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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綜述 
 我們現先列舉相關資料，再綜合表列。 
 

第一套是來自蘇少明師兄於中國內地輾轉傳來的手抄本[51]，名之為「蘇訣」。其

中內容與《古今驗方彙編》之「少林寺銅人簿」[52]及《跌打‧點穴‧殘傷治療法》 [53]
中所載相同。第二套來自蘇師兄友人祖業跌打之賴先生傳下的，名之為「賴本」[54]。它
將十二時再分為首行、中行、末行，每時應三穴，共三十六

穴。《武術滙宗》 [55]亦有三十六穴之說：「而少林點
穴……前身三十六穴，後身二十穴為用（普通只打三十六

穴，因為後身難打）」，但並無穴位名稱。《武當拳術》

[56]則有「據唐殿卿師云：世稱張三丰得點穴之術於道家馮

一元，共三十六穴……在正面者：如頂心、左額角、右額

角、眉心、左太陽、右太陽、左耳竅、右耳竅、咽喉、氣

嗓、胸膛、心坎、大腹、肚臍、膀胱、腎囊、左乳、右乳、

左肋、右肋、左臂、右臂，共二十二處。左背面者：腦後，

左耳根，右耳根，背背，背心，命門，左後肋，右後肋，左

背膂，右背膂，左後脅，右後脅，左腰眼，右腰眼，共十四

處，合共三十六處。」其實很多標榜少林點穴的都會列出三

十六穴[57~63] ，但皆並未配合時辰，大可當「要害」視之。

《中華武術秘傳》[64]中則只有法則沒有穴位位置，但大部

分與「賴本」同。 
 
 接着兩套則來自《練功百訣》[65]、《武術滙宗》[55]
和《跌打自療急救藥方》[66]。後者[66]乃購自舊書攤，並不

「賴本」 

  

「蘇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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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作者年份。「蘇本」一套是得自蘇少明師兄在所認識之道家朋友影來之手抄本[67]。接

着來是《少林醫學銅人簿》[68] ，於「雲林銅仁集」中是一時多穴。另一套系統載於「雲

龍藥方」節，以經絡為基礙，故置於後。最後三套是來自《大漢醫藥秘笈》[69]，《少林
銅人簿秘方》[70]和《點穴和解穴法》[71]。後二套均依據經絡子午流注。此外，家姐從

舊書攤購得之《光緒五年華陀仙師少林跌打穴位護身秘笈》[72] ，雖涉及時辰，時辰印部

份沒穴位，時辰之後為不同穴位受傷藥方。穴位名稱大致和「賴本」 [54] 同。 

 

近年坊間又出現所謂「五百錢」的書籍[62, 63]。「五百錢」者，在豐城民間流傳

著一種神秘的點穴神功，俗稱「五百錢」，能傷人於無形之中，一旦出手，被點穴者非死

即傷云云。「五百錢」原名為「擒拿封閉」，因其在清朝康熙年間開傳之時，徒弟先交五

百文銅錢學點死（下手），後交五百文銅錢學點生（也稱收手），故名「五百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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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要害 
抽出要害先談。這是包含穴位／要害但不涉及時辰的，類似螳螂拳常談到的「八打

八不打」（《少林真傳‧卷四》）[73]（詳見《螳螂拳術闡秘》[74]及《螳螂拳講座》

[75]）。如上所述，《武術匯宗》[55]有列舉三十六穴。《跌打骨科學》[76]亦有三十六穴
受傷治法，潘茂容（曾隨羅光玉師公習拳）的《點脉‧截穴‧要害之研究》不涉及時辰，

其實也屬於要害。宋朝宋慈《洗冤錄》[77]解尸所涉及的亦屬要害。至於《點穴秘訣》

[78] 、《奪命點穴法》[79]均只屬要害。其中有包含各種指法（[57~63, 80, 81]），甚至捕
穴技術、反應等（[60, 61, 62, 63, 81]），但與時辰無關。 
     

《武術匯宗》 

《少林真傳•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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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打骨科學》三十六大穴受傷治法（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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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脉‧截穴‧要害之研究》 

《洗冤錄》 
「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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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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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銅人簿秘方》 
《奪命點穴法》 

《少林寺秘方銅人簿》 《武當拳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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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錢秘傳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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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玄機秘授：點穴拳訣跌打骨科秘本》[82] 

《華佗仙師少林跌打穴位護身秘笈》[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