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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文喜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人们生活水

平的逐步提高，健康话题越来越受重

视。正如有句话所说，“身体是革命的

本钱”，只有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才

能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追求美

满人生。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的重大决策,将维护人民健康提

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我国发布的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

“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以体制

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转变健康

领域发展方式，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

保障人民健康。”《国务院关于实施健

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指出，“加快推动

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动员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方

针，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提高全民健

康水平。”

守护健康，关口要前移，预防是关

键。在健康科学领域，需要不断涌现

出一些管用、实在、具有科学原理遵循

的技术产品和方法手段，给人们疾病

防范和健康护理带来全新的选择和希

望。多年来，笔者致力弘扬民族中医

文化，崇尚以绿色自然方式维护百姓

健康，通过突破传统思维桎梏，创新理

念和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推中有

按、按中有揉的双手推拿手法——“宋

氏手法”。有望为中医学点亮一盏

新灯塔，更好承载起健康使命、社会

责任。

变革思维 大胆创新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世界上只

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了解生命，并

且热爱生命的人。”笔者感到，作为服

务大众健康的工作者，都应该是深度

了解并热爱生命的。

当前，我国致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提出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

为世界科技强国，这对科学研究工作

者来说，肩上都有一份责任与使命，为

国争光、为民造福，时刻不容懈怠。同

时也应该看到，科技要发展，既要发展

强项，又要弥补短板，特别是那些共性

的、棘手的、迫切需要的，更应该是亟

待攻克的目标。

笔者喜欢变革思维，大胆创新，人

总要做点事才不枉此世。因此16岁

便正式拜师学习中医，对人体穴位，经

脉走向、阴阳和合原理，逐一进行探讨

钻研。

为学到推拿按摩的真功夫，笔者

曾亲身试验，对伤腿上药治疗后，探索

用推拿方法祛除遗留在骨头上的疼

痛。笔者20岁时进行中医书籍收藏，

遍寻古代中医治病的书籍资料，去过

北京琉璃厂古玩城，去过广州、上海、

石家庄、保定等地，河南的安阳、济源、

焦作等地更是随时光顾。笔者潜心研

究和吸收古代中医推拿治病的精髓，

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推中有按、按

中有揉的双手推拿手法。

明代舒筋强骨医书使笔者受益匪

浅。为了扩大视野，提升技能，笔者拜

师修炼太极气功，并将其应用于患者

的推拿治疗，笔者通过各层次中医名

家的指导和自己对专业资料文献的专

研，获取不同层面的专研知识，为进一

步研习中医精髓打下了基础。

从初学时的“试水”，到现在的“大

刀阔斧”，笔者成功利用推中有按、按

中有揉的双手推拿手法，形成独具特

色的“宋氏手法”。

复归自然 守护平衡

所有地球生命贯穿着天人合一的

宗旨，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

小天地。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

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医

按摩揉术就是让生命重新复归于自

然，达到人体脏腑相对平衡。能够让

人类寿命得到新的长度。

中华古方中医按摩揉术通过对人

体按中有揉、揉中有按、揉中有摩、揉中

有滚、滚中有揉、滚中有敲、敲中有揉、

揉中有揉的揉术手法，对全身进行按摩

揉术。推、拿、压、揉、搓、滚、动、敲，这是

传统中医文化里的八种按摩手法。

“宋氏手法”是以揉为主的按摩揉

术手法，按摩揉术手法是以修“命”（肉

体生命），养“性”（思想、意识、感情、欲

望、意念、思维等），而养“性”和合“命”

的古老按揉原理而来。

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从头到脚，

四肢百骸，五脏六腑，各机能互生互

化，同步运化，人体气血经络运化就像

京广线，其中一个地方堵塞就会造成

全线的混乱和失调。人体也是一样，

只要一个机能或部位发生病变，就会

影响到全身其他机能和功能的正常发

挥。颈椎和头部是人体很重要的部

位，是全身整体气血经络运行的必经

之路。中华古方中医按摩揉术以颈

椎、头部为主，全身调理，疏通体内12

经脉和身体内365条络脉，3650条支

脉，揉推督脉，按揉任脉，和合中脉，和

合体内奇经八脉，使经络疏通，营卫调

和，气血周流如常，达到体内阴阳和

合，恢复整体机能和功能，使体内气血

畅通无阻，并能使体内生发出新的能

量，达到修“命”养“性”，而养“性”和

合“命”的目的，是“性”“命”和合。

中华古方中医按摩揉术手法内涵

着“撤水拿鱼”的原理。一个部位有病

痛，有很多部位机能和功能失调，通过

按摩揉术手法按摩揉术后，缓解重症

部位症状，连带出的小病小症只要坚

持按摩揉术，失调的机能会逐渐恢复

正常。

传承发展 集众之长

中华民族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

其中古方中医按摩揉术，是古代疗法

的重要组成部分，按摩揉术早在隋唐

时期以正式成立专科，是起源很早的

治疗疾病强身健体的方法，也是我们

祖先留下来的宝贵中医文化遗产。

隋、唐、宋、辽、金、元、明时期在

手法上均有进一步发展，在应用上稳

向专业化，故各代有关按摩揉术的著

作很多。如唐代的金明格著作《按摩

要略》中所说：按者和其命，摩者磨其

性，这就是说：修“命”养“性”的整体理

论。宋代张余非著有《按摩法》中说：

按者和其阴，磨着和其阳，这就是说人

是一个整体全身按摩揉术的理论，元

代的杨毅谷著有《杨氏按摩经》中说：

按者谙其形，磨者和其性，这就是说人

是一个整体的理论。

由于历代各家都十分重视按摩揉

术，所以按摩揉术不断发展，明代又发

展到了小儿按摩、小儿揉术、小儿推

拿，并在手法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如明代的“四明陈氏”著有《小儿推拿

经》，龚云龙著有《活婴推拿秘旨》等。

清代的手法在前代的基础上，也有进

一步的发展。

中华古方中医按摩揉术在历代

各家按摩揉术理论的基础上做了一

些有益探索，取百家之长。 中华中

医认为，经络在人体生理上的作用是

非常重要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皮

肉筋脉等生理功能，必须要依靠经络

的密切联系，才能在日常生活中进行

有机的整体活动。如果经络不通，就

不能发挥各机能、各功能的辅导作

用，那么脏腑器官的功能便不能协

调，气血不能正常奉养机体，全身皮

肉筋脉，肢体骨骸，得不到气血和经

络的运化而不能正常进行各项活动，

体内阴阳失调，那么身体就会出现各

种病变。

科学表明，中华古方中医按摩揉

术手法，能使各经络和营卫气血的生

理功能得到调节，使体内阴阳和合，使

病理状态恢复正常。中华古方中医按

摩揉术手法，是在改善经络的生理作

用，以及调节营卫气血机能的基础上来

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故有着救命、祛

病、保健、养生、长寿、开智之效果。

中华古方中医按摩揉术，靠双手

来完成。科学实践表明，全身按摩揉

术的作用使体内血流量加快，能激发

身体内各机能的能量，可改变脑电波

频率，可改变皮肤电阻和温度等，沟通

全身所有络脉，通过经络与全身所有

络脉广泛相连，调节全身功能，激活周

身气血，打通经络，中医按摩揉术手

法，有较强的穿透力，对人体的各机能

器官功能可实现恢复正常。

其要领是外求其手法均匀，内求

其能量贯通，以便使体内的病气、浊气

顺利排除体外，要借助双手的运动，使

被按摩揉术的身体或部位的机能激

活，当双手按揉到某一部位时，意念使

双手力量与该部位融为一体，按摩揉

术时，应掌握内外双运原则，使“阳中

阴，阴中阳”互相极化，一方面使该部

位直接受益，另一方面借经络传感周

身，使远处间接受益。

如此生生不息，形成内外能量的

循环，在循环中极化能量。其对不同

年龄，不同病人，取用不同手法。而在

按摩揉术过程中，手法千变万化，而又

顺其自然，揉术有素者，对于不同的部

位或不同的病，手下有着不同的感觉。

在按摩揉术中需被按摩揉术者配

合，以保证运发出高质的能量，被按揉

者心不乱，净心听音；揉术师净心运

作，使被按摩揉术者“性命”和合、“阴

阳”和合，按揉者和被按揉者聚集一

体，如古人所述，揉者和其阴，磨者和

其阳，是中华古方中医按摩揉术对人

体按摩揉术的最高境界。

在按摩揉术中，要松、缓、自然，才

能保证使体内和能量的贯通和合，使

病气顺利排出。按摩揉术期间，体内

会千变万化，手法随着人体的变化而

变化，如身体或身体某部位有痛、酸、

涨、麻、皱、凉、痒、热、胀痛、刺痛、排

气，或身体某一部位出现大小不同的

疹子、水泡、斑点等等，或有出现腹泻，

还有沉睡、嗜睡、身体发热、身体发凉

等，这些都是出病气和整体机能恢复

的正常反应。

中华古方中医按摩揉术是一种新

式按摩揉术，正逐渐被人们和社会认

可接受。在笔者看来，中医按摩揉术

来源于古老的中医按摩揉术里面的理

论，其实目前还有很多散在民间的古

老中医疗法，需要我们去挖掘它、整理

它、弘扬它，使古老的中医更好的为人

类健康长寿发挥更大的作用。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医药

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

以提高。”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

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

中华文明的一块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中医药事业取得显著成就，

为增进人民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

毋庸置疑，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

现代化、产业化，刻不容缓。笔者将用

行动诠释价值，用作为赢得事业，用奉

献托举百姓健康。

（作者系高级中医按摩师、欧盟中医

注册执业医师学会专家委员）

潜心研习中医文化 科学预防创新发展

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加强

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室建设，为群众提

供中医健康咨询评估、干预调理、随访

管理等治未病服务，探索融健康文化、

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于一体的中医健

康保障模式。鼓励中医医院、中医医

师为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提供保健咨

询、调理和药膳等技术支持。

提升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能力。

鼓励中医医疗机构、养生保健机构走

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和家

庭，推广普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和易

于掌握的理疗、推拿等中医养生保健

技术与方法。鼓励中医药机构充分

利用生物、仿生、智能等现代科学技

术，研发一批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和

保健器械器材。加快中医治未病技

术体系与产业体系建设。推广融入

中医治未病理念的健康工作和生活

方式。

——摘自国务院《关于印发中

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年）》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

化发展及生态环境、生活行为方式

变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以下简称

慢性病）已成为居民的主要死亡原

因和疾病负担。心脑血管疾病、癌

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

性病导致的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

70%以上，成为制约健康预期寿命提

高的重要因素。同时，肝炎、结核

病、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形势

仍然严峻，精神卫生、职业健康、地

方病等问题不容忽视，重大安全生

产事故和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党的

十九大作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对维护

人民健康的坚定决心。为积极应对当

前突出健康问题，必须关口前移，采取

有效干预措施，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

生病，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健康寿命。

这是以较低成本取得较高健康绩效的

有效策略，是解决当前健康问题的现

实途径，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重

要举措。

——摘自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

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 王林强

“促进中西医协调发展，把中医药

文化纳入国民教育系统。”“中医药振

兴发展离不开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弘

扬。”“建议将中医药深度融入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最大程度发挥中医药特

色优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

委员们就“更好发挥传统中医药作用”

话题提出许多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局长于文明谈及参加今年全国两会体

会时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回顾

过去工作时，对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

势、完善诊疗方法、坚持中西医结合给

予了充分肯定；部署今年工作时，强调

‘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强调了中医药

在民生中的重要地位，为我们中医药工

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一个中医药工作

者，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度重视

和大力支持中医药发展，近年来，更把

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坚

持以人为本、中西医并重、辩证统一中

医特色优势和现代科学技术，中医药

在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疑难病、传染

病防治和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这次来势凶猛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中，中医药成为一大特色和

亮点，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

中医药深度介入、全程参与救治患者，

为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立下不朽功绩，再一次让

世界对中国传统中医药刮目相看。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表

示：“中医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天

人合一、天人感应、整体关联、动态平

衡、顺应自然、中和为用、阴阳消长、五

行生克等理念为内核，从整体生命观

出发构建起一整套有关摄生、持生、达

生、养生、强生、尊生、贵生等等治未病

的理论和方法，以及用针灸、按摩、推

拿、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

毋庸置疑，传承和弘扬传统的中

医药文化，不但可以为振兴中医中药

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而且可以帮助

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华，牢固树立文化自信。

中医传统文化博大而精深，包括

中医、中药、针灸按摩等，皆是民族智

慧的结晶。中医药走向世界，在古代

丝绸之路就留下了通道和记载，自隋

唐以来，中医传到朝鲜、韩国、日本等

东南亚地区。如今，中医药已传播到

世界上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向全世

界展示了中医药在医药卫生和人类健

康促进中的独特优势。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医药学是中

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

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

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切

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

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

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

新的篇章。”这为我国发展中医药擘画

出思路和方向，并进一步鼓舞了中医药

行业及从业者的信心和干劲。

201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意见》，从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

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

的独特作用、大力推动中药质量提升

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中医药人才

队伍建设、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开放创

新发展、改革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机

制等六个方面提出了20条意见，牢固

确立了中医药显著地位和“一盘棋”发

展规划，在中国医药发展史点亮一盏

新灯塔。

作为中医药行业来言，遵循中医

药发展规律，坚定文化自信，深化改革

创新，扎实推动《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意见》落地见效，走符合中

医药特点的发展路子，正当其时；作为

中医药从业者来言，这是一个“好风凭

借力，助我上青云”的战略机遇期，只要

秉持医者仁心、勤奋实干、创新有为，必

然能够迎来一个事业发展的春天；作为

人民群众而言，中医药发展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暖心福利，这体现了党中央心

系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为了人民

的价值观念，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一个生动诠释。

焕发青春，创造传奇。我们相信，

新时代的中医药，被赋予了更多的责

任和使命，必将为守护人民群众全生

命周期健康、推动“健康中国”实践，带

来无限可能和希望。

传统中医药焕发青春正当时

宋文喜

宋文喜利用自身特长培养行业人才

——以中医按摩揉术谈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