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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正骨是祖国传统医学的瑰宝，但如何
唤醒这套非物质文化遗产，把这一独特的中医
正骨技法迅速推广出去，解除更多病人的痛
苦？这是司冬梅一直在思考和担心的问题。

说起原因，她说，正骨作为作为祖国传统医
学的一部分，要通过推、拿、按、摩、揉、捏、点、拍
等形式多样的手法，达到疏通经络、祛邪扶正、
调和阴阳的疗效。但在手法的操作过程中必定
要消耗大量的体能，对医生的内力、耐力要求比
较高，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从事这类工作，不利
于推拿技艺的传承。另外，有些顾客把中医推
拿按摩和美容院、休闲按摩院、养生馆、足浴会
所等同，完全没有把这个技术当回事。所以，现
在有志于传统中医推拿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中
医正骨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

从她自身来讲，司冬梅出身于中医世家，她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氏正骨第四代传人。如
今，她的三个孩子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但让司
冬梅忧心的是，孩子们的专业没有一个与医学
有关。难道祖上技艺就此失传?胸怀远大的她
知道，既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该是国家的和
人民的，甚至是世界的，一定要让它在自己手里
发扬光大，解痛苦于天下。

为了更快地推广司氏正骨祖方，她于 2016
年初成立了商丘天青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结合
司氏正骨的特点研发了一套正骨复位设备。膏
药，中药蜜膏申请了商标。2017年成立了商丘
市司氏正骨研究院，商丘和平职业技术培训学
校，专业从事司氏正骨的研究创新推广，尤其是
对腰椎间盘突出复位治疗的“一脚蹬”疗效神奇
神速，留下了司氏“神脚”美名。

几年来，司冬梅和她的司氏正骨及商丘市
和协医院为商丘市成千上万病人及骨科患者解
除了病痛，一个个病人康复后的笑脸，是一个个
家庭扫除疾病阴霾后的和谐，这让她备感欣慰
和满足。她用实际行动解释了苍生大医，只有
善行懿德，方能流芳百世的道理。

辽阔的原野，巨大的乔木固然让人瞩目，但
布满沟沟坎坎焕发着无限生机的小草同样给人
以力量。司冬梅，就像一株小草，虽然渺小，却
有自己的颜色，坚强地生长，真实地活着，为大
地铺锦，为天空放歌，在自己喜欢的中医正骨道
路上，且搏且行且歌。

司冬司冬梅：

司氏正骨如神功 欲让人间无病痛
■文/图 京九晚报全媒体记者 潘中华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
者，必经过三种境界：从当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
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悬思，到中途“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索，最终达到“众里寻他千
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顿悟。看
似玄妙深奥的道理，细想通俗如歌：把握生命里的每
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能见
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熟悉司冬梅的人说，她的成功，既有百折不挠、
踏铁有痕的拼劲，也有坚持不懈、执著前行的韨劲，
但更多的是经历风风雨雨之后，面对生活中的是是
非非，甚至是无端指责，看得更加风轻云淡，全力以
赴自己心中的梦，在别人怀疑的目光中，步伐坚定地
踏上了寻找她依稀模糊、但一直潜伏心底的弘扬祖
传正骨绝技的中医梦。目前，由她传承、创新的这套
被列入商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司氏正骨祖
方”，已惠及乡邻，享誉周边，用实际行动解释了苍生
大医，只有善行懿德，方能流芳百世的道理。

“神啦，刚才还感到浑身无力、迷迷糊糊的，
现在像打了鸡血，有用不完的劲，轻松了许多。
咦，眼睛咋还清亮了呢？”

9月 19日上午 10点左右，商丘市小有名气、
55岁的企业界人士钟洪，来到位于商丘市豫苑路
上的司氏正骨研究院。刚刚还萎靡不振、满面阴
云，经院长司冬梅用正骨手法一推一蹬之后，他
的脸上立马云开雾散，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中医文化历史悠久，独具特色。一推一拿，
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往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
果。”面对钟洪的惊喜与称赞，司冬梅并没有夸夸
其谈，而是从客观的角度对中医文化进行了高度
评价，从侧面回答了他的疑问。也许就是中医的
博大精深与神奇功效，让司冬梅逐梦中医的念想
从未熄灭过。

1963年出生的她，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后
历任夏邑县王集卫生院、曹集卫生院院长和商丘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台镇卫生院院长，凭借大
胆创新、实干巧干的精神，一路芬芳，硕果累累，
创造了一个个让同行羡慕的奇迹。然而，正当身
边的人以为她会继续在熟悉的舞台上再创辉煌
时，她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推开铁饭
碗，2012年在商丘市创建了以中医正骨、治疗颈
肩腰腿疼为主的“商丘和协医院”。

说起原因，她说，在乡镇卫生院工作时发现，
肩颈腰腿痛成了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影响
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出身于中医世家的她，小时
候经常看到长辈们用祖传的正骨秘方对颈肩腰
腿痛的乡邻进行治疗，且疗效神奇，耳濡目染下，
逐渐对正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小年纪就手法
出众。特别是在基层卫生院工作期间，工作之余
博览群书，虚心求教，在祖传正骨绝技的基础上
结合现代中医理念进行学习研究，创新了一套简
单易行、独特有效的司氏正骨手法。实践证明，
该手法三五分钟立竿见影，疗效显著，独树一帜。

身边有病人，手中有绝技，何不降病魔解民
忧，让天下无痛？司冬梅知道，有时候人只有听
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才会更接近幸福和满足。想
法一出，就此确定。自此，在传统中医不断被“边
缘化”的当下，她用自己的坚守和创新向世人证
明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更为中医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拉开了司氏正骨发展的新
篇章。

“自然六合内，少闻贫病人”，这是普天下人们共同的美好
愿望。

所以，在孜孜不倦的从医生涯里，在勤勤恳恳的临床工作
中，司冬梅深知此中的道理，时刻用自己的爱让周围的人感到
温暖与幸福。

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的司冬梅深知，环卫工人起早贪黑、
风餐露宿，加之年龄偏大，是腰腿肩颈疼痛病患的高发人群。
2018年 11月15日早晨6点钟，她带领医务人员来到商丘市义
工联爱心早餐点，不仅当场捐助 3000元，助力 10天的爱心早
餐。同时，等大家吃完饭，还结合环卫工人的工作特点，深入浅
出地讲解疼痛病的预防和治疗。他们免费为患有颈肩腰腿疼
病的环卫工现场敷贴膏药，并赠送了爱心就诊卡，赢得了环卫
工人的交口称赞。

这种春天般的温暖与无私帮助，生活在示范区敬老院的老
人们感受的更多。每一次前去慰问，司冬梅都会握住老人的
手，嘘寒问暖，询问病情，现场治疗。同时，让一起来的工作人
员把来时带的米、面、油和膏药从车上悄悄卸下。

其实，类似这样感人的故事，在司冬梅的医院里，每天都在
温暖上演，从春走到秋，从夏来到冬。示范区居民68岁的叶明
（化名）瘫痪已经三年，生活不能自理。经司冬梅一段时间的治
疗后，目前他病情好转，而且还可以做手工活挣钱。叶明因常
年有病，家庭极其困难，司冬梅减免了他2万多元的费用。无独
有偶，夏邑县66岁的祝英花（化名）老人患腰间盘突出、颈椎病，
多处治疗也不见好转。最后，老太太的家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把她送到“和协医院”，住院治疗两个疗程，疗效很好，现在走路
跟正常人差不多了。因老太太家在农村，常年看病用尽了家里
的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外债，司冬梅主动为其减免了2万多元的
医疗费用。

十几年来，经司冬梅治疗康复的疼痛病人数不胜数。
医者仁心，德品胜金，悬壶轻己利，慈悲济世人。很快，司冬梅
的爱心与技术都受到患者的一致好评，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
绝。但同时也引起外人对她祖传秘方的好奇与推测。

谈及此，司冬梅说，大道至简，绝技在民间，一点就破，一学
就会。“司氏舒筋正骨法”的理论基础同样如此：不外错骨缝，筋
出槽六字。此六字乃一本贯万殊之理。筋伤久连骨，伤骨必及
筋。为了让大家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她结合自己多
年的实践经验，把祖传秘籍中深奥难懂的部分用现代语言深入
浅出地描述，她自编口诀一首：骨连筋，筋连骨，筋出槽，骨错
缝，骨错位，筋出槽。舒其筋，正其骨，正其骨，舒其筋，疼痛自
愈。

司冬梅先后发表论文10余篇，入选《世界华人杰出专家名
典》、《当代中国人才库》。2017年报批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司氏正骨组方”，对疼痛患者形成自己独特的特色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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