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平乐郭氏正骨的由来、
特点及声望

洛阳平乐郭氏正骨起源于清朝嘉庆年
间，已有200多年历史，是由平乐郭氏数代人
潜心钻研，反复实践，总结出的一整套关于人
体骨伤的治疗方法和理论体系。它是中华骨
伤科学的一支重要学派，是祖国医学宝库中
一颗璀璨明珠，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河南省的“老字号”。

平乐郭氏正骨的特点是：手法整复，夹板
固定，动静结合，内外兼治，整体辨证，综合调

理；从五脏六腑与疾病的关系着手，深层次查
找病因，辨证施治，博大精深。

平乐郭氏正骨以其独特的医疗技术，誉
满全国，蜚声国外。下及乡里百姓，上达庙堂
权贵，无不蒙受平乐正骨的照顾。清朝时的
慈禧太后、光绪帝、左宗棠，民国时的蒋介石、
胡宗南、段祺瑞都请平乐郭氏正骨传人为其
疗疾看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
李先念、邓小平等也曾请平乐郭氏正骨传人
诊治保健，平乐郭氏正骨传人曾受到毛泽东
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和勉励。

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2010 年青海

玉树大地震、2013 年四川芦山大地震，洛阳
平乐正骨学校都曾组成医疗救援队奔赴灾
区，救助灾民，奉献爱心。多年来，该校受到
国家级媒体的报道，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

专题片《正骨传奇》是由洛阳平乐正骨学
校及其附属医院配合中央电视台拍摄的。36
集电视剧《大国医》，就是以洛阳平乐郭氏正
骨为蓝本拍成的。

为弘扬平乐正骨事业，使之与时俱进，造
福天下百姓，洛阳平乐正骨学校协同中华平
乐正骨协会、中华正骨人才协会、全国传统疗
法学会骨伤分会，于 2009 年 11 月在北京召
开了全国第一届平乐郭氏正骨学术研讨会。
2010 年 9 月又在洛阳召开了郭宗正先生百
岁华诞庆典及全国第二届平乐郭氏正骨学术
研讨会，长春中医药大学校长刘柏龄、广西中
医药大学校长韦贵康等正骨大师、名家都到
会并作了论文交流。

洛阳平乐正骨学校的办学目的、
育人宗旨及教学特色

平乐郭氏正骨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家族内
封闭传承的，传男不传女。为弘扬平乐正骨
医术，培养更多的正骨人才，平乐郭氏正骨第
六代传人、正骨泰斗郭宗正曾在1958年参与
创办了洛阳平乐正骨学院；1988 年退休后，
他又创办了洛阳平乐正骨学校。

洛阳平乐正骨学校是全国唯一的骨伤科
专科学校，办学20多年来，已培养了2000多
名正骨医生，现由平乐郭氏正骨第八代传人、
具有本科学历的医师郭宏涛任校长。学校以

“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为育人宗旨，以平乐郭

氏正骨传统手法和中医用药结合现代骨伤科
先进设备，手法与手术并举，理论与实践结
合，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为特色。学
校拥有一支高职称、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从事
教学和管理，更有郭氏第八代传人亲自授课，
使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能直接领悟到平乐郭
氏正骨的真谛。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先进教
学手段。学校还设有附属医院，学生可以边
学习，边见习，边动手操作。

平乐正骨学校的专业、
学制及待遇

平乐正骨学校校长郭宏涛说，目前该校
开设有中医正骨、中药药剂、针灸推拿、西医
内科、保健护理等相关专业，学制为三年制中
专，属普通中等学历教育，学生可参加执业医
师考试。学校常年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
生。开学前来电、来人、来函均可办理，9月1
日正式上课。

据了解，在收费方面，学校按国家物价部
门核定标准收费，每生每年为1900元。学校
还为部分学生发放助学金。对于符合免学费
优惠条件的学生，每生每年享受助学金金额
为1900元。对于符合享受国家助学金条件
的学生，每生每年享受助学金金额为 1500
元。学生毕业后，学校颁发国家承认的中专
毕业证书和就业报到证，学生享受普通中专
毕业生待遇。

同时，学校对毕业生能胜任工作者负责
全部推荐就业，实现了“要想就业不困难，平
乐正骨学三年。要想就业不受苦，洛阳平乐
学正骨”的承诺。

洛阳平乐正骨学校：培养正骨名医的摇篮
河南省老字号、国际级“非遗”平乐郭氏正骨第八代传承人，洛阳平乐正骨学校校长郭宏涛祝“大运河申遗中国行”圆满成功！

手法正骨是平乐郭氏正骨的绝技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该校医疗援助队参与抗震救灾 2010年青海玉树大地震，该校医疗援助队参与抗震救灾 2013年芦山大地震，该校医疗援助队参与抗震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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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商丘市，顺着公路一路向东南，采访
团来到了安徽省西北部的工业城市淮北市。

十几年前，在淮北市一个名叫柳孜的小
村子发现的隋唐大运河码头遗址轰动一时，
在大运河考古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古时柳孜：商贾如云，控扼漕运
从淮北市市区向西南方向驱车25公里，

我们来到了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
放眼望去，这个村子与周边的村落并无

两样：同样的平畴沃野，同样的砖瓦平房。
“和商丘市夏邑县济阳镇一样，柳孜也

是得益于大运河这个黄金水道而兴盛起来
的，曾经是唐宋时期淮北地区的政治、经济、
军事和文化重镇。”濉溪县文物管理所所长
仲继元说。

“大运河申遗中国行”活动志愿者，河南
省老字号、国际级“非遗”平乐郭氏正骨第八
代传承人，洛阳平乐正骨学校校长郭宏涛说，
史载，自汉代开始，柳孜即为商贾云集的大
镇，唐、宋两代柳孜镇人口众多，商贾如云，宋
代还建起了颇具规模的码头。

濉溪县出土的塔碑上有“大宋保静军临
涣县柳孜镇”字样；唐咸通九年 (公元 868
年)，庞勋叛乱，朝廷派姚周屯兵柳孜，控扼漕

运，以保京师粮路；宋时，杨存保曾与金兵战
于柳孜，亦为控扼漕运，以拱京师；清光绪年
间《宿州志》载：“前明柳孜为巨镇，有庙宇九
十九座，井百眼……”柳孜虽为小镇，但地当
要冲，控扼漕渠，百货转承，故能屡见史载。

在柳孜村，不少村民都听说过村里有大运
河遗迹：“村里有条河，是隋炀帝时开挖的。”

“大运河曾流经这里，祖上都是这么说的。”
民间传说与一些史料基本相符。濉溪县

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张拥军说，新中国成立时，
这里仍存刻有“柳江口码头”的石碑。诗人白
居易游运河时，留有“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
隋堤亡国柳”等名句。一提到“隋堤”，当地老
百姓都知道是这条大运河，即史书上说的“通
济渠”。

不过，由于缺乏物证，这条只留下堤坝残
痕的河道是不是隋炀帝首开的通济渠一直没
能有定论，甚至历史教科书也对通济渠的流
经线路有多种说法。

抢救发掘：打开湮没的历史
1999 年的一次发掘，把柳孜和 1400 多

年前热闹、繁忙的隋唐大运河联系在了一起。
仲继元介绍，1999 年年初，安徽省改造

303 省道，线路穿过柳孜。在前期改造工程

中，考古人员陆续发现了一些唐宋时期的文
物，这迅速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将有
关情况报告安徽省文物局。在国家文物局的
指导下，安徽省文物局与淮北市博物馆、濉溪
县文管所组成联合发掘队，于当年 5 月进驻
柳孜，对柳孜路段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经仔细研究勘察，考古队决定把发掘区
定在古运河故道的南侧，在柳孜遗址的东西
两边各选一个点进行发掘。

为了保证发掘工作不出任何偏差，他们
冒着高温，一次一次地修正发掘方案。几天
后，一座东西长14.3米、南北宽9米、高5.5米
的石砌构筑物重见天日，建造年代应不晚于
宋代。

更奇特的是，在构筑物下及其周围，压覆
着8条唐代及唐代以前的沉船。

此外，考古人员又发掘出大量隋、唐、宋
及金、元时期的产自全国20余座窑口的陶瓷
等文物，在90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文物
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十分罕见。

这3项重大发现迅速轰动全国。柳孜考
古的重大成果，随即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 年柳孜隋唐大运
河遗址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007年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柳孜发现：揭开古运河流经之谜
如今的隋唐大运河柳孜发掘遗址就在路

边，被一条长约200米的白色围墙包围着，大
门口分列着一对石狮。在遗址门前不远的空
地上，建起了一座遗址广场。

进入大运河遗址院内，我们看到一个石
构的长方形立体建筑，沿河道南堤而建，它的
顶部平面已被严重破坏，许多石块被取走，留
下了大大小小的凹坑。

“最初发掘出来的这处石筑台体曾被认
为是码头，此次经过进一步发掘，码头一说基
本被推翻，因为在该石筑台体对面，又发现一
个对应的石筑台体。”张拥军说，为确保河道
畅通，古代码头的设置一般都采用交错模式，
如果一处是码头，它对面的河岸就不会再设
置码头，否则船只装卸货物时，会影响其他船
只通行。

经全国多位考古专家现场查看，大家认
为这是一座与《清明上河图》中“虹桥”差不多
的飞桥。根据史料记载，大运河宿州至濉溪
段，木头搭建的飞桥特别多。这两个石筑台
体被认为是“虹桥”的基座。

“柳孜运河桥梁遗址破解了隋炀帝开凿
的通济渠流经地点和线路这一历史悬案。”张
拥军介绍，由于历史上通济渠多次淤塞改道，
加之黄河经常泛滥，沿线地貌变化很大，同时
也由于古汴河的存在，因此，文献中关于通济
渠的走向及流经地点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
是。柳孜运河遗址的发掘成果，证明通济渠
由洛阳经淮北、宿州等地入淮，和永济渠、邗
沟、江南河构成了完整的隋唐大运河，真正揭
开了1000多年来古运河流经之谜。

郭宏涛说，盛夏骄阳下，柳孜运河桥梁遗
址静默无言，虽然当年壮观的大运河已不复
存在，它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往昔的繁荣景
象：运河上，货运船、客运船、渡船、渔船，百帆
竞发，一片繁忙；桥两头，熙来攘往的人群，此
起彼伏的喧嚣声，工人正在把一袋袋货物装
到船上；在一旁，一名女子牵着孩子和即将出
行的丈夫依依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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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古运河流经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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