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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秋初度，明月依旧，时在子夜，万籁俱寂。
浙东方技家应有荣医师新著《天台山道家功夫整脊图解》付梓前夕，赐稿于余，灯下拜读，钦佩之余
遐思翩跹。
该书在纵论道家学说的同时，又详述其功夫练习之要义及临床诊病疗伤之秘诀，可谓积先生从医济世
数十年经验及习武从道毕生感悟之大成。
当今之世，青年学者有如此敬业之执著，学艺之丰硕者，难能可贵，亦凤毛麟角也。
　　人口与健康问题历来乃民生之重大课题。
近期中国科学院公布《2050年：科学技术和中国的未来》，其中有《中国至2050年人口健康科技发展
路线图》，该研究组组长陈凯先院士指出未来50年我国在人口与健康方面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如人口老龄化，非传染性慢性病成为主要疾病，心理性、神经／精神性疾患成为突出问题，生活方式
的改变对健康影响加大。
报告十分明确指出：当今医学的目的和整个医疗模式正处在大转变中，长期以来以治疗为主的医学模
式将转变为以预防为主的模式，医学研究的重点将前移，通过转变生活方式、营养方式和早期干预措
施，促进健康，降低发病率。
报告还指出：转化医学将受到高度重视，系统生物医学将得到很大发展，并由此构建“会聚医学”，
把生物一心里一社会一环境和工程技术等方面整合起来，综合中、西医学的优势和特点，发展全面整
合的新医学。
不言而喻，医学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为中医学的弘扬和创新昭示了光明前景，也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振兴中医药事业和培养中医药高级人才，应该坚持“一体两翼”的战略，
即以继承中医学理论体系和历代积累的实践经验为主体，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精髓和吸取现代科学技
术为两翼，实现中医药事业新的腾飞，创造新的辉煌。
现在，人们对中医药的继承方向和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等方面的问题已有许多广泛深
入的讨论，求得诸多共识。
然而，在如何研究、挖掘、吸纳传统文化精髓并与中医药发展结合，以加深其底蕴，提升其内涵却注
重不多。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观察，道学和道教对其影响应是极其
深厚和久远的。
《抱朴子‘内篇》指出“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
”，“长生之道，道之至也。
故古人重之也”。
道家有关顺乎自然祛病延年；恬淡虚无，少私寡欲；专气致柔，以静为正等养生观点在《黄帝内经》
中得到充分应用与发挥。
道家十分重视“修道”，历代不同时期均有发展，内容丰富，大凡如：精神修炼，呼吸修炼，形体修
炼，食物修炼，以及内丹（综合服气、行气、导引、胎息、房中术）等，这些内容多为中医的实践吸
纳，医道兼容成为中医学的一大亮点。
　　应有荣先生出生中医武术世家，自幼受到道家学说的影响和熏陶，不仅积累了广博的道家知识、
较深的学术造诣，而且积习修炼传承天台山道家南宗（文火、武火）功法，尽得真髓。
尤令人敬佩者，先生行医生涯数十载，始终谦言躬行，博采众长，发皇古义，融汇新知，学贯中西，
擅长将道家功法与中医骨伤科整脊手法融汇一体，自成一家，名闻遐迩，堪称“一体两翼”实践之彪
炳与楷模。
昔陆游诗日：“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应有荣医师正是这样一位学者，近年不仅在医学与道学的结合上潜心钻研，每有所得，不惜与同仁交
流，且年有名著问世，为我国中医药事业繁荣和骨伤科学科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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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台山道家功夫整脊，是以道家南宗“紫阳真人张伯端”所创金丹大道修炼时动功(武火)训练方法为
基础，结合脊源性疾病治未病及整脊手法特点，经过数代人潜心钻研，总结出的一系列针对脊源性疾
病的练功方法。
此道功融合到整脊手法中，可显著提高手法质量，亦可指导病人康复训练及冶未病。
    本书共四章，第一章道家功夫整脊，详述15种脊源性疾病的整脊手法、操作规范、目的作用、动作
要领及相对应的道功练法。
第二章道家功法治未病，详细分析道家功法对脊源性疾病的防治原理及道功整脊。
第三章天台山道家南宗功法(武火·动功)。
第四章天台山道家南宗功法(文火·静功)。
    全书约30万字，近千幅照片图。
主要供从事骨伤科、推拿科的临床人员参考，也可供武术爱好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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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道家与医学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道家流派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其理论思想肇始于上古，大成于先秦，繁衍于秦汉以降，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产生过巨大影响。
其派生出的各种方法、技巧，广泛应用于我国各个朝代的各个层面，最具有中华之特色。
　　道家思想以黄、老为代表。
黄帝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其理论可从托其名而著之《黄帝内经》中测其端倪，以整体观念、辨证
论治为特色，以“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动静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为养生原则，其中关于“
真人、至人、神人”的叙述，已披露出后世内炼修丹之理法，至今仍为道士之必读经典。
老子更以一部《道德经》奠定其为道家代表人物，被后世道教尊为教祖，其教人以无为而治、返璞归
真。
　　在黄、老的倡导下，修仙求道之士，代不乏人，其中更有杰出人物，体证先天，掌握阴阳，游戏
人间，仙踪时现，点化结缘，代有所闻。
　　在春秋战国时期，《易经》不仅指导形成了医学的经典《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的人
体生命科学的本质，同时，儒家和道家均宗《易经》，一为天道，一为地道，一为人道。
道家所言之道为阴阳柔刚，（《易经·说卦》）日：“立天之道，日阴日阳；立地之道，日柔日刚；
立人之道，日仁日义。
”儒家所言之道指人际关系的仁义道德，《庄子·隐父》日：“道者，万物之所由也。
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为事逆则败，顺之则成。
故道之所在，圣人遵之。
”道家的形成发展以《老子》、《庄子》为圭臬，儒家的发展兴盛源于孔子、孟子。
前者以《道德经》为代表作，后者奉《论语》为经典。
　　在道教以外，有专事修炼者，得先秦之传授，理性命之关钥，穷阴阳之变，返造化之源，承先启
后，继往开来，以坐忘、黄白、剑术、内丹等分派开枝，垂教后世。
其传人或隐于市、或隐于朝、或隐于野，或为道、或为僧、或为儒、或为农工士商、医卜星相，修道
行道，代不绝缕。
　　二、道家与治未病　　道家与治未病早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就有记载：“是故圣人不
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古代高明的医生认为医学的最高境界不是治疗已发生的疾病，而是如何防止疾
病的发生；高明的政治家不是体现在治理已经形成的社会动乱，而是体现在未乱之前即加以预防。
如果疾病已经产生了再去治疗，动乱已形成了再去治理，那就好像口渴了才去挖井、战争发生了才去
铸造兵器，这岂不是太晚了吗？
　　西汉时期马王堆《导引图》更是用工笔彩画描绘出一系列身动养生保健治未病之帛画（图绪论
一1）。
可见人类在公元2000年前就重视养生（治未病）的方法。
　　道家的历代大师均重精研修身养性延年益寿治未病之术，修炼时以人体为鼎炉，精、气、神为药
物，将意念作为火候进行修炼。
　　南宗清修讲求的是“先命后性”，如张伯端说：“虚心实腹义俱深，只为虚心要识心，不若炼铅
先实腹，且教收取满堂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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