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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的起源与发展

、指针、折枝、推拿等，是祖国医学重要的组成

死亡的方法，

按摩又称按

部分之一。按摩这一疗法用于防治疾病的历史渊远流长。远在人

类社会的早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为生存需要

不断地同自然界做各种各样的斗争。同时由于人类各部族之间的

纷争不断，战事频发，人类在与自然和人进行斗争中逐渐发现，当

身体受伤后用手抚摩或以砭石挤压竟可减轻甚至可以治愈一些伤

痛，于是人类便开始有意识地在伤处用手或石器进行抚摩。这样，

按摩作为一种治疗方法便诞生并开始了其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

远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按摩术已在医疗中广泛应用。

要略》中记载了按摩救治自

先秦两汉时期我国第一部按摩专著《黄帝歧伯按摩十卷》问世。当

时按摩治病已经很盛行，还出现了按摩工具“员针”、“提针”等。汉

代医圣张仲景在《金

以及治疗邪中经络、四肢重滞等疾病的“膏摩”方法。名医华佗发

展了按摩导引的方法，创造了“五禽戏”。

魏晋隋唐时期，按摩疗法的应用也日益广泛。晋代医家葛洪

在其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按摩对“卒腹痛”、“卒心痛”、

“卒霍乱”等急症的治疗，丰富了按摩医学治疗急危病症的救治经

验。到了隋朝时期，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各卷末都介绍了导

引和按摩的方法。隋唐的太医署内设有按摩科，并设有按摩博士、

按摩师和按摩工等专业人员。临床按摩经验日益丰富，治疗疾病

的范围也日益扩大，还出现了小儿按摩。

宋金元时期，按摩仍广泛使用。但此期比较重视对按摩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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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按摩医生师资培训班。 世纪

的分析，由此以进一步认识按摩治疗的作用，同时治疗的适应范

围更加广泛，利用器具按摩也更为普遍，并有成套的自我按摩导

引和按摩治疗的记载。此期由于战争频发，跌打损伤较为多见，故

按摩多向治疗伤科疾病发展。

《小儿按摩经》，即在明代成书。

到了明代，按摩治疗又向前进一步发展。张介宾在《类经》中

将按摩列为十三科之一，并首次提出推拿之说，而且在手法上强

调辨证论治。明代的按摩治疗曾较为盛行，以小儿按摩为最，我国

现存最早的一部按摩学专著

清代曾是小儿按摩发展较为盛行的时期，但由于清朝统治者

认为按摩“非奉君之道，有伤大雅”，按摩疗法受到官方的限制，但

在民间仍有一定的发展，伤科尤为显著。在吴谦所著的《医宗金

鉴 正骨心法要旨》中，就把按摩推拿列入八法之中。

民国时期，统治者提出“废止旧医”与“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

的口号，按摩医术更被视为“小道”、“贱业”，严重地阻碍了按摩医

学的发展。

年在上海开办了“推拿训练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按摩医学也随之获得了新生。

年成立了推拿专科门

诊部。同年又开设了推拿专科学校，民政部在北京连续开办了多

年代后，按摩推拿在全国范

围内有很大的发展，按摩诊所、医院相继成立，有关按摩、推拿方

世纪

面的专著相继出版。文革期间，按摩、推拿医学曾一度受到影响。

年代以来，按摩推拿医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全国各地的中医骨伤专家根据其多年的理伤正骨经验，将按摩手

法系统总结，出版著作，并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北京著名的中

医骨伤科专家孙树椿、河南的郭唯淮、福建的林如高、吉林的刘柏

龄、上海的施杞等均对理筋手法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现在对按摩

的机制研究采用现代医学手段、生物力学等实验方法不断向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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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医学对按摩的认识

层次探讨，在按摩的临床及基础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按摩医学在医疗、康复、保健等方面正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

用。

按摩疗法是祖国医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

通过不同的手法作用于人

体体表的特定部位进行治

疗，以达到治病健身目的。

按摩手法作用机制较为复

杂，祖国医学认为，按摩疗

法的主要作用机制有：

一、平衡阴阳

祖国医学认为，任何

疾患的产生均是因为机体

的阴阳失调所致。在正常

的生理状态下，机体的阴阳是处在动态平衡中的，一旦这种相对

平衡遭到破坏，出现阴阳失调，机体就会产生疾病。《素问》中曰：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气乃绝。”故疾病的表现虽纷

纭复杂，但总离不开阴证、阳证两大类。阴阳失调的治疗原则就是

调整阴阳，使失调的阴阳趋于平衡。按摩推拿正是根据阴阳的理

论和上述治疗原则，通过经络腧穴和按摩手法的补泻刺激来实现

阴平阳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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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经活络

人体的经络“内属脏腑，外络肢节”，是五脏六腑和体表肌肤、

四肢、五官九窍相互联系的通道，具有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

节，沟通上下内外，调节脏腑组织活动的作用。一旦经络失去正常

的功能，即经气不利，就会导致气血失调，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被

破坏，也就容易遭受外邪的侵袭而患病。患病之后病邪又可沿着

经络由浅至深、由表及里发生传变而引起种种疾病。按摩推拿具

有疏通经络的作用。当按摩手法作用于体表时，就能引起局部经

络反应，主要表现为能起到激发和调整经气的作用，使经络畅通，

气血得以正常运行，并通过经络途径影响到所连属的脏腑组织的

功能活动，从而调节机体的生理、病理状况，达到治疗目的。

三、行气活血

气、血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脏腑经络进行生理活动的

物质基础。气血周流全身，不停地进行新陈代谢以促进人体的生

长发育和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人体疾病的发生均和气血有关。

故《素问》指出：“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推拿则具有行气、

活血、化瘀之功效。通过推拿治

疗，调整气血，使气血正常运

行，疾病则可痊愈。

四、松解粘连、滑利关节

按摩手法可使脉络畅通，

促进关节周围气血的运行，此

外，通过手法的主动和被动活

动，还可松解、滑利因损伤所致

的肌肉痉挛、关节粘连。故《灵

枢》指出：“是故血和则经脉流

利，营复阴阳，筋复劲强，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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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对按摩的认识

通过手法促清利也。”按摩可滑利关节的作用途径有两个方面：

进局部气血运行，改善局部营养和代谢。②应用手法松解关节部

位粘连或纠正筋出槽、骨错缝。

五、正骨理筋

《医宗金鉴》中曰：“跌仆闪失，以致骨缝开错⋯⋯”，“以手推

之，使还旧处也”，也就是说推拿疗法可以对各种外伤造成的肌

肉、肌腱、韧带、筋膜等组织的撕裂滑脱，以及关节脱位、半脱位等

解剖位置的变化进行整复。推拿按摩可使脉络通畅，起到舒筋活

血的作用，从而加速肌腱和韧带的修复而达到舒筋、理筋的作用，

使筋结、筋转得散，骨错缝得以还原。

六、祛风、散寒、除湿

因感受风寒湿邪常可导致各种病症，其原因是风寒湿邪侵袭

人体，致使经络气血运行不畅，不通则痛，从而出现疼痛等症状。

按摩手法不仅具有产热的功效以祛散寒邪，还具有疏通经络之

功，使风寒湿之邪皆去。

一、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一）促进血液流动

按摩手法可促使血流速度加快，并能改变血液的高凝、黏稠、

浓聚状态，从而促进血液循环。

（二）改善微循环和脑循环

按摩后可使毛细血管管襻口径增粗，毛细血管内血液充盈，

血细胞积聚的现象消失。头面、颈部手法操作后，可使脑内血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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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消除疼痛。的牵拉和

。

（三）降低外周阻力，改善心脏功能

按摩手法可扩张外周小血管管径、降低血管阻力，并可使心

率减慢、心脏做功减少、氧耗减少、舒张期延长、血液灌注随之增

多，增加心肌供氧量，改善心肌缺血状态。

二、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按摩手法能改善肺功能，提高肺活量。

三、对消化系统的影响

按摩腹部或揉足三里等部位能迅速增进消化酶的分泌量及

其活性，促进肠黏膜的修复，提高肠的吸收功能，还能促进腹腔的

血液循环，增强消化和吸收功能。

四、对运动系统的影响

（一）纠正解剖位置异常

损伤 通过按摩手法的治对于关节错缝、肌腱滑脱所造成的急

疗，可使关节、肌腱复位，解除

（二）松解粘连

软组织损伤后使局部水肿渗出，日久形成纤维组织粘连，按

摩手法可解除关节、肌肉、韧带间的粘连。

（三）解痉止痛

按摩手法可促进局部无菌性炎症的吸收，并通过肌肉牵张反

疼痛的恶性循肌肉痉挛射抑制肌痉挛和疼痛，从而阻断疼痛

环。

（四）促进炎性介质分解、吸收

损伤后产生的炎性介质刺激可使疼痛加重。通过手法按摩，

可加快局部血液循环，促进了这些炎性介质的分解和代谢。

（五）促进水肿、血肿吸收

按摩推拿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可促进血液循环，加快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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