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代医林奇人先师按摩专家黄万香小传 
张诚毅 

四川省金堂县詹黄张新按摩学研究会会长 
摘要：黄万香（1889－1964）是一位出身草根的按摩名医，是一位出色的中医按摩临

床专家，她用一双手创造了中国近、现代按摩史上按摩医师的奇迹，也是为数不多的杰出女

按摩医师之一，但由于受地域性和流派传承及学术缺少广泛交流等多种因素限制，关于她的

官方记载较少，这篇文章是她的弟子张诚毅为她写的小传，发表在《金堂文史》上，可以说

是较为全面的概括了她的一生和她的学术思想，现整理出来供同道学习参考，并以此缅怀先

师。 

关键词：按摩 黄万香 
婆婆，姓黄名万香，四川金堂县合

兴乡（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人，生

前不仅是成都市首屈一指的按摩医

生，而且以其独具特色的技术在全国

按摩医术界独树一帜，五十年代国家

给予专家称号，是成都东城区针灸按

摩医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担任按摩

科主任医师，成都市中医学会理事（代

表按摩界），成都东城区政协委员，授

徒多人，她死后仍影响深远，及于四

川省内外。黄老一生的经历，极富传

奇性，兹介绍如下。 
一、清贫的少年和青年生活。 

黄氏祖籍广东，世代能说广东的客

家话和四川的湖广话，1889 年出生于

今成都市一青白江区福洪乡（原属金

堂县）场口农村（现为民主八队），世

代是农民，同胞三年，也是幺女，两

位兄长与其父黄希忠耕种自有旱地，

水田共十八亩，那里是丘陵区，水源

缺乏，那时没有现今的东山灌溉渠，

只有靠天吃饭，经常遇干旱，庄稼无

收成，加上苛捐杂税繁多，故劳累终

年难得温饱，万香生长于勤劳困苦中，

养成不畏艰苦，坚韧、善良的性格，

二十岁由父母包办嫁给合兴乡街上的

刘理照，合兴亦属今青白江区，与福

洪相邻近，合兴街又与华阳石板滩镇

仅隔一河，由于修建时间晚于石板滩，

当地人又称之为新街，刘家在新街口

有祖业田地八亩，街房两间，理照本

人不成材，既无技能，又抽大烟、赌

钱，万香难以约束，他几年之间将田

地卖光，于是全家生活重担落在万香

身上，其时已有一养子，亲生子二，

全家五口，她在街上临河一边用茅草

盖了三间鸡毛店，苦心经营，这个街

小得可怜，鸡毛店设备差，又不如街

对面的石板滩当大道热闹，因而过往

旅客大都住在那边，到这边来的很少，

她的生意也就不可能兴隆，幸赖她对

人态度和蔼，宅心忠厚，注意清洁卫

生，鸡毛店收费低廉，因而还经常有

一些下苦力的人上门，收入勉强能维

持最低生活。 
二、鸡毛店主救病危，峨眉道人传绝

技 
1920 年夏，一头挽发簪，身穿道

袍，年约 60 多岁的道人来到黄氏店中，

中暑拉痢，卧床不起，奄奄待毙，又

腰无半文，黄氏怜其衰病，为之请医

诊治，熬药喂药，熬稀饭喂稀饭，洗

换脏衣服，不嫌脏，不嫌麻烦，不管

因此而增加对她那点微薄经济力量的

压力，不理丈夫的抱怨，一月后道人

病痊复原，她不索取分文。道人十分

感谢说：“你这大嫂心太好了，大恩不

言谢，但是出家人接受布施要还以布

施。贫道名詹龙清，来自峨眉山，此

次本来打算去武汉访友，沿途给人治

病糊口饥饿不匀，又中暑，骤然生病，

不能给自己治，听附近人说你为人很

好，所以来投宿，出家人不积钱财，

身上一无所有，现在愿将在峨眉山我

的师傅传给的医病技术传给你，以还

你的布施。”黄氏说：“我没读过书，



认不得字，学不会给人治病，乱捡一

点，反会害人，你道爷也不必说谢，

出门人，哪个没有三灾八难，帮点忙

算不得啥，你到武汉去吧。”詹老道说：

“我这套医病的办法和其他医生不

同，只用一双手在病人身上按摩就能

治好，书读得多，天资又好的人，固

然可以学得更好，但如果品德不好，

求我教我也不教。没有读过书的人，

舍得吃苦，眼睛看我做，耳朵听我讲，

手跟着我做，也可学会。你这个人，

吃苦自然不成问题，更难得的是心地

好，符合我师傅临终的遗言：“天资，

心地都好的人难得找到，至少要找个

心好的人传道。”我到现在都还没找到

一个合适的，你虽天资仅中等，又吃

不识字的亏，但主要条件是好的，所

以决定收你为徒，相信你会学得出来，

我就留在这里教你，以后再去武汉。”

黄氏大喜过望，欣然磕头拜师，詹老

师留在那里行医三年，黄氏也跟着学

了三年，先是看詹老师做 ，听詹老师

讲，然后詹老师指挥她做，最后由她

独立操作，三年刚满，恰由武汉来了

两人，说是专程接詹老师去武汉的，

先到峨眉找不见，又沿途探访而来，

再三留不住，詹老师走了，此后再无

音信，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走之

时，给黄氏留下四句话：一是要存心

济人，二是技无止境，三是慎择传人

（对以上三点，黄氏终身奉行），四是

评价黄氏学得的按摩技术水平为“上

龙虎”（对此三字如何解释，笔者问过

黄氏，她笑而不答，以后未再问）。 
三、揪功老师，高原走方医生，煮饭

大嫂，按摩医生。 
詹师走后，黄氏仍在合兴街上一面

开鸡毛店，一面用按摩给人治病，旅

客少就送医下乡，治疗对象多为小儿

疾病如疳疾，感冒，腹泻之类和一些

妇科病，本派特点是擅长治男、女成

人，小儿内科杂症和部分外科病，对

上述病例是不能全面发挥其所长的；

但也使她在治妇、儿科病方面丰富了

经验，自汉魏以来，极少在女病员身

上用按摩治病，明代起，小儿推拿又

与成人推拿分道，黄氏据詹师所传，

加以本人是女性的便利，打破封建限

制，大胆用按摩为妇女治病，又对小

儿如与成人病同则同治，不另用小儿

推拿，取治部位宽，应用范围广，疗

效卓著，远近称颂“揪功老师”黄大

嫂，但在报酬方面，由于当时农村凋

敝，农民群众贫苦，黄氏给治好了病，

所得不过两碗粮食或一点瓜菜，或很

少几文钱，乃至完全尽义务，因而难

以较好的改善其生活的困窘，勉强把

孩子托大，大儿（养子）又不成材，

去吃赌钱饭，二儿子学会撑船，去宜

宾等地当船工，多年不回家，幺儿考

上国民党军校，一去永无音信；丈夫

因发疯病，无钱医治而死，鸡毛店又

于三十年代末被一次洪水冲走。故乡

已一无所有，黄氏决定远走他方，到

松潘、理县、茂县一带高原地区行医，

由请她治过病的农民凑了点路费，恐

那里人不相信按摩不用药可以治好

病，路过成都时，买了一大背筐治不

好什么病也无什么害处的膏药带去，

靠一双缠过的小脚，步行到达目的地，

逐步适应高原气候，行医三年多，治

愈很多病人，每治一人，按摩后贴几

张膏药，疗效完全靠按摩取得，收诊

费则靠不起作用的膏药，时间一久，

信任的病家多了，也就不再用膏药，

辛苦积存了大洋二百多元，于是想回

乡再修几间草屋，开展按摩业务，不

听当地群众劝留，即行启程，那知还

未走到灌县，在一个山垭上，被土匪

拦住抢光包袱中的银元，害得哭天无

路，幸而衣袋中还有点零钱，勉强得

以走拢成都，此次虽落得这样凄惨结

局，却也增长了不少治病经验，到成

都后，碰见同乡熟人，借给零时生活

费用，有人劝她再去雅安、康定行医，

她怕遭到同样的命运，再也不去了，

经人介绍，在成都以帮人做饭为生，

人呼之为黄嫂，没有人叫“黄万香”



这个名字，起早睡晚伺候人，也没有

一个自己的住处，在主人灶房角搞个

草铺，一蜷就是一夜，无人雇佣时，

找一个善心的大娘或是大嫂家寄宿，

买点旧棉花用手摇车纺成线子卖了赚

点钱糊口，即使如此，她仍没有放弃

按摩治病业务，虽无人承认她是正式

医生，但不吃药可以治好病，是深受

城市贫民欢迎的，即使无钱给诊费，

黄氏亦乐为之，至于太太小姐们患了

病，一般系经多方治疗无效时，才找

她试一试，治愈后，不过多少给几文

钱，或打发一碗肉，或给几件旧衣服

之类而已，然黄氏于此，又积累了不

少治疗经验。直到解放前不久，黄氏

治好了成都市一个姓何的邮电局局长

的太太的疑难病症，病家给她找了一

间房子，并送给旧床，旧柜子各一，

算是有了个窝。 
作为一个身怀奇技的按摩医生在

旧社会的苦难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

近似蛇医季德胜。 
四、新世纪的按摩专家黄万香及传人 

成都解放时，黄氏已年满五十九

岁，然而新社会使她重新焕发了青春，

峨眉詹道人所传奇技和她自己积累的

丰富经验有了用武之地。 
劳动人民翻了身，有了治病的条

件，按摩疗法被歧视的程度也逐步减

轻，五十年代初，黄万香继续在成都

私人开业，求医者络绎不绝，名声日

远，每一人次收诊治费旧币五百至一

千元（合新币五分至一角），对无钱者

仍可不收，每一人次治疗时间二十分

钟、半小时至一小时，视病情而定，

渐渐存了点钱，当时房价便宜，她在

成都署袜南街买了房子作诊所和住所

之用，女病员李云秋因自身体会到疗

效好，要求拜师学艺，养子刘崇禄、

次子刘崇贵也先后改业从她学用按摩

治病，以后这三个徒弟都能独立操作

了，应诊力量得以加强，但仍满足不

了病员的要求，人多时，日达百余人，

常天未明，就有病员来等着，由于按

摩是手工操作，该派按摩又刺激面广，

花时较多，于是早晚都在加班，忙，

辛苦，但黄氏非常愉快，一扫在旧社

会受的窝囊气，愁眉舒展，笑脸常开，

说话爱打大哈哈的习惯，从此养成，

按摩神手黄婆婆之名不胫而走，市名

老中医如陆仲鹤先生亦来求治，名针

灸医师姚安民之徒胡显华登门求为弟

子，名老中医张觉人的夫人谢萍医生，

放弃原用的小儿推拿，改向黄氏学习

黄派按摩，桂王桥盲人黄君浦放弃原

来搞烧蛋画符那一套迷信活动，向黄

万香学得几手按摩术，后亦成为小有

名气的按摩医生，其后，黄万香治好

了一位多处求治未愈的东北军区某领

导同志的病，声誉更著，省市机关干

部求治者不少，经有关部门研究决定，

以黄氏和另一个老针灸医生某某为

主，于 1958 年在春熙南段成立了针灸

按摩门诊部，即后来的成都市东城区

针灸按摩医院，黄氏担任该部按摩科

主任医生，到该科求治者，多系服中、

西药无效，针灸无效后才来试一试的

疑难病症患者，她实际上是担任着攻

坚任务，而疗效十分显著，黄派按摩

在成都按摩界占了很大优势，在全国

按摩界也独树一帜，黄氏除负责疑难

病症的临床治疗外，先后担任成都市

中医学会理事，东城区政协委员，出

席各种会议，讲共产党、人民政府、

新社会的好处，示范表演按摩术，除

在本医院带徒外，还为本市和省内一

些专线培养了一大批按摩医生，包括

来自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一类专业医

疗单位和一些厂矿卫生所的医生，还

有一些私人拜门的，她精神焕发，孜

孜不倦，直至 1964 年 4 月逝世为止。 
曾向黄氏学按摩术者甚多，其较知

名者：李云秋（女）在北京成为按摩

名医，为轻工部副部长罗淑章，北京

市妇联主任张晓梅治病，并经周总理

批准为宋庆龄治病，均取得良效，黄

玉如，亦青白江区福洪乡人，与黄氏

有同宗之宜，何素青，成都人，两位



医生皆黄氏在医院所带学生中成就较

突出的，何医生治好过成都军区副司

令员韦杰的病，又治愈一日本人的病，

该日本人并向何医生学了黄派按摩术

带回国，雷某某，省第二门诊部医生，

政治条件好，当时常去金牛坝招待所

为住该所的高级首长按摩治病，《成都

日报》写黄氏专访报道时曾提到她，

现情况不详，李先慧，现任成都市西

城区针灸按摩医院院长，该院按摩科

主任医生。 
黄氏谨遵詹老师“择人而传”之嘱，

故得其尽心相授者甚少，首先应提到

的是黄氏次子刘崇贵医生，崇贵青年

时期流落宜宾为船工，临解放前参加

国民党某部队，随同起义，解放初转

业到雅安搬运公司做工人，故其手有

力能持久操作，最初他也不相信按摩

不用药可以治好病，反蓉探亲，从众

多的病员处得知疗效确切，适逢黄氏

中风，他用黄氏所授法为之按摩治疗，

效果甚佳，于是深信不疑，从母学习

三年，约得黄氏秘术百分之八九十，

因其人较年轻，脑子灵活，有一定的

文化，能读书，不抱门户之见，从其

它各派按摩吸收了不少经验，临床实

践中又不断注意探索经验，故而能补

黄氏未授部分之不足，而且在一些方

面有所发展，黄氏去春熙南段针灸推

拿门诊部后，崇贵随即受西南铁路局

之聘，去为该局处级以上老干部按摩

保健和治病，为求接触更多的各类病

员，取得广泛的临床经验，辞去该局

的工作，先后在成都西城区中医研究

所，西城区中心医院，四维街医院工

作，于 1976 年某日凌晨上班，突在诊

所室发病，即逝世于该医院，尚未满

60 岁，现有一女名晓蓉，崇贵为人直

爽讲义气，所得收入较丰时，多用以

周济或招待病员，故身后无余资，曾

向他学习按摩技术的有现任成都市

东、西城区针灸按摩医院院长李先慧

及省林业厅医院小郭。 
在成都市按摩界，当时刘崇贵仅次

于其母黄氏，省市领导干部苗前民、

许梦侠及黄新义（西南铁路局原局长）

等同志都找他两母子治过病。黄氏死

后，外地有病员来成都找按摩医生治

病，市卫生局同志往往亦推荐刘崇贵，

笔者在大学时学的文科，出校后长时

间是做政治工作，1956 年起，渐次患

多种慢性病，开头只找西医，曾作为

某教授的科研病例，见效乃甚微，改

求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老中医贺鼎言

诊治，辅以针灸，立见显效，但后来

有些问题仍未能解决，耳闻黄氏母子

之名，经亲去观察和访问病员后，确

信疗效可靠，于是向他们母子求治，

同时决心把学习的重点由草药转向按

摩，先向崇贵请教，与崇贵关系十分

要好之后，又由他转求黄氏私人拜门，

经多方考察后，认为我品格可靠，愿

尽心传授，（一同拜门者有我的爱人任

天华，但她学的时间较短），原来曾经

有人打算按针灸那一套代黄氏总结经

验，黄氏以为与师传不合，表示拒绝，

1963 年，在我保证她老人家怎么说就

怎么记并对一般人保密，严格遵守择

人而传的师训的条件下，同意口授她

的经验，由我记录，只有他母子二人

和我在场，黄氏讲，崇贵补充，他们

母子间也进一步交流了经验，先后记

录一百余纸，由我整理出上编概论，

并出钱油印了一部分，下编分病论治

及病例尚未整理，已整理的和未整理

的原始记录全部暂存刘崇贵处，“文化

大革命”中崇贵被抄家，全都下落不

明，我在学黄氏母子经验的同时，将

主要内容转告四川大学同学张义。张

义系资中羊市滩人，雅江县银行干部，

患三期高血压，1961 年起长期在成都

修养，至 1974 年 3 月 3 日逝世为止，

他以重病之身，和我一起刻苦学习钻

研黄派按摩术，并广泛用于临床实践，

义务为上千病人治病，以唯物辩证法

为指导，以《内经》、《难经》等中医

经典著作及现代解剖、生理、病理学

为依据，探索新的经验，不断总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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