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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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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中医骨伤名家蔡荣(1921－1980)，出身业医骨伤世

家，从小得家庭栽培，先辈教诲，熟读经史，勤习伤科。曾任

岭南、南华诊所骨科医师。1956 年中医院校成立时，受聘于

广州中医学院骨伤科担任教师，历任外伤科教研室副主任、中

医伤科教研室主任、教务处副处长等职，荣获“广东省名老中

医”称号，曾发表《脾胃与肾命》 《伤科内治八法及其临床运

用》 《论伤科病机》等论著及临床医案 30 余篇，其著作颇有

见地，其对骨伤治法的论述从理法方药上为后学者提供了一套

较为完整的伤科辨证论治规范。其中，《按摩疗法》一文是蔡

荣留下的文案中唯一描写手法内容的文献史料，其对岭南正骨

手法的完善推广作了开拓性尝试，对第四、五版《中医伤科

学》教材编写相关内容起到引领创新的作用。
1 按摩是中医临床医师必学的技能

自华佗创立了“五禽之戏”后，开始并发展了导引按摩疗

法，推行“濡布拭身体”和“音摩”之法。通过各朝各代的发

展，使按摩从简单的“弹摇”等单式手法发展成为复合功能的

按摩手法，并使之成为专门的手法医术。
到清代，按摩已属正骨科范畴的技术，吴谦在 《医宗金

鉴·正骨心法要旨》中把“摸、接、端、提、按、摩、推、拿”
列为伤科八法，前四者为治骨伤(硬伤)手法，后四者为治疗筋

伤(软伤)手法，并对“推、拿、按、摩”手法治疗伤科疾病作

了系统的总结。

解放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按摩医术被称为“小道”“贱

业”，按摩推拿医师寥寥无几，无学术地位。解放后，在国家

重视中医发展的大背景下，一些省市医院相继设立了推拿、按

摩科，开设了推拿按摩训练班，为传承抢救老中医的经验，以

多种形式，如师带徒，把国内各门各派的 30 多种手法、经验

发展成百余种手法，使按摩推拿医术得到迅速的发展[1]。
推拿按摩按门类分，有医疗、保健、成人、小儿、运动、

美容、伤科等区别，按手法流派分，有指掸、搓揉、内功、点

穴、气功等，因其验便廉，无毒副作用，深受病者的欢迎，因

其治疗范围广，适用面宽，包括了内、外、妇、儿、眼、口

腔、神经等科的疾病[2]，是中医学临床医师必学的技能之一。
2 《按摩疗法》出处与内容

1975 年 1 月广州中医学院出版的油印本：“全国中医学

院外伤科师资进修班”学术专题讲座———资料汇编中，收载了

一篇由蔡荣编写《按摩疗法》 [3]的专题文章，将其列为外伤科

医师技法培训内容。
蔡荣的《按摩疗法》全编共 2500 字，配图 29 幅，图文

并茂，文字描述通俗易懂，十分适合初学入门者，全书的编写

方式是以《医宗金鉴》理筋手法“推拿按摩”为基础，结合医

学解剖知识、骨伤科临床及本人的经验编写，编排是以“手法

的名称、治疗疗效、适应症、禁忌症、操作方法、基本手法、
辅助活动、注意事项、临床运用”等为顺序，突出重点，要求

岭南骨伤名家蔡荣《按摩疗法》对中医正骨手法发展的贡献

黄枫 1，陈凯佳 2，董航 3

1.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 广州 510405；2.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理伤手法是岭南正骨治伤“绝技”之一，以简、廉、验为世人所重。岭南骨伤名家蔡荣撰写的《按摩疗法》一文，引

入按摩手法并详细地介绍其在骨伤某些疾病中的临床应用。文中以《医宗金鉴》“推拿按摩”手法为基础，结合解剖知识与骨伤

科临床实践，融入了其本人的经验，编著主线以“名称、疗效、适应症、禁忌症、操作、手法、辅助、注意、运用”等为顺序，

突出重点，通俗易懂，阅文看图后便能领会上手。据考，《按摩疗法》是蔡荣留下的文案中唯一描写手法内容的文献史料，十分

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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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文看图后便能领会上手。
学习伤科理伤手法，必须从练习基本功入手，并要进行长

期的勤学苦练，历代医家都对此极为重视，但初学者对理伤手

法的理解往往容易混淆，如指与掌的运用区别、线路走向区别

等，蔡荣在《按摩疗法》编写时已十分注意这些，全文的重点

集中在如何运用手法施展的介绍：以“按法、摩法、推法、拿

法”四法作为大法纲领，纲下分目，如“按法”：分为“拇指

揉按、三指揉按、指节揉按、全掌揉按、掌根揉按、侧掌

按、筋结拨按、腧穴点按”等八目描述，配图说明；“摩法”
分为“来回搓摩、震颤搓摩、盘旋搓摩(全掌)、盘旋搓摩(拇
指)”等四目描述，配图说明；“推法”分为“掌根直线运推、
指节直线运推、拇指弧形运推、拇指斜行运推”等四目描述，

配图说明；“拿法”分为“上下肌肉捏拿、定位肌肉捏拿、肌

腱弹拿、前屈后伸扳颈”等四目描述，配图说明；在文字与配

图上严格区分了各手法的运用与不同，对学习者起到纲举目张

的作用。还补充了辅助关节活动的六大法(屈伸、旋转、内收、
外展、内旋、外旋)，医者可根据病情的需要，加强理伤手法

的疗效。在“临床运用”中，重点对颈部扭伤、肩关节周围

炎、桡骨茎突腱鞘炎、腰椎间盘突出症、腰部扭伤与腰肌劳损

等五大骨伤科常见病症作了阐述介绍，文字精简，提纲絜领，

便于记忆，是实用性十分高的教材。
3 《按摩疗法》对《中医伤科学》四五版教材的影响

蔡荣的《按摩疗法》属未正式出版的文章，据考：在蔡荣

留下的文案资料及其本人出版过的著作与文章中，以个人名义

单独描写手法方面内容的，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版本，是十分珍

贵的岭南骨伤科文献资料。考究蔡荣这篇《按摩疗法》文章，

并与其前后所处医学时期出版过的书籍比照：在全国中医院校

《中医伤科学》的一至三版教材中未见有类似，以文字配图形

式治疗伤科疾病的按摩手法收载。
在全国中医院校《中医伤科学》的第四版教材中，由“广

州中医学院”署名主编，实际主编是蔡荣，该版教材的“总

论”(第一至第五章)是全书的重点(占 70 页)，占 1/3(全书共

207 页)篇幅，本书在每一章节后均标注编写人员名单，在第

五章篇末标有：“广州中医学院蔡荣、岑泽波、张恃达、何振

辉”[4]四人名字，蔡荣排位在前，是本章节的主导者，在总论

的第四章第二节《基础手法》中，在具体描述了“拔伸、旋

转、屈伸、横挤、分骨、折顶、回旋、纵压”八法之后，加入

了第九至十二的四个理筋方面的手法，分别是“分筋手法、拨

络手法、理筋手法、弹筋手法”，并对其手法的内容与如何施

展作了清晰的界定，同时选用 10 幅插图加以说明，开拓了四

版教材将理伤手法用于伤科疾病的先河。
全国中医院校《中医伤科学》的第五版教材，由岑泽波主

编，在“外治法”中，单列“理伤手法”作为一节大篇幅详细

描述，指出“理伤手法……对骨折脱位的治疗起着更为重要的

作用”[5]，全节在四版的基础上，全面将理筋手法分门别类描

述，把对伤科疾病起作用的一些手法列入，统称其为“理伤基

础手法”。分别为：轻度按摩法、深度按摩法、揉法、拨络法、
擦法、 法、击打法、拿捏法、点穴法、屈伸法、旋转摇晃

法、腰部背伸法、按压与踩 法、抖法、搓法等十五法，描述

详细，又与正骨八法有区别，不重复，节后列出实施理伤手法

操作要求与注意事项，附篇列手法练习，全面具体，易于教与

学。大大丰富了中医正骨手法的内容与内涵。
4 《按摩疗法》具有学术与文献的双重价值

全国中医院校外伤科学师资班讲义《按摩疗法》是以《医

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伤科正骨八法中“推拿按摩”四法主

线作为蓝本，结合了其本人学识与丰富的临床经验纂写而成，

蔡荣在其个人档案的自我鉴定中曾有这样的阐述：已发表的

《按摩疗法》是根椐本人的经验结合临床实践编著的。作为讲

义或教材，文字配以附图说明，通俗易懂，是十分适合初学

者；在编写形式上，分门别类，层次思路清晰，加入了临床推

广应用内容。在该时期能将“按摩疗法”内容编入外伤科学师

资班的讲课内容中，足见蔡荣对“筋骨并重”意义的理解及对

骨伤治疗认识的系统与全面的思路，为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按摩

疗法，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故笔者认为，《按摩疗法》
具有学术与文献的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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