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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中医 绽放彩云

! ! ! !推拿，是我国传统医
学的分支，被誉为“元老医术”。患者不

用打针、不用吃药。医生一双巧手推推按按，许多
骨伤科、内妇科和小儿科疾病就可以得到治疗。
在灿若星河的海派中医流派中，丁氏推拿又是一
块锃亮的金字招牌，享誉全国。其不仅为上海的
推拿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我国推拿学科体系
的基石。
丁氏推拿流派其实是个新名字。"#$"年，在

上海市申报流派传承研究基地时，将一指禅推拿
学术流派和�法推拿学术流派两大推拿学术流
派合并，按照上海中医流派命名的习惯称为丁氏
推拿流派。这是一个汇集历代推拿界经验的集
成，因其传自北方，又在南方生根发芽，所以兼具
北方的劲道和南方的细腻。

最早由扬州人丁凤山创立了一指禅推拿流
派，在江苏一带用推拿治疗痧症。$%##年左右，

一指禅推拿流派传至上海。丁凤山收有十多个徒
弟，丁氏传人遍及大江南北乃至海内外，根繁叶
茂，开枝散叶。丁凤山有一位徒弟叫丁树山，丁树
山之子丁季峰在 $%&'年前后将一指禅推拿中的
“滚法”改为“�法”，创立了�法推拿流派，丰富
了丁氏推拿的流派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凤山的弟子朱春
霆为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病。经朱春霆推拿
治疗后，病很快就好了，十分神奇。而后，在陆定
一、宋庆龄的帮助下，当时的上海市卫生局决定
兴办中国第一所推拿学校，后改称上海中医学院
附属推拿学校。推拿学校在十年间培养了 (''余
名学生，他们后来分散在祖国各地，将一指禅推
拿推广至全国。

随着推拿手法进一步改良和推拿科研不断
进步，"$世纪初，推拿学科迎来又一次高潮。当
时，丁季峰的研究生沈国权作为我国首位推拿专

业硕士研究生，开创了脊柱微调手法体系。据上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
主任、博士生导师孙武权介绍，经过百余年来的
发展，丁氏推拿流派其形成的学术观点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向。一是在手法的操作应用上，提出“柔
为贵，刚柔相济”的观点；二是在手法的作用部位
上，提出“点为主，点面结合”的观点；三是在治疗
方式上，提出“动为先，动静结合”的观点。历代医
家努力之下，丁氏推拿流派的理论体系、临床应
用逐渐丰满起来。而上海，尤其是被誉为“推拿国
家队”的岳阳医院，则在推拿教育科研方面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孙武权说，近年来，上海岳阳医院与浙江温
岭、广西柳州、广东佛山、四川郫县等地的医院合
作，通过科室共建、办学习班等方式，将“脊柱微
调”、“筋骨平衡”等推拿理论和技术发扬光大，惠
及当地百姓。"'$(年，岳阳医院与浙江义乌市人

民政府签约，与义乌市中医医院合作。"'$)年，两
院还合作成立了“海派名老中医工作室义乌工作
站”，让义乌老百姓花更少的钱，在家门口享受权
威专家治疗。

上月，上海岳阳医院还利用 *+和 ,-网络技
术，跨越 $))(公里，与贵州省习水市中医院开展了
特色推拿诊疗等技术的医疗会诊，为一位肩关节炎
老病患进行推拿和超声诊断。治疗后，患者肩部疼
痛和受限明显减轻。这是 ,-医疗跨越两端覆盖距
离最远的一次，开创了中医远程教学的先河。

作为全国影响力最大的学术流派，丁氏推拿
流派已在上海岳阳医院内建起流派传承研究基
地，同时被列入上海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下周，岳阳医院又将举办一年一度的《脊柱推
拿的理论与实践》继续教育学习班，迎来全国各
地的多位学习者。

实习生 徐子涵 本报记者 左妍

8月，云南省文山州的医生和当地百姓又在热切期盼中迎来了他们的“上海朋友”———新民健康
大讲堂。连续三年盛夏，本报和上海市卫健委、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合作，把海
派中医技术送入当地医院，把健康知识教给广大群众，把浦江之畔的美好祝愿留在彩云之南。
早在2014年，上海岳阳医院就派出涵盖10个临床科室的多支医疗队对口支援文山州中医医

院，该院在推拿、康复等中医非药物疗法方面的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三年的对口支援结束后，上
海专家却舍不得说再见，依然不定期前往指导工作，用爱心和责任心续写真情帮扶新篇章。

丁氏推拿进一步改良手法并推广先进技术

新科研让“元老医术”更有活力

推拿 之南因地制宜 科室!从无到有"

.'多岁的徐天孝是云南人，"''%年大学毕业后当了一
年“大学生村官”，一心想学以致用的他最终还是回到了临
床，在文山州中医医院担任针灸推拿医生。彼时，当地的医生
大多重针灸、轻推拿，认为推拿是“体力活”“苦差事”，“揉揉
捏捏治不好毛病”，远不如做针灸来得“体面”。
徐天孝医生块头大，力道足，又对推拿有兴趣，"'$&年 .

月科室“一分为二”的时候，他成了推拿科的创科“元老”。那
时，科里只有 .个医生 "个护士，病人少得可怜，一筹莫展之
时，迎来一场“及时雨”。

"'$&年 %月，上海岳阳医院的医生来到这里对口支援。
医疗队根据《沪滇医院对口支援协议书》的指导，制定了工作
计划。张树锋是第一位走入文山州中医医院推拿科的上海医
生，他的手法与当地的常规操作有很大差别，徐天孝惊呼，
“原来推拿还可以这么做！”

张树锋在文山半年，和当地医师一样的工作时间上班看
病，由于慕名而来的患者增多，经常工作到最晚才下班。除了
看病和带教，还把脊柱微调、小儿推拿带到了当地。徐天孝深
受启发，“我们以前给病人推拿，往往要二三十分钟，医生累
得不行，患者疼得大叫，效果也因人而异，能看好就很高兴，
看不好也就算了。”徐天孝说，早知推拿跟外面按摩店的操作
不一样，但直到张树锋来之后，他才真正认同推拿的价值。

拜师学艺 感受更多!不同"

张树锋回沪后，岳阳医院又派出了全国著名推拿专家沈
国权接棒，在 "'$(年至 "'$)年间，沈国权在云南待了三年，
除了在文山州中医医院出诊、带教外，还常下县城、进山村，
为村民们看病。沈国权的一双手，又让徐天孝感受到更多“不
同”。
“沈老师看病，‘先动口不动手’，反复触诊，精准评估，再

开始推。”徐天孝回忆，沈国权接待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位 .)

岁的急性腰痛患者，由于反复发作，直不起身，去遍了文山的
医院都治不好。听说上海专家来了，专程赶路而来。虽说是腰
痛，但沈国权并没有在脊柱周围找筋结，反而在下肢、上背等
部位反复寻找。找准后开始推拿，短短五分钟，这位患者竟然
站直了，现场大家目瞪口呆。
这件事令徐天孝感触很深———推拿这样的外治法，蕴含

了中医的整体观，更体现了精准医疗的理念。此后，他萌生了
拜沈国权为师的念头，但却羞于开口，怕自己水平不够被拒。
不过，后来随着深入了解，他发现沈国权丝毫没有架子，他总
是对患者来者不拒，对于可能给自己“惹麻烦”的患者，也一
视同仁。他告诉徐天孝，“做医生就是要有冒险精神，不怕困
难。”此后，科室的患者越来越多，从一天不到 ,个，发展到一
天要看二十个。还有不少群众坐了几小时的车，专程来看病。

有一天，徐天孝鼓起勇气表达了自己想拜师的愿望，想
不到沈国权竟欣然答应。“我还记得 "'')年在北京实习的
时候，也想要看一下国内某位著名专家‘真人’，想了很多办
法、问了许多人都约不上，后来自作聪明挂了个号，排了很
久的队，结果依然没看到专家本人。没想到的是，现在自己
每天跟著名专家朝夕相处，还一不小心成为师徒，真是做梦
也没想到。”
跟师也并非那么容易的。有一次，他被师父劈头盖脸骂

一顿，原因是一位 ")岁的年轻妈妈因患腱鞘炎来就诊，他按
照老方法治疗，花了很长时间，患者依然喊痛。沈国权大声斥
责，“你怎么还是这样操作？出去别说是我的徒弟！”徐天孝有
些不甘心，虽说老方法效率差，但也不是没看好过。第二天偷
偷电话回访，患者却说“丝毫没有改善”。患者第二次来时，直
接提出希望由上海专家来治。只见沈国权在手肘等部位找到
几个筋结，微调几下便好。隔天再次电话回访，患者表示“不

痛了”。
犹如被泼了一盆冷水，徐天孝却突然“顿悟”了，“转变思

路很重要，再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此后，他根据老
师的点拨，陆续治疗了几位病人，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今
年，沈国权过生日，徐天孝还专门赶来上海祝寿。而师父不但
邀请徒弟回家吃饭，还驱车 "小时到机场接他，怕云南人吃
不惯上海菜，特地去超市买好辣椒酱。

积极惠民 建立长效帮扶
如果说上海专家对文山州中医医院的学科建设是“因地

制宜”，那么，人才培养则是“因材施教”。对口支援帮扶，不仅
要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更要为当地医院培养
出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医疗队伍。上海岳阳医院院长周嘉
说，“把专家派出去”的同时，他们也“把医生接过来”。在几年
里，徐天孝逐渐成长为科室负责人，他先后把科室里的 .位
医生送来上海进修学习，自己也曾两次受邀来到上海岳阳医
院培训。
“从无到有”的文山州中医医院推拿科，如今已有了 $"

位医护人员，从没有病人到忙不过来，年门诊量也超过了
)'''人次。不仅如此，科室还在上海专家的帮扶下，成立了
沈国权名医工作室，建立长期带教机制；并开出一个小儿推
拿专科门诊，用绿色、环保的手法治疗为当地患儿的健康保
驾护航。
每年夏季，岳阳医院还会派出多个科室的专家组成医疗

团，对文山州中医医院的各个科室进行业务指导、对患者开
放义诊咨询，根据当地的需求“精准帮扶”。多年来，新民健康
大讲堂也成为了当地居民喜爱并熟悉的上海品牌，每次活动
都会遇到驱车数小时赶来参加的群众。
“对上海而言，不仅要对当地的技术输出，更是要在此基

础上，为当地医院打造品牌，使之成为区域医疗中心，辐射周
边。”周嘉坦言，医院以“帮扶与自助并举，输血与造血同步”
为原则，努力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令人高兴的是，目
前，文山州中医医院推拿科已成为文山州水平最高的推拿学
科，科室的目标是逐步开出病房，收治住院患者；并在文山成
立针灸推拿委员会，在当地发挥龙头示范作用；此外，还要将
推拿技术辐射至越南等周边国家。
为了沪滇两地的同一个“健康梦”，上海专家从未停止过

他们的付出。而诸如徐天孝这样的云南当地医生，也反复表
达着感谢与敬佩。这位土生土长的当地汉子，本可以安心在
家“当地主”，却非要“自虐”学医；本可以混个闲职，却非要挑
战困难。每一年夏天，他都会去机场接上海来的专家，他也曾
不止一次表示，“是上海医生的敬业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上海
医生不仅把他们的技术带给我们，更将他们的态度和作风留
在这里。我要像他们一样，做好医生，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实现
‘健康梦’而努力。”

本报记者 左妍 实习生 徐子涵

! ! ! !云南文山州的李先生
患腰椎间盘突出症已经多年。由于神经根受压
迫，他不能伸直腰部，只能屈曲行走。李先生没有
想到，这次他来到云南文山州中医医院，会有一
位来自上海的专家为他治疗。只见沈国权主任医
师先对患者进行检查，然后施以针刺使肌肉和筋
节松解，再采取脊柱微调手法调整腰椎的细微移
位。推推按按没几下，李先生的腰部屈曲就伸直
了，可以直立行走了。

沈国权是我国丁氏推拿流派的代表性传承
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
拿科首席专家，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位推拿专业硕
士。他主要继承了一指禅推拿流派和�法推拿流
派的手法，在此基础上，又结合自身特色提出了
“脊柱微调”和“筋骨平衡”理论。“脊柱微调”这一
新方法颠覆了许多传统观念。例如，曾经许多人
认为用大力推拿才能达到好的效果，但沈国权认
为，推拿不是靠力气，而是要用最小的力达到最大
的效果。他强调脊柱调整手法的科学性、技巧性
和精准性，其具有操作省力、安全、高效的特点。

沈国权这些年来多次赴云南指导、工作，
"'$/年 (0%月，他参加了上海市智力援滇项目，
还分别在文山州和大理州成立沈国权名中医工
作室，让多名当地的中青年医师得到了跟随名师
学习的机会。
他在云南期间，遇到马关县中医院的一位

病人，曾大面积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左侧身
体上下肢都处于软瘫状态，靠坐轮椅出行。病人
虽有语言能力，但发音含糊，也不能咀嚼吞咽。
沈国权为他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患者颅脑矢状
缝偏向右侧，右侧额角较低，右侧太阳穴处蝶骨
凸起。”沈国权先针刺左侧胸小肌，再沿二腹
肌、翼外肌的经筋走向予以针刺，最后针刺头外
直肌。很快，病人呼吸时痰鸣声就减轻了。之
后，他采用筋骨平衡理论等对患者进行推拿治
疗。再次检查患者舌象、脉象发现，病人伸舌左
偏明显减小了，呼吸时的痰声消失了。更令人惊
讶的是，这位病人抬不起的下肢竟恢复了部分
肌力。沈国权说，中风后多数会留下后遗症，偏
瘫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类患者往往连基本的生
活都不能自理。目前对这些后遗症的治疗，针

灸、推拿可发挥独特优势。
中国医师奖获得者、岳阳医院推拿科龚利主

任医师是沈国权的学生。龚利说，几十年来，老师
始终在传承中发展，并不断指导学生探索推拿手
法的奥秘。他至今仍然记得 ""年前，在岳阳医院
推拿科病房，老师手把手教他这个已经工作的学
生，“手法要讲究量效关系，你们不要因循守旧，
要创新发展。”这也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请问沈教授今天出诊吗？”门诊时常遇见受

腰腿痛以及疑难杂症折磨、焦急询问等待的患
者，他们都在等待沈国权解决身体的痛苦。“每当
遇见这样的患者，我们更多的是犯怵，而老师总
是说，医生的职业就是不断地迎接挑战，迎难而
上是为了病人，解决他们的病痛是我们的职责。”
龚利说，老师对推拿的热爱，体现在他不间断的
“上下求索”中。直到现在，当许多医生自满于掌
握了一点皮毛的时候，老师早就开始了新一轮的
探索。
“读大学的时候，沈老师是班主任。”龚利说，

那时印象深刻的是老师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后来才发现，原来老师最喜欢“宅”的地方是推拿

实验室，挑灯夜战是他
的家常便饭。白天，他时常会用自行车驮着实验
动物从松江一路骑行到零陵路上的中医学院，准
备进行推拿实验研究。由于骑行“道阻且长”，抵
达目的地早已汗流浃背，而这也一度成为推拿界
的趣闻。这一幕幕虽然过去很久，但却让龚利愈
发体会到老师的“精勤不倦”，这也是他取得一系
列学术成果的基石。也正因此，“推拿手法测定仪
数据采集处理”研究成果才能在 $%%$年就取得
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沈国权近 /'岁，作为全国著名专家早已功
成名就，家里也已有了孙辈，本可安享晚年，但他
却“闲不住”。除了继续上班坐诊，仍在为推拿学
科的理论建设不懈努力。每天，他都要伏案写作，
笔耕不辍。“推拿治疗不同病种，目前是用不同的
理论进行解释，学科尚不成熟，我要做的就是不
断寻找新的理论解释。”沈国权说，他有生之年最
大的梦想就是，为全国推拿学科再尽一份力，其
重点在于基础研究和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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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权：指尖下的“健康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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