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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骨伤科流派学术传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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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岭南骨伤科流派是中医骨伤科学术流派、岭南医学流派的重要分支，深受岭南地区环境、文化、历史等的影响，以精
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及有效伤科药剂著称。为加快岭南骨伤科流派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充分发挥正骨理筋手

法技术等岭南骨伤科流派特色，提高临床诊治的疗效，本文对岭南骨伤科流派概况与传承脉络进行总结归纳、同时从师带

徒临证、集百家之长、挖掘流派名家用药经验、院内制剂与基础转化、研发专利、骨伤科名医经验融入中医临床诊疗指南等

方面探索岭南骨伤科流派的传承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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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骨伤科学术流派是中医骨伤科在长期历史
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学术思想或学术主张及

独到临床诊疗技艺，有清晰的学术传承脉络和一定

历史影响与公认度的学术派别。而岭南骨伤科学术

流派作为中医骨伤科学术流派、岭南医学流派的重

要分支，深受岭南地区环境、文化、历史等的影响，以

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及有效伤科药剂

著称［２］。为加快岭南骨伤科流派学术的传承与发

展，充分发挥正骨理筋手法技术等岭南骨伤科流派

特色，提高临床疗效，迫切需要进行岭南中医骨伤科

学术流派传承的研究。

１　岭南骨伤科流派概况与传承脉络
传统的岭南泛指越城、大庾、骑田、都庞、萌渚五

岭山脉以南的地区。岭南具有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

境，是我国地域文化汇中的重要分支，广东则为岭南

文化发展的重点区域。与黄河流域文化比较，岭南

地区文明发展则相对较晚，且往往带有蛮荒的烙印。

据历史记载，岭南地区为人所熟知的典型中医药活

·７１８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第１２卷第１１期



动可追溯至晋代，当时已经有葛洪、鲍姑、支法存、仰

道人等知名医药学家活跃于广东［２］。而岭南骨伤科

的形成源于著名医家葛洪，深受其学术思想的影响，

其后经历了唐、宋、明、清朝代的不断发展，加上清末

民初，广东对外开放较早，中西医的融会贯通，不断

充实、发展岭南骨伤科的内涵［３］。至此，在长期医疗

实践活动中由一辈辈的名医大家、一代代的学术继

承者薪火传承、实践探索、总结完善，最终形成了具

有岭南特色的中医骨伤科学术流派。“一源多流、流

派纷呈”是岭南骨伤科流派传承与发展的基本特征，

岭南骨伤科流派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行伍兵家派、

南少林伤科派、南海医家派等分支，其中又以李（李

才干）、梁（梁财信）、何（何竹林）、蔡（蔡忠）、管（管

镇乾）、林（林荫堂）为众多流派分支的主要代

表［４１０］。而岭南骨伤科流派学术传承脉络，作为传

承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见图１。

图１　岭南骨伤科流派学术传承脉络图

２　岭南骨伤科流派学术传承研究
广东省中医院建院于１９３３年，是我国最早期的

中医医院之一，被誉为“南粤杏林第一家”，许许多

多的岭南医学名家都曾在我院工作、学习和教学，如

国医大师邓铁涛、郖国维，骨伤名家何竹林、蔡荣、岑

泽波、袁浩、肖劲夫等曾在我院从事临床、教学、管理

工作，并孕育出黄宪章、邓晋丰、严大波、林应强、洪

明胜、刘金文等一大批中医骨伤科名医名师。广东

省中医院骨伤科在继承岭南伤科名家何竹林、蔡荣

等岭南骨伤科流派学术经验的基础上，融汇北京清

宫正骨流派、上海石氏伤科、北京罗氏正骨、韦以宗

整脊流派、天池骨伤流派、峨眉武医流派等各家精

华。同时，聘请前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主委党耕町、

前广东省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主委刘尚礼、国际

微创脊柱外科学会副主席周跃等著名专家学者为我

院的主任导师，悉心指导我院骨伤科的学科建设和

发展，不断吸收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理论和技术，打造

中医特色优势明显、专科制剂和疗法丰富、综合实力

强劲的中医骨伤科。“中西贯通，取长补短、集百家

长”是我院骨伤科学术流派的特色。在“努力把我

院骨伤科建设岭南骨伤科人才汇聚的洼地，岭南骨

伤科名医成长的摇篮”的人才培养理念下，传承与发

展岭南骨伤科流派学术是我院骨伤科发展的重要内

容，我院从２００８年起，每１～２年举办一次岭南骨伤
科学术论坛，与会者包括两岸四地、国内外的专家学

者，影响较大。笔者一直致力于岭南骨伤科流派学

术的传承研究，近年来从师带徒临证、集百家之长、

挖掘流派名家用药经验、院内制剂与基础转化、研发

专利、骨伤科名医经验融入中医临床诊疗指南等方

面开展了系列工作，探索岭南骨伤科流派的传承与

发展模式，以期推动岭南骨伤科流派的传承和发展。

２１　师带徒临证　通过师带徒临证的方式继承岭
南骨伤科流派学术。以我院骨伤科为平台，遴选年

轻骨科医师拜师跟诊。年轻骨科医师对岭南骨伤科

名家治学思想，学术思想主张，临床思辨与独家经

验，特色方药与诊疗技术，典型医案进行收集，建立

医案、数据库。同时，对正骨、理筋、手法等富有岭南

骨伤科流派特色的影像资料，我们迫切需要进行抢

救性地保存与传承资料内涵的精华经验。目前，通

过临床跟师的方式如年轻医师陈树东、梁以豪、陈晓

波等跟师林定坤，潘建科、洪坤豪、谢辉等跟师刘军，

年轻骨科医师已对我院骨伤科名中医黄宪章、邓晋

丰、严大波、洪明胜、刘金文等诊治骨伤科疾患的临

床经验、影像学资料进行总结、归纳［１１１７］。

２２　博采众方、集百家长　博采众方、集百家长是
岭南骨伤科发展的重要途径。为更好地继承和发展

岭南骨伤科，我院骨伤科在传统临床跟师学习的基

础上，不囿于一门一派之见，各门各派的学子皆可相

互学习借鉴，探索形成了以全国骨伤科名老中医为

龙头的集体带、带集体的新型师承模式。如林定坤、

苏海涛师从于上海石氏伤科国医大师石仰山教授，

陈博来、许少健、喻秀兵师从于上海石氏伤科施杞教

授，陈海云跟师清宫正骨孙树椿教授，陈文治、王君

鳌师从于天池骨伤流派国医大师刘柏龄和整脊流派

韦以宗教授，刘军、许树柴师从于北京罗氏正骨罗金

官教授，杨仁轩、曹学伟等师从峨眉武医流派郭程湘

老师，等等［１８２４］，北京平衡针王文远、薄氏腹针薄智

云、针刀疗法王令习、铍针疗法雷仲民、南京浮针疗

法符仲华等名家也先后来我院带徒授课。同时，在

我院建立了清宫正骨流派广东工作站、石筱山伤科

学术研究中心广东分中心、国医大师刘柏龄、全国骨

伤科名老中医孙树椿教授等名医工作室，而且我院

自２００９年起每年与中央电视台举办“杏林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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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医药特色技术演示会”，收集包括藏、蒙等民

族医学在内行之有效的各种中医技术和单方验方，

网罗百家之长，致力打造特色疗法集散地，为岭南骨

伤科的发展、各家精华的融汇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

台。

２３　挖掘岭南骨伤科流派名家的用药经验　挖掘
岭南骨伤科流派名家用药经验是学术传承的关键步

骤。国医大师邓铁涛曾指出：“岭南医学，不是地方

医学，不是搞地方主义，不像地方医学一样偏重于对

医学的社会与人文角度的研究，也不是对某一地某

一家学术的回顾与传承，它把重点放在了一个大面

积的区域范围内，对该地区特有的病证表现和医药

运用特点进行探讨，并在其诊疗过程中富有浓郁的

地域特色”［２５］。岭南骨伤科流派具有浓郁的地域特

色，挖掘岭南骨伤科流派名家用药经验是学术传承

与发展的重点之一，尤其需重视岭南地区特产的药

材和民间经验。如广东省中医院骨伤科主任何竹林

教授，在选用药物时挑选岭南本土中药材和生草药

施治，诸如两面针、路路通、透骨消、毛麝香、过江龙

等属；广东省中医院骨伤科主任蔡荣教授，善于辨证

施治骨伤科疾病，善用岭南中药材藤属药物组成外

洗方剂，治验无数；广东省名老中医、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陈基长教授，善用

草药犁头草内服外洗治疗急性化脓性骨关节感染，

邓晋丰教授善于运用补肾活血方治疗脊髓型颈椎

病，严大波教授善于应用蛇虫类药治疗骨关节病，洪

明胜主任善于骨折手法复位、夹板固定、分期理筋，

刘金文教授善于应用金桂外洗方于骨折康复期和关

节炎的治疗，等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信息化的进

步，名老中医经验传承、数据挖掘软件的不断发展与

更新。笔者及其带领的团队近年来主要基于中医传

承辅助平台（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发的

平台软件），利用关联规则、熵聚类等算法，对骨伤科

常见疾病的中药方剂以及岭南骨伤科流派名家的处

方进行数据挖掘，探讨其用药规律，总结其用药经

验［２６２９］。

２４　院内制剂与基础转化　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岭南骨伤科名中医的经验用药

规律，同时结合名中医数十载的临床经验，开发临床

上疗效显著的院内制剂，这完全符合岭南骨伤科流

派的特色，同时也是我们在进行传承研究过程中探

索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如龙鳖胶囊是基于我院岭南

骨伤科流派名老中医严大波主任的经验方而开发的

院内制剂，主治辨证属于肾阳虚兼寒湿阻络型膝骨

关节炎，其临床疗效确切，但在具体化学成分、疗效、

安全性、药理、作用机制等方面都尚未明确，现已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８１４７３６９８；８１２７３７８１）
和青年基金项目（８１４０３４２１）、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
点科研基金项目（博导类）（２０１２４４２５１１０００４）等进
行专项的基础研究，目前也已有相应的成果［３０３２］。

基于院内制剂与基础研究相转化的模式，我们开展

益气活血方的院内制剂开发及基础研究规划，益气

活血方为笔者在临床防治髋部骨折下肢静脉血栓的

经验方，目前已有广东省财政厅专项、广东省中医院

优势病种、广东省中医院院内专项等课题支撑进行

了一系列的研究［３３］。

２５　研发专利　专利的研发是岭南骨伤科流派名
家经验和其他骨伤科流派经验在比较研究中得到高

度总结与升华的体现。基于罗氏正骨诊治锁骨骨

折、肩锁关节脱位等骨科疾病的经验，我院刘军、许

树柴结合岭南地域特色及数十载的岭南诊疗经验，

研发了锁骨骨折固定带、肩锁关节固定带、肩肱外固

定支具，用于锁骨—肱骨多种损伤的保守治疗，目前

在临床推广应用中亦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３４］。还

有林定坤、陈博来等学习石氏伤科并结合岭南骨伤

经验，创新重症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手法和牵引方法，

研发了可调式牵引架、舒适高的治疗性枕具等。

２６　骨伤科名医经验融入中医临床诊疗指南　岭
南骨伤科名医经验是临床中长期应用、疗效显著的

诊疗方法，若能通过大样本、多中心、高质量的临床

研究进行充分验证及后续的质量评价，并在专家共

识、诊疗指南中得到认可，这将是对岭南骨伤科学术

流派传承的充分认可，同时也是中医骨伤科历史性

的发展。目前笔者主持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

标准化项目———锁骨骨折中医临床诊疗指南（修

订）（ＳＡＴＣＭ２０１５ＢＺ１７３）正在尝试通过循证医学、
专家共识、专家论证等方法，将岭南骨伤科流派名医

治疗锁骨骨折的经验如肩锁固定法等［３４］，融入到本

次锁骨骨折中医临床诊疗指南的修订中。

３　总结
作为中医骨伤科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骨

伤科流派也是岭南医学流派的重要分支，具有鲜明

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诊疗经验。该流派根植于岭南

文化发展而来，传承脉络明确、学术底蕴深厚、正骨

理筋手法技术特色鲜明、临床疗效显著，深得群众信

赖。目前，传承与发展正面临着现代科技的机遇与

挑战，我们首先需要有兼容并包的胸怀和开拓创新

的精神。立足于一派又放眼世界，立足于“继承”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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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创新”，既要摒弃固步自封的门户之见，又

要防止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既要充分地利用现代

科学技术，如互联网、云计算、３Ｄ打印、四维影像分
析等信息化技术来为传承研究服务，又要充分整理

挖掘岭南骨伤科流派文化的价值内涵，增强流派文

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同时注重我国骨伤科学术流

派之间相互沟通、科学整合、借鉴融合，在彰显岭南

骨伤科流派特色的基础上提高临床疗效、扩大影响、

吸纳和团结参与者，不断发展壮大流派，这也将是中

医学术流派传承发展中持续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

及所带领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岭南骨伤科学术流派传

承研究，力争在建设模式引领、学术实力带动和辐射

推广应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涌现出一批具有启示

性的成果，望能为开创岭南骨伤科学术流派传承兴

盛发展的历史新局面尽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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