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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詹红生的时候，他正给
一个已经住院十几天的小伙子
诊查。小伙子才20岁，但饱受
腰臀部疼痛已7年之久。“你的
脚趾使劲地踩我的手。”詹红生
双手已经放在了小伙子的脚底
下，通过脚趾“踩”的力道，詹红
生判断小伙子还需要进一步治
疗，康复之路还很漫长。

以脚之力，就可以洞察腰
臀部疾患的程度，这是颇让青
年报记者感到神奇的地方。人
们常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有

“伏线千里”之妙，一个人结局
的由头可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
埋下伏笔。所谓伤科，所谓正
骨，可能也便如此——医生所
触摸之处，可能未必是真正的
痛楚，却可以判断和解决根本
问题。

古典文学中那“伏线”的
“线”，放在中医里应该就是所谓

的“筋”。虽然时至今日，人们一
说到伤科，便想到骨折之类，似
乎骨头便是一切，但在詹红生看
来，筋比骨要重要得多，“筋主骨
从”“筋为刚，骨为干，肉为墙。”
也因此，詹红生对自己所从事的

“正骨”一说，也有不同的看法。
他觉得应该叫“整骨”显得更准
确一些。“什么叫‘正骨’呢？把
骨头摆正，特别是完全居中对称
其实是很难的。连我们的心脏
长得都是偏一边的，骨头又怎么
可能摆成理想中的对称呢？每
个人的骨头位置都不一样。”詹
红生对记者说。

而要“整骨”，最重要的其实
还是要“理筋”。詹红生说，让筋
与骨平衡了，筋骨和合，人就会
舒服了，所谓“功能至上”，每一
个人筋与骨的平衡又各有不同，
这就完全体现一个中医伤科医
生的水准了。

詹红生：“正骨”应为“整骨”
近年“正骨”之风盛行，认为自己骨头歪斜者不在少数。不过在詹红生看来，

连人的心脏都是长在一侧的，又如何强求骨头中正呢？所以如果将“整骨”取代
“正骨”显然更为确切一些。而“整骨”其实是“理筋”，让筋与骨平衡了，筋骨和合，

人就会舒服了，所谓“功能至上”。作为海派中医的瑰宝，石氏伤科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其“整体观”最为引人瞩目。近
日，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詹红生。这位中医正骨疗法（上海石氏伤科疗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还在中医药事业上不懈探索。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十三科一理贯之”体现在
石氏伤科日常的治疗上，其方法
就显得相当灵活和多元。詹红
生对记者表示，石氏伤科的治疗
方法概括起来就是手法、药物、
针灸和练功。而实践中，这四点
往往融会贯通，多管齐下。

詹红生就曾见老师石印玉对
一名腰痛的女子的诊治过程。经
过触诊判断，石印玉觉得该女子的
筋骨劳损不是很厉害，但从其神色
言语来看，心理负担显然很重。于
是对其进行安抚，并开了一些汤药
让她当茶饮来喝，后来该女子病症
很快改善。“为什么老师要给她开
当茶饮来喝的汤药呢？我在想，一
方面，药物是可以调节气血的，另
一方面，则是可以给病人以心理的
慰藉。”詹红生说，老师从病人一走
进病室就开始对其进行观察，再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治疗，包括“话
疗”，这就在各种方法的灵活运用
中，达到“功能至上”的目的。

算起来，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的詹红生是石氏伤科的
第五代传承人。詹红生的老师石
印玉是石氏伤科的第四代传承人，
他的父亲石幼山是第三代，而石幼
山正是石晓山之子。对于上海的
石氏伤科，其实詹红生早年在河南
信阳学医时就有所耳闻。詹红生

研究生毕业后，曾在杭州工作了
11年，主要从事医学推拿。1997
年，詹红生考取上海中医药大学骨
伤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与石氏伤科
结缘，终成第五代传承人。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之前的
所有经历好像都在为与石氏伤科
结缘作着准备。”詹红生说，“石氏
伤科看重内科，我一开始就是从
内科学起做起，看重手法。我在
杭州主要从事推拿，看重针灸，我
青年时就痴迷针灸，看重练功，我
小的时候还真的习练过武术，硕
士攻读的又是气功专业。”

在记者所了解到的国家级非
遗项目中，石氏伤科算是枝繁叶
茂，断无后继之忧的一个。詹红生
告诉记者，2010年上海曾举办过
一个纪念石幼山先生诞生100周
年的会议，会上透露，当时全国从
事石氏伤科的医生就有两三千人，
那现在人数应该会更多了。詹红
生是第五代传承人，现第六代甚至
第七代传承人也已出现。很多青
年人都以能加入石氏伤科的队伍
为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詹红生
能够就此躺平。这二三十年间，他
一直在为传承和发展石氏伤科而
努力。业内人士认为，詹红生对于
石氏伤科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将

石氏伤科的研究成果——“筋出
槽”“骨错缝”两个疾病名称被纳
入到最新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
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传统
医学病证名称的扩展清单中。詹
红生通过对“筋出槽、骨错缝”进
行定性、定位、定向的精确评估，
实现了手法的精准治疗，使得过
去靠医生个人经验积累的石氏伤
科的理论更为系统化。过去讲经
验，使得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医更像
一门玄学，而现在进行了系统化之
后，中医的科学性更为彰显，很多
治疗也变得名正言顺。当然，这也
给希望进入石氏伤科之门的青年
人提供了更多的参照。

詹红生告诉青年报记者，时代
不同了，有关石氏伤科的传承与发
展也存在诸多变与不变。不变的
是医者的用心、细心、耐心和慈悲
心。医者需要博览群书，通过读书
来开拓自己的思路，这样在治疗上
也许就可以用得上。而变的是教
学的具体方法和手段，要根据现在
青年人的学习习惯，让课堂主体变
得多层次，广泛开展翻转课堂的实
践，同时推进师带徒教学查房和案
例式教学。当青年人看到了一幕
幕“手到病除”的真实场景，就会燃
起学习的兴趣和热情，从而充分发
挥出自身的学习潜力。

其“正骨”之说是有来头
的。詹红生告诉记者，“正骨”来
自清乾隆时期太医院修纂的《医
宗金鉴》一书，其中有一本分册
名为《正骨心法要旨》。书中写
道，“正骨”有“法从手出，手随心
转”“夫手法者，谓以两手安置所
伤之筋骨，使仍复于旧也”等说
法。

对于伤科医生来说，手的
触诊是极为重要的。“现在很多
中医迷信拍片子，但其实X光片
只能显示骨，但很难显示筋，我
们也只能通过片中骨的位置，
来推测筋的状态。”詹红生说，
手的触诊始终居首，拍片只能
作为辅助手段存在，“千万不要
被‘片子’这个‘骗子’给骗了！”
几百上千年都讲究手法，一双
手就可以诊断伤情、疗愈病痛，
这在詹红生眼里，也正是中医
的神奇之一。

对于这样的神奇，1997 年
詹红生考上石氏伤科第四代传
承人石印玉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后就多次亲眼得见，吃惊不已。
有一次一个病人来找石印玉老
师诊治，来者膝盖痛，已发展到
行走困难的地步。石印玉老师
不紧不慢，在痛处揉揉按按，几
分钟后让再“活动活动”时，病人
惊叫起来，“竟不痛了，我好了！”
老师凭一双手，看似只在检查，
其实已经开始治疗，手法轻巧，
柔中带刚，渗透力却很强，能够
快速找到病症予以精准治疗。

“我当时就感到太神奇。简直出
神入化。所以从此就长了一个

心眼，观察老师的诊治全过程。”
詹红生对记者说。

中医正骨疗法（上海石氏
伤科疗法）于2014年被列入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石
氏伤科缘起今江苏省无锡市前
州镇石家宕一武林世家。清道
光年间，石氏有一名蓝田，字兰
亭的，在无锡城内开了一家镖
局。习武之人大都有一些伤科
经验，石蓝田就用家传独门秘
方和整骨之术为同僚治伤，久
而久之积累了一套疗伤整骨的
独特经验。后来，石蓝田便解
散了镖局，举家东迁，定居于上
海。他融传统武术正骨手法与
中医内治调理方法于一炉，开
创石氏骨伤学派。石氏伤科奠
基于石蓝田之子石晓山对各科
的理论和治疗都有一定认识，
尤其推崇明朝医生薛己所体现
的“十三科一理贯之”学术思
想。所谓“十三科”，是古代医
学分科的总称。

詹红生告诉记者，相较于
其他各地的伤科，石氏伤科最大
的特点正是“整体观”。石晓山
所推崇的薛己写有一部伤科专
著《正体类要》，其中的序文中就
有“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
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
的精辟论述，这就将中医的内外
各科融会贯通起来，说清楚了它
们之间的关系。詹红生认为，石
氏伤科的“整体观”正是受到了
这一论述的影响。而这“整体
观”也体现了海派文化的海纳百
川、兼容并蓄。

让中医疗法更为系统化

“整骨”最重要的是“理筋”

莫让“片子”成“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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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詹红生与部门同事
交流。

詹红生与记者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