导引术的图文实证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从马

王堆三号墓中把绘制在珍贵帛书上的叶导引图曳用作

随葬品来看袁墓主应非常喜欢且能习练这些导引术袁
这类养生功法也应是当时湘楚贵族社会比较流行的

一种健身方式遥
2 叶导引图曳初问世

从 1973 年出土到 1999 年袁叶导引图曳研究野初问

世冶袁研究成果大致分两类院文献研究和养生研究遥

叶导引图曳出土后的前十几年袁文献研究是主流袁包括

文物渊帛书残片冤清理与修复尧图文释文注释袁这一阶

段成果为叶导引图曳研究奠定了基础遥 随着研究的深

入袁叶导引图曳本身所承载的养生思想尧实践尧文化等

方面的价值逐渐成为主要研究方向遥
2.1 文献研究

这一时期成果主要来自叶导引图曳考古发掘研究

团队和相关学者袁内容涉及考古尧历史尧文字尧中医尧
美术等多学科领域遥
2.1.1 湖南省博物馆中医研究院叶马王堆三号汉墓

帛画导引图的初步研究曳渊以下简称叶初步研究曳冤
此篇是考古团队对叶导引图曳修复后的第一个研究

成果袁可谓叶导引图曳研究的奠基之作遥该研究解释了

确定其名称为野导引图冶的原因袁详述了叶导引图曳的
具体情况遥 同时介绍了修复的真实状况院野由于帛画

残破断裂比较严重袁虽经初步复原袁全图前后尧上下

已很难回复原来的顺序遥 但每一个图像的运动姿势

尚基本保存袁仅有少数图像残破难辨袁并有约半数的

标题文字无法识别遥叶初步研究曳认为叶导引图曳是野我
国古代医学科学资料的一个新发现袁它进一步填补

了我国医学史和体育史在秦汉时期有关导引疗法

的一段重要空白冶曰同时提出保健尧医疗尧神仙和方士

等不同类别的导引袁事实上具有共同的传承关系遥

文章对叶导引袁事实上具有共同的传承关系遥 文章对

叶导引图曳中的较为清晰的 28 幅进行了初步考释袁另
外 16 幅图由于漫漶断裂比较严重袁不易拼接袁暂未

考释袁仅对其中可以辨认的题字进行了一些说明遥 文

章根据叶导引图曳中的图像和题名袁将其内容分为 3
类遥 渊1冤野题有病名的导引图冶袁从中医角度考释了叶导
引图曳题名中出现的野烦冶野聋冶野膝痛冶等 9 个病名曰
渊2冤野题有动物形象的导引图冶袁包括野熊经冶野信
渊伸冤冶等 9 个动作袁认为这类导引动作具有普遍的强

身保健目的袁而不仅限于某些个别的病症曰渊3冤野其他

名称标题的导引图冶袁包括野以杖通阴阳冶野仰呼冶野坐
引八维冶3 个动作曰文中还附有28 幅图的线条勾模

图渊见图1冤袁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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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叶导引图曳28幅线图及排序

Fig.1 28 line drawings in order of Drawings of Daoyin

2.1.2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叶导引图论文集曳
此成果是继叶初步研究曳之后第二个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成果袁为全面展开叶导引图曳研究奠定了基础遥
叶导引图论文集曳收录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

野前言冶尧马王堆出土叶导引图曳题记释文渊见图 2冤尧唐
兰先生的叶试论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导引图曳和湖南省

博物馆等叶初步研究渊修订稿冤曳袁附高清影印残缺图

渊见图 3冤尧墨线复原图渊见图 4冤尧复原图渊见图 5冤各
一幅遥

野前言冶介绍了拼接复原叶导引图曳的 5 条原则遥
渊1冤主要根据原帛画本身的浸水痕迹及折叠关系进

行大体定位遥 渊2冤根据折叠的断裂线痕确定位置遥
渊3冤根据原图形的反印痕核对位置袁如图 1尧图 13
等遥 渊4冤根据帛本身的上下边缘界线尧纹理尧经纬密

度及其排列尧色泽深浅等关系袁以及图形本身的部位

线条尧服装颜色尧文字接连等关系接复遥 渊5冤对于个

别图形袁如图 22袁残缺太多袁参照现存古代其他导引

图中近似的图形予以复原遥 经过反复考察尧核对尧拼
复袁最后在故宫博物院修复装裱而成叶导引图曳遥

野题记释文冶袁以表格的形式袁依据导引图的排序

逐一注释题记文字遥题记释文由图片排序尧临摹原题

记文字尧楷体书写题记 3 个部分组成遥根据题记的完

整情况分为 4 种院渊1冤题记完整尧文字可释读袁共 23

图 2 叶掖导引图业论文集曳题记释文

Fig.2 Annotations and explanations of "Paper
Collections of Drawings of Daoyin"

498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hnzyydxxb.hnucm.edu.cn圆园25 年第 45 卷

个曰渊2冤题记不完整袁只能释读其中部分文字袁共 2
个曰渊3冤题记文字都模糊不可释读袁共 6 个曰渊4冤完全

没有题记袁用野渊缺题冤冶表示袁共 13 个遥
叶试论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导引图曳一文袁首先明

确了叶导引图曳的形制院野上下 4 列袁有残缺袁现存 44
图袁30 幅图有题记袁其中之一是耶熊经爷袁跟叶庄子曳
合袁证明这是导引图遥冶作者提出导引是野我国医学的

一科冶野养生法的一种冶袁并梳理历代导引图的源流袁
最终考释了 28 处题记袁确定叶导引图曳编号顺序为

野自上而下袁从左到右冶遥
叶初步研究渊修订稿冤曳在野图像的说明冶一节中袁

增加野复原后的叶导引图曳是一幅用朱尧褐尧蓝尧黑色单

线平涂的群像运动图袁分为上下 4 排袁每排 11 人袁共

图 4 叶掖导引图业论文集曳墨线复原图

Fig.4 Ink-line reconstruction drawing of "Paper Collections of Drawings of Daoyin"

图 3 叶掖导引图业论文集曳残缺图

Fig.3 Fragmented image of "Paper Collections of
Drawings of Daoyin"

图 5 叶掖导引图业论文集曳复原图

Fig.5 Reconstruction drawing of "Paper Collections of Drawings of Dao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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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4 种不同的运动姿势遥 每一图像旁书有术式名

称袁因帛画残缺袁能看出字迹的仅有 31 处冶等内容遥
在野叶导引图曳内容的分析考察冶一节袁对导引图进行

了更加细致的分类遥 第一类野题有病名的导引图冶袁
从原来的 9 个袁增加到了 13 个遥 第二类野题有动物

形象的导引图冶袁从原来的 9 个增加到 10 个遥 增加

第三类野器械运动的导引图冶袁包括图 8渊盘冤尧图 17
和 30渊棍冤尧图 21渊盘冤和图 24渊袋状重物冤遥 第四类

野其他类冶袁含野折阴冶野卬渊仰冤呼冶两个遥 此外袁修订稿

新增野服饰问题的讨论冶袁将 44 人的服饰分为 3 类袁
认为有女性 22 人袁1/2 的妇女参加锻炼袁反映叶导引

图曳 的性别参与特色遥 其编号顺序与唐文一致袁与
1975 年版完全不同[4]遥
2.1.3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叶马王堆汉墓帛书

渊肆冤曳渊1985冤 该成果是对马王堆医书首次全面整

理的权威著作袁对整个马王堆医书研究都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遥 书中高清影印了叶导引图图版曳袁把叶导引

图曳渊残卷冤从右至左分割成四张大图袁相连的两张图

有交叠重复袁较叶导引图论文集曳中的六分叶导引图曳
渊残卷冤更加清晰易辨识遥书中还收录叶导引图题记释

文曳袁内容与叶掖导引图业论文集曳同[5]遥
2.1.4 叶导引图曳其他文献研究 这一时期袁除了上

述三项里程碑式的成果袁还有对题记或图形考释尧商
榷的成果遥 如袁沈寿[6]认为野懑厥冶应该野猫蹶冶遥 李德

骧等[7]提出了叶导引图曳仍需探讨的几个问题院第一袁
认为野 冶既不能释为野此冶也不能释为野引冶袁而应释

为野引郤冶的简写遥 第二袁对残缺图名推断遥 图 20渊顺
序与叶初步研究曳一致冤不应释为野引瞶冶袁而应释为

野引隤冶遥第三袁对 3 个图形与图名不符的探讨遥图 17
为身体下屈袁名字却为野信冶渊伸冤袁推断可能是一组连

续动作中的一个曰图 21野仰呼冶中袁头尚未抬起曰图 24
野坐引八维冶袁似立定跳远袁动作名却用野坐冶遥 第四袁
提出了导引图复原拼接中存在的 4 个问题遥 沈寿[8]

强调该帛书野是一卷两文尧一图的帛书冶袁三者要合在

一起进行研究袁并认为可以统一命名为叶导引食气

篇曳遥该研究还指出叶导引图曳要结合残图和复原图

进行研究袁完全以复原图为依据进行研究袁就容易

出现问题遥 廖名春[9]袁考证叶导引图曳中图 28 的题记

野 欮冶进行应为野俛屈冶遥 叶导引图曳文献研究得以不

断完善遥
2.2 养生研究

2.2.1 导引历史 叶初步研究曳叶导引图论文集曳开启

叶导引图曳养生思想研究的先河后袁相关成果不断出

现遥 周世荣[10]不仅探讨了导引图与儒释道各家思想

的渊源袁也阐释了与传统八段锦尧五禽戏等各种导引

术的关系袁还讨论了叶导引图曳释文的几处争论遥吕利

平等[11]通过图谱人物术式的站位尧排列组合袁推释出

图谱版面的构成与阴阳五行尧五方尧五时和二十四节

气的内在对应关系袁从侧面反映叶导引图曳与先秦道

家思想的价值内涵遥 吴志超[12]将叶导引图曳所载术式

与后世野婆罗门导引十二法冶野达摩十八手冶野五禽

戏冶野八段锦冶野易筋经冶进行对照遥 王卜雄 [13]尧沈寿[14]

等著作中袁都对叶导引图曳养生思想尧具体内容尧导引

历史进行了相关介绍遥
2.2.2 导引保健 周世荣[15]叶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的导引图看五禽戏曳一文袁探讨了叶导引图曳对野五禽

戏冶的影响曰曲祖贻[16]叶主动按摩和老年保健要要要从

马王堆的保健图谱谈起曳是一篇介绍性小文袁已使用

野马王堆耶导引图爷冶简称曰沈寿[17]通过后世相关导引

文献对 44 幅图的动作逐一进行了解析曰邱丕相[18]依

据叶导引图曳成功创编术一套养生健身功法袁这套马

王堆导引术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遥随着叶导引图曳
研究和传播的推进袁社会大众袁特别是气功体育人

士袁开始运用马王堆叶导引图曳中的单式动作或专门

性功法进行健身养生实践遥
2.2.3 导引医疗 谈清霖[19]提出叶导引图曳每一图都

有医疗健身作用袁只是部分图式没有标明遥 周世荣[20]

通过辑录叶诸病源候论曳中与叶导引图曳相关的导引

法袁按照野时令病尧内脏病尧躯体病尧五官病冶4 个病候

类别袁对术式逐一做了注解遥夏德安[21]首次对马王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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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叶导引图曳残片

Fig.6 Fragments of Drawings of Daoyin

三号墓所有医学文献翻译成英语的著作袁将叶导引

图曳翻译为 Drawings of Guiding and Pulling袁并对

44 幅图的动作逐一进行了解释袁对可以识别的题记

进行了兼顾音尧意的翻译袁如将图 6 题记野折阴冶翻译

为野Snapping Yin冶遥
2.3 艺术研究

叶导引图曳在书法尧绘画尧服饰等方面也有独特艺

术价值遥书法方面袁学界基本将叶导引图曳中的题名字

体界定为古隶或篆隶袁且以字体推断图的绘制年代

约在汉初遥 唐兰[22]认为叶却谷食气曳的字体是由篆变

隶的过渡形式袁当是汉初写本袁时间可能在高祖惠

帝时期渊前 206要前 188冤遥 服饰方面袁对服饰种类尧
搭配尧色彩等进行了分析遥 叶初步研究渊修订稿冤曳对
叶导引图曳服饰进行了分析袁将图像中的服饰分为褶

袴式服装尧襌襦式服装尧裸上体穿短袴渊裤冤或短裳

渊裙冤三类袁认为第二尧第三类服饰与四川成都凤凰

山出土汉代画像砖相似袁应为农民衣饰[4]遥 马继兴[2]

也认为叶导引图曳中的服饰多数为汉初农民衣饰遥 绘

画方面袁刘晓路[23]对叶导引图曳在绘画史上的地位给

予高度评价袁野对线条的运用也极其洗练概括袁仅以

速写式的粗放墨线把握人物动态大势袁衣服点以朱

红尧青或淡青带蓝遥该图还将作为中国最早的全身人

物画系统作品彪炳于中国人物画史冶遥
3 叶导引图曳再繁华

21 世纪以来袁学术界对叶导引图曳的关注重心逐

渐转到体医结合的养生功法实践研究领域遥 这一时

期最具代表性的是野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冶功法

系列成果遥 这一阶段袁学者们发表了近百篇有关叶导
引图曳的学术论文袁关于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的

论文有 60 余篇袁出版专著 10 余部遥另外袁在艺术尧文
化尧旅游尧传播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遥
3.1 文献研究

3.1.1 叶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曳渊2014冤 该成果

由湖南省博物馆尧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中心联合编纂袁是叶导引图曳文献研究最新进展的首

次权威发布遥
第 1 册野马王堆汉墓简帛出土与整理情况回顾冶

中袁详细介绍了叶导引图曳出土尧修复尧装裱的情况袁
野导引图被戳烂冶野帛书折叠黏连冶等叶导引图曳复原困

难的两个原因袁叶导引图曳装裱的详细过程遥第 2 册中

影印叶导引图曳高清图版和残片遥 这次叶导引图曳图版

根据 2008 年 10 月重新拍摄的照片制作袁较以前

更为清晰遥 图版分为 3 个部分进行影印院渊1冤叶导引

图曳全图影印曰渊2冤从右向左分成三部分袁放大影印曰
渊3冤10 片叶导引图曳残片放大影印渊见图 6冤遥有利于研

究者了解叶导引图曳复原时的真实面貌遥
第 6 册野叶导引图曳释文冶分为野说明冶野题记释文冶

野解说冶野残片冶4 部分遥 野说明冶袁说明了叶导引图曳的出

土情况尧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尧图版制作尧新发现残

片等情况遥 野题记释文冶渊见图 7冤袁较叶马王堆汉墓帛

书渊肆冤曳有几处调整院字体由手写体袁变成打印体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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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叶导引图曳题记释文

Fig.7 Annotations and explanations of Drawings of Daoyin

图 8 叶导引图曳残片

Fig.8 Fragments of Drawings of Daoyin

野题残冶由手写体袁变成野阴阴冶表示曰另有 4 处题记有

新的考释遥图 26袁原残题袁考释为野虎引冶曰图 31袁原题

为野鹞北渊背冤冶袁新考释为野渊摇冤弘渊肱冤冶曰图 35袁原题

为野木渊沐冤矦渊猴冤讙引热中冶袁新考释为野木渊沐冤矦
渊猴冤讙引旲渊炅冤中冶曰图 42袁原题野口恨冶袁新考释为

野蠅恳冶遥野解说冶部分袁对 44 幅图逐图解说袁并对新考

释题记进行了说明遥 野残片冶部分袁分头尧手尧躯干部尧
足 4 部分列举残片袁并做相应解释遥
3.1.2 叶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渊修订本冤曳渊2024冤

收录了叶导引图曳在野残片冶野题记释文冶方面取得的

新进展遥 野残片冶袁又增加 6 片袁整个残片影印布局从

上到下依次为头尧躯尧手尧足渊见图 8冤遥 野释文题记冶袁
增加了图 4 的题记为野引目效射冶遥
3.1.3 其他文献研究 刘朴 [24]对比研究了叶引书曳
叶导引图曳叶合阴阳曳等出土文献的导引术名称袁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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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关系尧分类特征遥陈红梅[25]整理了马王堆医书发

掘以来学术界对其抄写年代考证的种种观点袁认为

叶导引图曳叶却谷食气曳等 3 种医书的帛二抄写年代为

西汉初年遥 白杉悦雄等[26]对叶导引图曳注释采用了图

像分列尧每图注释的形式遥 广濑薰雄[27]叶马王堆汉墓

帛书掖导引图业整理琐记渊三题冤曳探讨了叶导引图曳三
处新发现院其一袁拼合图 26 残片袁题名为野虎引冶袁动
作是模仿老虎的躯体运动术式曰其二袁考证图 42 题

名应为野蠅恳冶曰第三袁介绍了十片叶导引图曳残片的拼

合遥其中 4 块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袁并认为叶导引图曳
原图有可能不止 44 人遥杨睿等[28]对野两文一图冶中文

本与图像的关系尧图像与图像关系尧图像的术式以

及叶导引图曳导引养生功法流变进行文献梳理遥张
雷[29]认为叶导引图曳中第 23 图题名应释为野引膝痹冶遥
郑健飞[30]考证叶导引图曳图 4 的题记为野引目效射冶遥
3.2 功法研究

野叶导引图曳初问世冶阶段袁已有学者和导引术爱

好者根据叶导引图曳创编了一些养生功法袁为叶导引

图曳国家功法的创编提供了有益参数遥 2008 年袁国家

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渊以下简称野气功中心冶冤
组织上海体育学院创编的野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

术冶正式推出遥 此后袁叶导引图曳以功法的形式袁迅速

成为国内外健身养生领域的一张中国文化名片遥
叶导引图曳进入野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时代冶遥
3.2.1 功法理论 叶导引图曳养生功法创编前后袁学
者们都非常重视功法理论研究遥 樊贤进[31]分析了马

王堆叶导引图曳野引胠积冶野引痹痛冶野引胃痛冶3 个术式

的中西医机制遥 王震[32]系统探讨了叶导引图曳的历史

文化渊源袁建构了具有可行性的叶导引图曳养生技术

理论体系和操作方法袁是野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冶
创编前期最为重要的理论奠基之作遥 王震等[33]认为

叶导引图曳术式涵盖后世所有养生功法类型袁是后世

养生功法的原型袁具有健身气功的本质特征曰总结了

五条养生功法发展主线袁即导引图与仿生导引主线尧
导引图与疗病导引主线尧导引图与行气导引主线尧导

引图与壮力导引主线尧导引图与按摩导引主线遥裘玲

珍[34]通过人类腰部生物学尧中医学尧运动学尧腰椎间

盘及腰椎生物力学尧腰病病征等角度袁对比分析了邱

丕相叶马王堆导引术曳尧沈寿叶导引养生图说曳尧吴志超

叶导引养生术论稿曳尧吴长新叶44 招帝王养生功法曳中
对叶导引图曳野引腰疼冶动作的创编原理和功效遥 魏一

苇等 [35]从理论角度论证了叶导引图曳在当下的可行

性遥 周丹丹等[36]分析了野仰呼冶这一式的可行性遥 何

清湖 [37]对叶导引图曳44 图的每一个动作进行了解析袁
部分图片引用古代文史中医资料进行佐证遥葛金

文 [38]按照野图像说明冶野释义冶的格式袁将 44 幅图逐一

进行译注袁对缺尧残题记的图袁重新野补提冶题记遥
3.2.2 功法创编 2007 年袁气功中心组织专家创编

健身气功新功法袁野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冶由上海

体育学院中标创编遥课题组遵循野功法原型依据马王

堆导引图冶等创编原则袁多次召开传统导引术观摩研

讨会袁邀请周世荣等叶导引图曳复原专家袁以及传统导

引术传承人袁交流课题组初创的野马王堆导引术冶功
法遥 经过反复论证尧研讨尧实验袁功法于 2008 年通过

专家评审袁最终形成了古朴优美尧内外相合尧功效突

出的野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冶遥 这套功法袁共 12
式袁选取了叶导引图曳中 17 张图像里的动作[39]遥
3.2.3 功法教材 2010 年袁气功中心推出了第一版

以动作图式教学为主的叶健身气功 马王堆导引术曳
教材袁标志着叶导引图曳的研究成果正式融入国家的

体育发展规划[39]遥 2012 年袁该教材的英文尧日文尧德
文本出版遥 龙专等[40]将叶健身气功 马王堆导引术曳选
用的 17 幅叶导引图曳进行高清尧彩色处理袁便于读者

阅览尧携带尧跟练遥 2023 年袁气功中心组织全国该领

域专家重新编订出版了叶健身气功 马王堆导引术曳
通用教材袁全书分为功法概述尧学练指导尧答疑解惑

等 4 章 11 节遥 较 2010 版教材袁野功法概述冶野学练指

导冶内容大幅度增加袁野功法功理冶重新配图尧绘制动

作路线尧详解动作要点袁增加了呼吸方法尧意念活动尧
功理作用等内容[4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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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是导引术功法创编的

基础性研究袁是功法有效性的科学支撑遥 叶健身气

功 马王堆导引术曳渊2023冤在野健身效果冶一节中袁通
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说明功法在野增进体质健康冶野提
升心理健康冶野概述生活质量冶野防治慢性疾病冶野提
高免疫机能冶等方面具有明显效果[41]遥 较具代表性的

成果还有院刘先萍等[42]叶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锻

炼对中老年女性心境改善的实验研究曳袁刘娜等 [43]

叶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锻炼改善高血压患者生存

质量的实验研究曳袁王宾等[44]叶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

术锻炼对中老年女性免疫功能的影响曳袁丁慧鑫等[45]

叶健身气功马王堆导引术在康复护理的应用及展

望曳袁龙专等[46]叶基于野气虚要能量代谢重塑冶探讨马

王堆导引术在慢性心力衰竭中的作用机制曳袁彭嘉

颖等[47]叶马王堆导引术对原发性睡眠障碍大学生睡

眠质量的影响曳袁刘卓等[48]叶马王堆导引术治疗肩周

炎恢复期 30 例临床观察曳等遥
2010 年以后袁还有 8 篇关于导引术实验研究的

硕士论文遥 郭新斌[49]叶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锻炼

对中老年女性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曳曰穆长帅[50]叶健
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锻炼对中老年女性体质影响

的实验研究曳曰齐风猛[51]叶练习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

术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研究曳曰周江燕[52]叶马王堆

导引术与 24 式太极拳对普通大学生体质影响的比

较研究要以江西师范大学为例曳曰赵田田[53]叶健身气

功窑马王堆导引术锻炼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辅助治

疗效果研究曳曰王权恕[54]叶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对

T2DM 患者步态的干预效果研究曳曰杨天赐 [55]叶24 式

太极拳与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对 2 型糖尿病患

者病情干预效果的对比研究曳曰彭测[56]叶马王堆导引

术改善慢性腰肌劳损症状的临床观察研究曳遥
3.2.5 推广研究 一些学者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健

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国内外迅速流行的原因遥 刘

程程 [57]发现练习马王堆导引术调节心理尧涵养道

德袁丰富校园生活袁有利于传统文化传承袁改善高校

学生体质现状遥 李湘[58]设计了一种基于马王堆导引

术和传统五行音乐疗法融合的老年人健康运动游戏

系统遥 周纯等[59]提出在文化旅游景点推广马王堆导

引术的策略遥 Ronald C. Smith 等[60]简述了叶导引图曳
的历史袁并对叶导引图曳44 个图的导引术习练方法尧
功用做了详细介绍遥 何清湖[61]用中英双语介绍叶导引

图曳情况袁将叶导引图曳翻译为 the Drawings of Guiding

and Stretching袁并认为野马王堆导引术开创了中国导

引运动养生之先河袁在其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袁它
不仅一直被医家和养生家广泛采用袁还被道教和佛

教广泛用作修炼身心之法冶遥
3.3 艺术文化

近年来袁学者们持续发掘叶导引图曳在艺术尧文化

旅游等领域的时代价值遥 陈剑[62]以图像解读为基础袁
从野象冶野气冶野道冶3 个美学范畴着手袁阐述作为文化

范式的野导引冶所蕴含的中国传统体育与艺术的综合

精神遥 任秋林等[63]认为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是典

型的健身尧养生尧唯美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袁它集音

律美尧服饰美尧形态美尧意境美尧功效美尧内涵美以及

自然和谐之美等为一体遥 罗旻琪[64]聚焦叶导引图曳野题
名冶书体特征袁认为其字形的取势上既有纵向取势袁
也有横向取势袁字形结构较为松散自由袁并且有时

刻追求偏旁部首之间的高低错落袁形成自由灵动的

艺术风格遥
4 叶导引图曳研究总结与展望

叶导引图曳出土 50 年来袁因其承载着特殊的文化

历史价值和中华养生智慧袁在文献尧体育尧中医等领

域持续催生系列成果遥通过梳理其学术脉络可见院其
一袁文献研究奠定了叶导引图曳所有研究的基础遥 其

二袁养生研究构成叶导引图曳出土五十年来的学术重

心遥 野健身气功窑马王堆导引术冶的创编和推广袁不仅

将叶导引图曳的养生智慧广泛传播至国内外袁更使其

进入野健身气功冶时代遥 其三袁近年来袁叶导引图曳在文

化尧艺术尧文旅尧传播等领域的多维价值也逐渐被

发掘出来遥 展望未来袁叶导引图曳或将在下个五十年

迎来更迅速发展院国家层面袁通过野健身气功冶工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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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技术标准的国际化袁为野健康中国冶以及全球人类

健康做出更多贡献曰学界方面袁依托土文献研究与体

医融合袁为叶导引图曳发展传播夯实更加稳健的理论

根基曰社会力量袁以文旅 IP 开发渊如湖南博物院数字

导览项目冤袁深入推动文化资本转化袁繁荣地方文化

经济遥
综上袁在国家尧学界和社会各界五十年的协同

努力下袁沉睡两千多年的叶导引图曳已然重焕生机遥
随着研究的推进尧国家的发展尧文化的传播袁这一古

老智慧袁定能重野健冶人间美好袁为人类健康福祉与文

明进步谱写新篇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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