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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刚

从婴儿第一次学会直立行走的时

候起，人的一生都在和自己的脊柱做

挑战。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生活压力

的增加，我们不断地给自己的脊柱增

加负担。近年来，随着电脑和互联网

的普及和智能手机的推广应用，越来

越多的人变成了“低头族”。今天我们

走近《脊柱健康密码——行者的思考》

一书的作者蒋学超，这位脊柱健康文

化领域的先行者，世界针灸联合会北

京市针联正脊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

脊柱健康产业创新联盟副秘书长，听

他讲讲他和脊柱健康的那些事儿。

1972年出生于四川泸州的蒋学超，

毕业于郑州仲景国医成人学校中医专

业，先后师从于宋一同教授、田纪钧教

授、董安立博士等多位国内外中医正

骨专家。2018年1月19日被国医大

师李佃贵收为弟子。2005年蒋学超

在四川省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实习

时，就发现了脊柱病愈加严重的增长

趋势。现在，脊柱病高发年龄平均在

39岁，而且，30岁以下发病人数正呈

现快速增长趋势，20岁左右的年轻人

被确诊为脊柱病的不在少数，儿童脊

柱侧弯症的发病率超过25%。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WHO）早于2005年

发布的《预防慢性病:一项至关重要

的投资》报告显示，脊柱病赫然出现

在全球最受忽视的10大卫生问题之

列。近年来逐年呈快速上升趋势，而

发病年龄呈下降趋势。因而，中、西

医都认为：人体衰老与疾病的根源，

主要源于脊柱的病变与衰老及其脊柱

相关疾病。

脊柱是人体的控制中心

“脊住位于背部的中央，一节节的

脊椎骨叠起来后，就称之为脊柱。脊

柱是人体骨架的主轴，凡坐、卧、跑、

跳，各种姿势、活动都得依靠脊柱的支

撑，是所有活动的控制中心。脊柱除

了是支撑人体的架构，也是保护脊髓

最重要的主干。”蒋学超寥寥数语说出

了脊柱的重要性。

脊柱是身体的支柱，人体的中轴

“龙脉”，督脉分布于脊柱，“总督一身

阳气”。脊柱上端托着颅骨，中间附有

肋骨，并作为胸廓、腹腔和盆腔的后

壁。脊柱是由三十三节脊椎骨所组

成，包括了七节颈椎、十二节胸椎、五

节腰椎、五节荐椎所合成的一块荐骨

以及四节尾椎合成的一块尾骨。脊柱

的里面还有纵行的椎管，容纳着非常

重要的脊髓。椎间盘是连接脊椎骨的

减震器，脊髓是为身体各部位传递信

息的通讯员，传达身体上上下下的讯

息和维持身体四肢百骨五脏六腑的运

行及功能。

脊髓共有三十一对脊髓神经，包

括了八对颈神经、十二对胸神经、五对

腰神经、五对荐（骶）神经和一对尾神

经。脊髓和脑合起来，就是所谓的中

枢神经，控制着人体所有的运作，无论

是自主神经系统里的交感神经或副交

感神经，还是控制手脚动作、感觉、维

持平衡等，都需要依靠脊髓里的脊髓

神经来传达。

脊柱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构，人体

的生理曲度，它具有使人体保持平衡、

减震、防震的功能，保护我们在进行剧

烈运动或跳跃时，颅骨大脑不会受损

伤。蒋学超形象地比喻道：“人的脊柱，

就象是房子的顶梁柱，一旦顶梁柱变得

脆弱不堪，房屋也就很容易坍塌。”

从中医的观点来看，脊柱对应的

督脉是六条阳经的总领，统率一身阳

气，脊柱两侧的膀胱经是我们人体最

大的排毒通道，脊柱的健康是人体健

康的根本——是人体生命之源、健康

之本、治病之首、保健之门、长寿之

秘。从西医角度讲，脊柱里面有中枢

神经，管理身体所有的知觉神经，因为

脊柱上通大脑，下达四肢，中间管理五

脏六腑，假设今天某一处脊椎骨受压

失衡，便会直接压迫到相邻的脊髓神

经，同时也会影响到神经讯息的传达，

一旦神经讯息传达受阻，我们身体的

作用也就不完整，会影响很多的生理

功能。

蒋学超介绍，“脊柱是身体的大

梁，脊神经是神经系统的中枢，是大脑

和小脑的延伸。它的形状由上到下逐

渐加宽出来，每一块脊椎骨都有自己

的功能。大家也听说过无脊椎动物

吧，无脊柱动物就跟海绵体一样是无

法直立和弯曲的。人的脊柱之所以成

一节一节的，就是为人类不时要弯曲

活动而生，即便是某一种姿势特别标

准正确，一直维持不变也会产生疲劳

与劳损，进而发炎，导致骨性关节炎。

如果脊柱的椎体或者脊神经或血管有

了卡压或障碍，人的健康就会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蒋学超说，有很多不

明原因的症状，各式各样的检查都在

正常范围，因此被判定为「正常」，但是

病患的问题或不适感还持续存在，这

就是因为体态不正。由脊柱、骨骼、筋

膜、肌腱、韧带与骨关节构建的脊柱骨

架系统承载重物与力学传递的扭曲、

偏歪、失衡就是体态不正。体态不正

意味着身体已经失衡，身体一失衡，人

体内最自然的自愈力就会慢慢受到损

伤，甚至消失不见，人当然就容易变得

疲惫、精神不济、免疫力下降，各种症

状都会伴随而来。

破译脊柱病痛的密码

多年来，蒋学超一直苦苦思索。

2006年蒋学超在泸州医学院的医学

图书馆的方脊骨神经医学书籍中了

解到一些解除脊柱病痛方面的学说

理论与方法技术，于是他来到北京拜

医学博士董安立为师，学习西方脊骨

神经医学。在这里，蒋学超得到了新

的启发。

自幼酷爱中医的蒋学超，对《黄帝

内经》和《脊骨神经医学》都有着深刻

的研究。他以老子《道德经》为指导，

把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中医正骨心

法和美式脊椎矫正学、脊骨神经医学

以及自然科学、物理力学、数学分析与

形式逻辑学融为一体，在继承先辈的

学术思想和临床医疗技术的基础上，

经过不断的理论研究和临床经验，精

准破译了脊柱病痛及相关疾病的“信

息密码”认识到力是导致脊柱病痛的

原因，力也是祛除脊柱病痛的结果。

“治疗与预防脊柱早期疾病，中医

的作用大于西医”，蒋学超说，骨正筋

柔,气血以流,若骨不正筋不柔,则骨

错缝,筋出槽。这是《黄帝内经》一书

对机体软组织损伤的看法,也正是脊

柱病的早期病理改变。现代西医对于

脊柱早期症状的治疗方法往往通过患

者自身养护、服食消炎药等方法治疗,

而中医便可通过针灸、按摩等疗法慢

慢缓解患者的病痛。”可是这条“正脊”

之路,蒋学超走得并不平顺,虽然找到

了症结所在,但如何治疗,以何种医疗

手段为依托还是摸不着头脑。加之病

例复杂,可借鉴的成功康复的先例并不

多见,每一次治疗都只能摸索前进。尽

管前路困难重重，但是蒋学超依旧砥砺

而行。他细心对待每一位患者，针对他

们的病症往往提出多套治疗方案，悉心

总结，大胆治疗。

“一旦临证，机触于体，巧生于内，

手随心转，法从手出，而且心手相应，

力争达到法之所施，使患者不知其苦

的境界”。蒋学超说，根据人体脊柱结

构力学和脊骨神经系统原理，结合道

家抱元守一，将力道、气道、意道合三

为一，用数学、力学原理找出错位椎

体，确定好着力点，测算出力的方向，

以脊柱结构均整为中心，以神经调节

和中医调理作为最关键的切入点，通

过对脊柱结构进行精准的测量分析

后，再运用力的作用纠正、矫正移位椎

体，从而起到调整脊柱受力结构，使错

位、移位的椎体恢复到自然的物理平

衡和生理平衡状态与态势。针对脊柱

小关节错位的调整，重建、重塑脊柱的

生物、物理力学平衡与阴阳平衡。从

而达到督脉畅通，阳气汇聚，病痛自消

的目的。以脊椎解剖学、人体生物力

学、人体结构力学和几何形象学为根

据，对维护、修复人体脊椎自然的生理

平衡和物理平衡形成独到的理疗方

案。并开创了蒋氏正脊疗法，着力研

究“脊柱劳损分级评价标准”与“脊柱

骨架系统动力结构生理物理力学平衡

与人体生机、健康、长寿之间的相互转

化影响规律”新课题，而且还取得了相

应的成绩。

脊柱健康迎来新未来

2008年蒋学超开办了北京健道

百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并走进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等各大院校开展脊柱

健康新知识讲座。2012年，蒋学超参

加中国医师协会第四届全国“治未病”

发展论坛，发表学术论文《人体亚健康

的根源——脊柱亚健康》，力图让更多

人了解到脊柱健康的重要性。同年，

被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相关刊物报道

的《弘中华正身正脊之魂，扬祖国医学

美好明天——记正脊疗法的开创者蒋

学超》一文，收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出版的《科技创新引领跨越发

展》书中。2013年，蒋学超任世界针

灸联合会北京市针联正脊专业委员会

会长。2014年，蒋学超终于根据自

己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总结，研发出

脊柱健康推拿矫正手法，作为第一本

脊柱健康科普医学著作成书《脊柱健康

密码——行者的思考》，提出应该构建

第三方医学即脊柱健康学，创立了正脊

学说。

在行医过程中，蒋学超时刻不忘

将实践所得传播更广。为了更多人的

脊柱健康，蒋学超在医治病人之余，深

入政府机关、社区、学校、企业等地，给

大家讲解脊柱病预防常识，教大家一

些日常保健方法。“一分钟缓解头痛头

晕操作技能”“五分钟缓解颈椎病操作

技能”等一个个简单实用的小技能在

他的手里诞生，为众多的病患解决了

痛苦。“脊柱相关疾病是从脊柱生物

力学角度研究脊柱与脊疾病关系的

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是病因学方面

的重大进展，虽然它从正式命名到现

在仅仅用了21年，但由于它揭示了

许多常见病和疑难的发病规律，而且

临床治疗效果好，实用性强，大部分

治疗方法属于自然疗法或绿色疗法

范畴，患者容易接受，所以越来越受

到国内医学界的重视。未病先防、既

病防变、愈后防复，只有更多的人了

解并懂得如何保护、养护自己的脊

柱，人们的生活才能远离脊柱病痛及

其相关疾病。”

如今，已届不惑之年的蒋学超，开

创“蒋正和堂”，以正脊安身，正国人脊

柱；文化立命，挺中华脊梁为理念，希

望帮助治疗更多的脊柱疾病患者，让

更多的人可以回归到轻松、和谐、健康

的生活中来。“脊柱健康与否，在人之

生、长、壮、衰、老、逝的生命过程中，关

系着人们生命生存质量、工作效率的

高低和寿命长短的大问题，吾辈自当

‘正身正脊、上下求索，仁心仁术、精于

其技’”。

（本文配图由北京正脊和堂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正 身 正 脊 仁 心 仁 术
——记脊柱健康文化领域的先行者蒋学超

蒋学超（第二排中）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疼痛治疗中心工作人员合影

蒋学超

蒋学超（右）与国医大师李佃贵合影

蒋学超（中）给会员赠书

中医适宜技术蒋氏正脊走进中医诊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