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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1章）源流篇，主要精选先秦至民国各朝代具有理论与实用价
值的推拿按摩的记载，进行系统整理，仔细校注，原文选择力求保持原貌，对推拿起源、发展、成熟
、兴盛与临床运用的历史源流进行了具体介绍。
第二部分（第2～36章）分为理法、歌赋、功法篇，其中理法篇（第2～20章）主要选取涉及推拿作用
原理、操作方法、证治原则、操作禁忌等方面内容的医籍；歌赋篇（第21～26章）主要选取歌赋体裁
的推拿学著作；功法篇（第27～36章）主要选取作为推拿练功的功法。
理法篇和歌赋篇包括提要、原文、注释、白话文、按语、拓展阅读等内容，功法篇包括原文、动作说
明。
第三部分（第37～38章）推拿专著简介，分古代、现代专著两章，分别简单介绍了作者、成书年代及
主要内容等。

　　全书各部分编排上基本以医籍的成书年代为顺序，便于读者能全面、系统地了解各时代推拿医学
的发展及学术成就。
本书可供高等医学院校针灸推拿等中医学相关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供针灸推拿医师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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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推拿历史源流　　推拿，又称按摩、按跷、乔摩、案？
等，是医生用手、脚等肢体部位或其他特制的工具作用于人体的体表，通过疏通经络、行气活血、祛
邪扶正、调整阴阳等作用，以达到防治疾病目的的一种外治方法。
在所有的医疗技术中，推拿的历史最为悠久。
在远古时期，当人类因寒冷或撞击、扭挫、跌损等外伤引起肢体麻木、疼痛时，会出于本能地让同伴
或自己搓摩、按揉不适部位以抵御寒冷、减轻伤痛。
这些简单的、出自本能的动作可以视为推拿的起源。
在长期的认识实践过程中，推拿逐渐从无意识的本能行为演变成为自觉运用的医疗行为。
经过不断的发展，推拿学已形成了一门以中医理论为基础，有系统指导理论和独特治疗规律的临床学
科，并且有多种流派之分，对世界各地的医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一时
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其中夏商时期的甲骨文、殷商的青铜器等，都是人
类文明的历史标志。
这一时期以大思想家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
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曾有不少医书流传于世，后因兵燹战火，率皆亡佚。
诸子百家之书对医药之事仅仅偶尔提及，对这一时期推拿学成就的了解，主要还是来自于考古学的一
些重大发现，如殷墟甲骨卜辞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简医书等。
　　一、甲骨文记载的推拿　　推拿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甲骨文，因此，我们对推拿历史的了解最早
也只能追溯到这个时期。
据考古发现证实，推拿最早起源于3000多年前，甲骨文上记载有女巫师（女皂）用推拿为人们治愈疾
病。
卜问疾病的甲骨文字并不多，据有关专家的统计，仅　　323片415辞，主要集中在殷王武丁时期，记
载王室成员患病及治疗之事。
但在这些极为有限的材料中，有关按摩的记载却处于十分显著的位置。
　　1.甲骨文中的推拿　　推拿一词，明代以前称作按摩，汉代以前称作按跷、乔摩等，而在殷代，
据甲骨文文字专家的推测，则称作“拊”，因为在甲骨卜辞中，反复出现过“”与“”两个象形文字
。
　　根据对卜辞的考释研究，学者们认为“拊”在卜辞中表示按摩疗法。
据甲骨文文字专家分析，“”字隶化以后写作“付”字，即是“拊”字的初文。
《说文解字》：“拊，？
也”，“？
，摩也”，也就是说，甲骨象形文字中“”即是推拿，表示一人用手在另第一章推拿历史源流 3一人
的身上或袒露的腹部抚按。
“”字多一个爿旁，“”字隶化以后即“？
”，《说文解字》：“？
，小腹病也”。
“”表示一人病卧在床，另一人以手按摩其腹部的形象。
　　象形的意义是非常清晰的，“拊”表示按摩；“？
”则表示需要用按摩治疗的腹疾。
　　2.甲骨文记载的专职推拿师　　甲骨卜辞中的“小疒臣”，是王宫中管理疾病治疗事务的医官，
而卜辞中出现过的为数不多的有名字的医师都是从事推拿的。
甲骨卜辞记载了至少4个推拿医官，即专职推拿师的名字，他们是“拊”、“臭”、“尹”和“”。
　　“拊”是一位宫廷专职推拿师，“臭”可能是“拊”的助手。
例如，卜辞《明》记载，“辛亥卜，宾贞：''（勿）取臭''（暨）付（拊）？
”，其意为“辛亥日，名宾的贞人卜问：'是否叫臭和拊来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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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卜辞中的臭和拊都是人名，并以职务为名。
学者们对卜辞考释研究后认为，”拊“在卜辞中除了表示推拿疗法外，还可表示专门从事推拿治疗工
作的推拿医师，同”拊“一起来的”臭“，可能是”拊“的助手，专管推拿之前的焚香洁净或为治疗
的患者准备香汤以沐浴一类的事，类似现代医院中护士所承担的职责。
　　关于”尹“的记载，如卜辞《前》记载：“甲申卜，争贞：尹氏（氐）付（拊）子？
贞：尹弗其氏（氐）付（拊）子。
”大概意思是：甲申日，名争的贞人卜问，是否让尹给子来推拿？
尹，可以是官名，但在这里是指一位名尹的医师。
又如卜辞《乙》记载，“丁酉卜，争贞：乎（呼）''拊？
克，乎（呼）''克？
贞：乎（呼）''拊，克。
”这片对贞反复卜问：召“”来推拿，能有效吗？
“”显然是一位女性推拿医师的名字。
另外，卜辞中还有一个“殷”字，可认为是一人持推拿工具为另一袒腹之人治疗。
　　二、《引书》中记载的推拿　　1984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的简书《引书》，原文抄写
在113枚竹简上，成书早于《导引图》七、八年。
《引书》是一部导引术专著，内容主要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的导引养生学成就。
　　《引书》有不少用被动导引推拿手法治疗骨伤和内、妇、五官科疾病的记载。
　　1.仰卧位颈椎拔伸法治疗颈项疼痛　　“项痛不可以雇（顾），引之，炎（偃）卧□①（闭）信
目（伸）手足□□□已。
令人从前举其头，极之，因徐直之，休。
复之十而已。
因□也，力拘，毋息，须臾之顷，汗出走（腠）理，极已。
”此症类似落枕、颈椎病的颈项疼痛症状。
与之类似的仰卧位颈椎拔伸法，现在仍然常用于颈椎病的推拿治疗，尤其适用于年老体弱及椎动脉型
颈椎病伴有头晕者。
　　2.颞颌关节脱位口内复位法　　“失？
口不合，引之，两手奉其颐，以两拇指口中？
，穷耳而力举颐，即已矣。
”“？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一指按也”。
这是最早的颞颌关节脱位口内复位法记载，①注：“□”原文缺字，以下同。
较晋代葛洪的记录要早四五百年。
此法后经《肘后方》和《千金方》等的记载而广为流传，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3.腰部踩踏法和腰部后伸扳法治疗肠辟（痢疾）　　“引肠辟，端伏，加颐枕上，交手颈下，令
人践亓（其）要（腰）。
毋息，而力举尻，三而已。
亓（其）病不能自举者，令人以衣为举亓（其）尻。
”这是最早的整脊推拿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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