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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以医籍的成书年代为顺序,将各时期推拿医学发展过程

中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加以系统整理,分别选取各历史时期中涉及

推拿作用原理、操作方法、治疗原则、治疗禁忌等方面内容的医籍,

从原文、注释、按语三个方面加以具体介绍。每一历史时期增设导

读部分,在总结该时期推拿医学发展特点的同时,对该时期所选取

的医籍加以概括性介绍,力求在详细阅读医籍前,能总体掌握该医

籍所处学术环境和自身学术特点。本书可供高等医学院校针灸推

拿及中医学相关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供针灸推拿医师参考使用。



前 言

推拿按摩源自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过数千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

具有完整理论和系统方法的一门学科。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其卓越的疗效在中医临床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对推拿疗效被越来多的人认可,推拿的古代理论和方

法亦备受广大学者和临床工作者的重视。因此,对于古代医籍中涉及

推拿理、法、方、药的相关内容的挖掘和整理,以及在中医药院校中开设

《推拿医籍选读》课程,对于针灸推拿学专业理论和临床的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按医籍的成书年代,分为秦汉时期,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

时期4章,在每一章首先设置导读一节,在总体把握该时期推拿医学发

展特点及所选取医籍学术特点的基础上,按原文、注释、按语三个方面

内容对所选取的医籍进行详细介绍。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借鉴了大量的相关专业书籍和文献,在

此向相关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衷心欢迎各位同行和读者对本书提出

宝贵意见和建议,为今后的修订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使之更臻完善。

编 者

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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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秦汉时期

导读

秦汉时期可以认为是按摩推拿的萌芽起源期。在这时期内,发展于春秋战国

的各种医学原理、经验等等,在秦汉时期得以系统的总结和提高。中医的基本理

论,基本治疗原则,临床经典的治疗方法,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而中医体

系的建立,标志着按摩推拿也开始形成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独立理论体系的一门

学科。其中,出现了按摩推拿发展史上第一本著作———《黄帝岐伯按摩十卷》,可

惜已经亡佚。因此对按摩推拿医籍文献的总结与归纳,只能从《五十二病方》《黄

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等著作中进行分析。

《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我国最古的医学方书,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

汉墓出土的西汉文物中被发现。现存一万余字,全书分52题,每种疾病均作为篇

目标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一方、二方,多则二十余方。所治包

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其中绝大多数为外科病,其次为内科疾病,还有

少量妇儿科疾病。书中除外用、内服法外,尚有灸、砭、熨、熏等多种外治法。内容

涉及推拿手法、推拿治疗、药摩和膏摩等方面的内容,集中反映了秦汉以前的推拿

医学成就。

《黄帝内经》分《灵枢》和《素问》两部分,为古代医家托轩辕黄帝名之作,为医

家、医学理论家联合创作,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以黄帝、岐伯、雷公

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

摄生、益寿、延年。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

书最早的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

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等,

并且内容涉及推拿手法、推拿作用机制、适应证与禁忌证等推拿的多方面相关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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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伤寒杂病的专著,是仲景创造辨证

理论的代表作。古今医家对此书推崇备至,称之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

的典范。《伤寒杂病论》总结了东汉以前丰富的诊疗经验,对当时多种疾病的病因

认识,已明确地归纳为三大类,并将体虚感受外邪、从经络传入脏腑(所谓“内所

因”)列于发病的首位。重视四诊合参,以脏腑经络为辨证重点,结合营卫气血、阴

阳五行等理论。在论治方面,重视预防和早期治疗,所谓“上工治未病”。强调在

治病时必须照顾整体,调整脏腑功能。

第一节 《五十二病方》选

据考证推断,《五十二病方》中的内容要早于《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涉及

推拿手法、推拿治疗、药摩与膏摩及按摩工具等内容,反映了秦汉以前推拿医学的

成就。涉及的按摩手法主要为摩擦类与挤压类的手法,如按、摩、摹、靡(磨)、蚤

挈、中指蚤(搔)、括(刮)、捏、抚、循(揗)等,其中以摩法的运用记载最多。手法所

用的器具有木椎、铁椎、筑、钱匕、羽毛等。结合器具的手法有筑冲、羽靡、采木椎

和匕等。

《五十二病方·诸伤》

【原文】

止血出者,燔发[1],以安[2]其痏[3]。

【注释】

[1] 燔发:燔,焚烧。燔发,将头发焚烧成灰。

[2] 安:通“按”。按压之意。

[3] 痏:音wěi。疮,伤之意。

【按语】

按《礼记·月令》中记载:“损在皮者,为伤;损在肉者,为创;损在骨者,为折”,

因此可推断,《五十二病方》中所列诸伤,多属皮、肉部分所发生的损伤,一般不包

括骨折。且所记载的治疗方案,多以解痛、止血为主。止血方中,主要通过将鸡

毛、人发、羊矢、旧蒲席燔烧为炭后,以其粉末按压伤口止血。如《诸伤》中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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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文献:“令伤者毋痛,毋出血。取故蒲席厌□□□□燔□□□□痏”。虽然原

文中文字缺失较多,但不难推断,是以旧蒲席燔烧后的炭粉按压伤口止血,止痛。

《五十二病方·婴儿瘛》

【原文】

婴儿瘛[1]:婴儿瘛者,目 [2] [3]然,胁痛,息瘿瘿然[4],矢不化而青[5]。取屋

荣蔡[6],薪燔之而□匕焉[7]。……因以匕周 [8]婴儿瘛所,而洒之杯水中,候之,

有血如蝇羽者,而弃之于垣。更取水,复唾匕浆以 ,如前。毋徵[9],数复之,徵尽

而止。

【注释】

[1] 婴儿瘛:小儿瘛疭病。瘛疭,音chìzòng,亦作瘈疭。指手足伸缩交替,抽

动不已的病证。《伤寒明理论》卷三:“瘈者,筋脉急也;疭者,筋脉缓也。急者则引

而缩,缓者则纵而伸。或缩或伸,动而不止者,名曰瘈疭。”

[2] 目 : ,音xì,目 ,指目系,即眼球后方与脑相连的组织。

[3] :通 “斜”。

[4] 息瘿瘿然:息,呼吸;瘿,音yǐng,通嘤。息瘿瘿然,指呼吸声音如同

鸟鸣。

[5] 矢不化而青:矢,通“屎”;不化,完谷不化;矢不化而青,指大便中有不消

化的食物,且呈现青色。

[6] 屋荣蔡:屋荣,屋脊两头翘起的地方;蔡,野草;屋荣蔡,即屋脊上的杂

草。

[7] 薪燔之而□匕焉:薪,柴火;匕,汤匙。指在柴火堆上将屋脊上的野草燔

烧,将汤匙放在火上烧。

[8] :抚,摹。

[9] 毋徵:徵,验证。毋徵,即不灵验。

【按语】

用器具辅助按摩是按摩推拿中的一种方法。本段文献所记载的方法,可作为

后世刮痧疗法的前身,通过疏泄腠理、通经活络而达到治病防病的目的。后世多

将其用于保健领域;治疗时,除可治疗小儿惊风外,尚可用于治疗风寒(风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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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痰湿咳嗽等病症。

《五十二病方·干瘙》

【原文】

取藜芦二齐,乌喙[1]一齐,礐[2]一齐,屈居[3]□齐,芫花一齐,并和以车故

脂[4],如□□□裹。善洒[5],干,节炙裹药[6],以靡其瘙,□靡(摩)脂□□脂,瘙即

已。

【注释】

[1] 乌喙:喙,鸟兽的嘴。

[2] 礐:音hú,《说文》:“礐,毒石也。”

[3] 屈居:可作“掘据”解,为一药用植物,又称草闾茹,可治疗痈疽肿痛、疥

疮、伤寒咽痛(毒气上攻发肿)。

[4] 车故脂:用了多年的车轴润滑油。

[5] 善洒:好好地洗干净。

[6] 节炙裹药:即用火烤所裹之药。节,繁体字作“節”,可理解为“即”。

【按语】

将药物和脂质物质按特定的比例和特殊工艺调和成膏状,涂抹患处,再配合

特殊的治疗手法,这种方法,即是膏摩法。因此,本段文献所记载的方法,可视作

“膏摩疗法”的前身。并且《五十二病方》一书中还记载了许多膏状药剂的制作及

运用,为后世膏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后世《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

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均有以藜芦为主制膏,配合推拿手法,治疗外科疮疡的

记载。

《五十二病方·癃病》

【原文】

癃[1],燔陈刍[2]若陈薪,令病者北火炙之[3],两人为靡[4]其尻[5],癃已。

【注释】

[1] 癃:小便不利,《素问·宣明五气》:“膀胱不利为癃。”

[2] 刍:喂牲口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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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火炙之:北同“背”;炙,烤。指背向火烤热。

[4] 靡:通“摩”。

[5] 尻:音kāo,脊骨的末端。

【按语】

使患者背向火,利用的温、热的物理因素,同时配合施以推拿手法,对于小便

不畅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第二节 《黄帝内经》选

《黄帝内经》记载了按、摩、推、拊、循等按摩手法;提出了按摩推拿的发源地;

阐述了按摩推拿的作用机制、禁忌证及适应证;介绍了“九针”中用于按摩的针具;

明确了从事按摩人员的标准与考核办法。

《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

【原文】

春善病鼽衄[1],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2],秋善病风疟[3],冬善病

痹厥[4]。故冬不按 [5],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

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6]而汗出也。

【注释】

[1] 鼽衄:音qiúnǜ,指鼻流清涕或鼻腔出血的病证。唐·王冰注:“鼽,谓鼻

中水出。衄,谓鼻中血出。”

[2] 洞泄寒中:中焦虚寒而泄泻不止。

[3] 风疟:因夏季阴暑内伏,复感风邪而发的一种疟疾。

[4] 痹厥:手足麻木逆冷。

[5] 按 :也称按跷。明·吴昆注:“按,手按也; ,足踹也。”指按摩中的手

按法与足踩法。

[6] 飧泄:飧,音sūn,指肝郁脾虚、清气不升所致泄泻。

【按语】

本文强调了人体疾病与外界四时变化密切相关,符合“天人相应”的观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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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冬不按 ”,由于冬主藏,冬季阳气闭藏,人宜顺应四时养生,避免由于按摩而

扰动阳气。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原文】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1];因其重

而减之[2];因其衰而彰之[3]。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

因而越之[4];其下者,引而竭之[5];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6];其

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7],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

【注释】

[1] 轻而扬之:轻,是病邪浮浅,病位在表;扬,是顺病势向外发泄。意思是

病邪浮浅的表证,可以用向外发泄的“解表法”从汗解除。

[2] 重而减之:重,指病在里,病邪内结;减,指用泻下或其他攻削的方法治

疗。例如腹中瘀血结块,当用“破血消癥”药攻削,使它逐渐消除。

[3] 衰而彰之:衰,是病邪将尽而正气未恢复;彰,是扶助正气,使正气旺盛

而病邪尽去。意为待病邪衰减后再进一步治愈。

[4] 其高者,因而越之:指病所在上部(高),如咽喉、胃脘等病症,可用升散

或涌吐(越)的方法治疗。

[5] 其下者,引而竭之:引,引导、通利;竭,祛除。指病邪在下的病症,可用

泻下、渗利的方法,引导病邪从下祛除。

[6] 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渍,水浸。邪气在表,可用汤液浸渍或熏蒸皮肤

来发汗治疗。

[7] 慓悍:凶猛刚锐,比喻病势迅猛。

【按语】

“其慓悍者,按而收之”,指来势迅猛的疾病,可以用按法治疗,能起到收敛缓

和的作用。其中,“按”有多重解释,张介宾(景岳)解释为“察,按得其状,则可收而

制之”。而马莳等将“按”解释为按摩疗法的按法,意为“气之悍利者,宜按摩而收

引。”

在现代按摩的临床运用中,亦多用按压类的方法治疗某些急症,如点按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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