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三千年之久，在漫漫的岁
月长河中，中华医药传承千载而不衰，绵延百世而不坠，
这种传承和绵延不仅确保了中华医药点点薪火岁岁不灭，
还在千百年的代代承继中有所发展，有所壮大，有所进益
甚至是飞跃性的进步。更加弥足珍贵的是，在传承的过程
中，历朝历代都出现了名垂青史的中医大家和特色鲜明、
主张各异的学术流派，他们在继承前人经验和成果的基础
上，力纠时弊，大胆创新，历经千锤百炼地尝试，为世人
留下了一座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的传统医学宝库。

不论日月几度更迭，传承始终是任何学科都无法回避
的永恒话题。经过几千年的时间检验，师徒相授成为中医
经典的传承方式，究其原因，中医的经验学特性是根本，
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临床积淀才形成了自成一派的

“绝活儿”，因此同出一门的“师徒传承”、“祖传口授”成
为几千年来中医最大的特点。

事实上，师徒相授在中医传承文化中是极正统、很严
肃的事情，同时也是极富人情味的一种学习方式，一位老
中医通常只挑选几位最有潜质的弟子，举办正规仪式弟子
鞠躬拜师，随后弟子与老师几乎形影不离，跟师出诊、抄
方、写感悟、背歌诀、整理医案，甚至同吃同住，并准备随
时接受老师的考核。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师徒双方往往
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甚至情同父子，这就是“一日为师终
生为父”的出处。更可贵的是，老师将毕生衣钵传承给弟
子的同时，也将医德、医理和为医之道传授给弟子，这种
德艺同传的授业模式，书写了中华医药数千年的璀璨历史。

但这样的模式培养的人才数量有限，于是我国从 1956
年开始筹办中医高等院校，时至今日，院校已成为中医人
才培养的主要阵地。年轻人才在院校里既要学习 《黄帝内
经》、 《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草经》、 《温病条辨》 等中
医经典选读，又要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也要抄方、背歌诀、
下临床，跟师随诊，但这种“批量复制”的培养模式却在内
涵和深度上不及传统的师徒相授模式，很多院校毕业的年
轻医师还无法诊病开方，因此业内人士和中医主管部门开
始重新重视传统中医师徒相授的传承模式。

市中医院副院长、市名中医丰广魁将医院的师承工作
概括为“大师承、小师承”6 个字，也就是说，中医师承已
成为全院中医师都必须参与的一项“必修课”。

“事实上，我们一直没有放弃中医师承育人的老传统，
建院 31 年，我们院内的几位省级、国家级名老中医一直都
在用师徒相授的模式培养院内的年轻医师，如今我们已经
有了老中青三代衔接合理的中医人才队伍，进入国家级、
省级中医师承工程的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和各类继承人就接近 20 人，这个规模在全市及周边地区都
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说，这其中的每一位中医师，都是我
们的‘镇院之宝’。”市中医院院长李秀连说。

大师承
多位名老中医带出一批高徒

在连云港，有几个人的专家号源紧张是人所共知的：
看肾病的抢着挂赵化南的号，给孩子看病的父母都想方设
法去挂周炜的号，脾胃不好、肝胆脾胃失调者希望能和周
克振老先生见一面，妇科病、不孕症患者都在鲍世平的门

外排起了长队，看消化科和内科杂病的都想找刘洪实看看，
中风、失眠等脑病患者争挂丰广魁的号，……

这几位名中医、名专家都是市中医院的“镇院之宝”，
拥有数十年的临床经验，在患者群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
们中年龄最大的已经年逾七旬，最小的也年届五旬，在讲
究积淀的中医行当里，无疑个个是宝贝。

茵现在的名老专家当年都做过徒弟

不为人所知的是，他们也都是接受过中医院校教育和
中医师徒相授培养的人才，而曾经的传统中医师承教育更
成为影响他们一生的宝贵财富。省名中医赵化南在上世纪
中叶师从吴门国医大家曹鸣高教授；省名中医周克振深得
其父、著名老中医周子芳家传；省名中医鲍世平曾为“朱
氏妇科”第三代传人朱南孙教授的门下弟子；省名中医周
炜得到了著名儿科名医李子丰的悉心传教；市名中医李建
军曾师从全国名老中医江育仁、曹松昭，师古创新、注重
实践；丰广魁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跟随中医名家门纯德
教授身边潜心学习多年。他们的学习模式都是中医传统的
师承。读书、从师、临证、再读书、再从师、再临证，其间
要不停地侍诊、抄方、观摩、整理医案、研读典籍、和老师
交流，在潜移默化中将老师独到的临床经验和思维方式消
化吸收，为己所用。

“这种方式很有效果，”丰广魁说，“我记得毕业后一直
工作就能为人开方看病，那年才 21 岁，而且疗效也很不错。
这些都得益于跟随门纯德教授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结果。
过去学医 3 年出师，就像蒲辅周，15 岁随祖父学习，3 年后
即独立开业行医，名满天下，这就充分证明了中医师承模
式的优势。”

于是，极重视国粹传承和人才培养的市中医院，就把
“大师承”的设想引入现实。

茵“师带徒”如今再为港城杏林添枝

自 1984 年建院起，市中医院就开始谋划培养自己的院
内人才梯队，31 年来，除了和各大中医药高等院校和各中
医医院合作进行各种青苗培养工作外，利用院内名老中医

“师带徒”成为极受重视的有效育人途径，更在 2004 年提出
了“大师承”的概念。包括赵化南、周克振、鲍世平、周
炜、丰广魁在内的一批省市级名中医在医院里挑选业务能
力出色、中医学功底扎实的中青年医师进行传统师承培养，
医院也从那时起开始整理、留存、继承这些名中医的经验
资料和中医思想。

更大的契机出现在 2008 年，这一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推出了中医师承工程的方案、细则和详尽的申报考核标准，
随后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也启动了全省范围内的中医师承
计划、优才计划等专项工作，标志着传统中医师承模式获
得了国家的认可和推广，市中医院立刻趁势而上组织已成
型的师承团队进行申报，赵化南、周克振、鲍世平等名中
医先后获批国家级、省级师承名录，他们培养的得意弟子
接连通过严格的考核选拔，被确定为国家级、省级学术经
验继承人，殷勤、李乐军、陈波、齐红朝、陈允旺、魏引廷
等一批中青年中医师迅速成长起来，并在患者中树立起口
碑，至此市中医院用几年的时间顺利完成了“大师承”老
中青三代人才梯队的建设。

日前，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发文公布了第二批全省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及继承人名单，省名中
医、市中医院妇科专家鲍世平获批新一批指导老师，妇科朱
霖云、宋善兰两位医师获得继承人资格，使市中医院进入

“大师承”官方名录的医师数量逼近 20 名，成为全市之最。

茵口传心授承继名老中医思想经验

中医师承最大的特点就是，继承收集整理老中医个人
医案、教案、跟师笔记、读书临证心得等材料。

名老中医带徒出诊、查房，由徒弟整理临床验方、诊
疗 技法，并将老中医的学术思想、诊疗经验转化为临床
诊疗规范，再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继续发扬，从而使中医
呈现出持续发展、不断进化又集百家所长的强大生命力。

“这些名老中医的思想、经验、理念无疑是一笔宝贵财
富，因此我们就必须加以留存，一方面总结归纳整理，另
一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继而共享，这便是中医传承的另一层
含义。”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市名中医陈波说。

陈波是赵化南的得意弟子，去年 5 月赵化南获聘为南
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后，他就成为其首批收入门下的
博士生，他每周除了跟随赵化南老师门诊抄方、查房、会
诊、学习中医典籍、钻研课题、抄方，还要整理赵化南从医
几十年的医案、处方、科研成果、医家思想，从文字、图片
到音频、视频资料必须面面俱到。他还要在此基础上撰写
科研论文、心得感悟甚至著书立说，同时接受医院、市卫
计委、省中管局乃至国家中管局标准严格的周期性考核，
整个过程还不能脱离临床。事实上，陈波已经是拥有正高
级职称和一定社会声誉的高年资中医师了，但用他的话说，
自己在师承的道路上才刚刚“登堂入室”。

而这也是市中医院近 20 位进入国家和省级“大师承”
名录的中医师们的日常工作状态。

小师承
青苗培育全院中医师都有必修课

所谓小师承，就是市中医院自建院之初就一直推行的
人才培养计划，2007 年市中医院系统提出了“小师承”概
念，并学用广东省中医院、江苏省中医院“青苗培养工程”
的做法，利用院内高年资中医师资源，对年轻中医师进行
师带徒授课。

市中医院科研教育处处长高元元透露，市中医院每一
位住院中医师必须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 （本科生 5 年、
硕士生 3 年） 计划中完成青苗培养工程的所有课程，第一
年在院内省市级名中医和拥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中医师序列
中选择拜师方向，接受拜师考核，通过考核的中医师获得
导师认可，之后通过跟师抄方、总结导师经验思想、跟诊
等方式学习，每周至少跟师 2 个半天，并做读书笔记、感悟
心得、阅读经典，每季度院方会进行师承考核，考核通不
过者必须延迟结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延迟获得合格证
书，无法晋升中级职称。

“事实上，我们的‘小师承’是‘大师承’的入门关，
只有在‘小师承’中通过层层严格筛选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才有望进入‘大师承’推荐申报名录，成为省市名老中医
的待选弟子。此外，我们作为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对学生的带教也沿用了中医师承的模式，实行优才优教，
目前实行的院内导师制就是中医师承的现代版。”高元元
说。

在一系列举措的带动下，目前市中医院形成了老中青
三代人才传承队伍，年龄跨度从“40 后”覆盖到“80 后”，
可谓人才辈出，更利用人才强势带动，打造出了脑病、针
灸、肛肠、肾病、结石、妇科、儿科、脾胃肝胆科等众多品

牌专科。

精诚国粹
仁心仁术仁德代代薪火相传

“从中医药体系的内涵来看，我们认为中医药
传承的内容不单指诊疗养生技术、实用医药理论，
还包括价值取向，简而言之就是医术、医理、医道
三个不同层次，这正是中医师承传递的精髓。常人
过多的把目光投注在医术上，事实上，名老中医在
师承的过程中向继承人传递的还有为医之道、为医
之德。”丰广魁说。

○承继医术 须得去粗取精博采众长

市中医院治未病科主任谭清指出，师承的医术
既包括鲜活的医家诊疗经验、养生保健方法及深藏

于民间的验方秘方、土方偏方、绝招绝技，又包括藏身中
医药典籍、具有博物学性质的医药百科知识，如数千种药
物的性味治用，数以万计的临床方剂，纵横全身的经络走
向，遍布人体的数百个穴位等等。而名老中医的诊疗经验
则更显珍贵，包括诊疗策略、立法处方用药的思路、自创
验方和独创的诊疗技术、工具、方法，其中以诊疗策略最
为重要，其辨证论治的思维演绎过程和处理策略，如望闻
问切四诊的综合判断、重点关注的症情证候、诊察切入点、
治疗着眼点、方证对应点等都是传承的关键。

毋庸置疑，医术是医理、医道的载体，是中医药传承
的基点和最直接的内容，传承就是要从一技之长开始，但
这必须是继承人在兼收并蓄后不断去粗取精、精益求精的
过程。而关键是，市中医院师承更打破了只拜一师的传统
短板，继承人可以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多渠道、多手段在
国内的中医大家处博采众长，更有利于其医术的精进。

茵承袭医理 须得吃透名医大家思想

医理是医术的理论依据，也就是传承名中医的经验理
论将之应用于诊断、辨治和预防疾病。市中医院发现，很
多名老中医在治疗疾病时往往有数目可观的凝结着历代医
家心血的经验方，而这种经验在传承的过程中会依据疾病
的发展变化被继承人不断调整修正，形成新的经验，这是
习惯用“固有处方”和“标准治疗方案”诊疗的西医所无法
比拟的，因此在师承的过程中，该院以名老中医思想经验
为核心，师承授受，要求继承人秉承其鲜明的学术思想，
使其绵延不绝，形成稳定的传承谱系和人才链，保障了中
医药的传承和发展。

“妇科名老中医鲍世平主任运用补肾化痰、软坚消癥法
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较单纯西医治疗，疗效更为显著，
增加了受孕率，同时减少了肥胖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朱霖
云医师很自豪的谈到。

茵秉承医道 方精药简背后是大医仁心

丰广魁的弟子们都知道老师有一个行医宗旨，方精药
简。而他的患者群里流传着这样一个共识，名中医丰广魁
一贯只开剂量恰到好处、效果立竿见影的“便宜药”，他在
2000 年时曾用三剂共 2.7 元的麻黄附子细辛汤治好了一例迁
延很久的三伏天穿棉衣还怕冷又出汗的“怪病”，更成为港
城杏林一段佳话，他说，这都是恩师门纯德教授传授给他
对中医的信心。

“过去门老给人看病经常不取分文甚至是倒贴钱，我跟
师的时候他常对我说，为医者不能怕吃苦，不能有企图，
不能贪钱财，不能恋虚荣。他开的药很便宜，一副药也就
三五味，最多七味，也就两三角钱，而那个时候年轻人一
个月的收入在 50 块钱左右。”正是启蒙授业恩师在师承中
的言传身教，丰广魁至今都秉承方精药简的行医宗旨，更
不能容忍自己的弟子开“大处方”。这便是市中医院师承工
程中医德传承的典型例子。

师承是传承医家临床经验、诊疗特点和传统操作技术
的重要方法，作为中医药传承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自
古以来就是培养名医的优秀途径，始终在中医传承中占有
主体地位。“古之学者必有师”，历代医家通过师徒授受和
家传，接力棒式地传承着鲜活的中医学术精髓。这其中，
名老中医是中医学术造诣最深、临床水平最高的群体，是
将中医理论、前人经验与当今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
是中医药的智力资源和宝贵财富，因此，继承发扬名老中
医的学术思想和技术经验，已成为市中医院中医师承工作
的重中之重。

毋庸置疑，当越来越多继承历代名家医家衣钵的中医
人才走上临床时，患者将成为最终的受益者。

（江 文 海 军 顾 豪）

部分传承老师及名中医介绍

赵化南 主任中医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全
国及江苏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1994 年被
江苏省卫生厅命名为江苏省名中医。从事中医内科临床近五

十年，擅长治疗肾病、胃病、支气管炎等病症。曾任连云港市
中医院院长，江苏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中医药学会
脾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中
医药杂志》编委。

周克振 副主任中医师，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南京中医药大学聘任教
授，编撰《中医类方妙用新编》、《强身延年膏滋良方》等九部
医学科普著作。擅长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尤其对萎缩性胃炎，
消化性溃疡，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肠易激综合症，溃疡性结
肠炎，胃石症及消化系统肿瘤等多有心得。对疑难杂病诊治
颇有见地。

鲍世平 主任中医师，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南京中医药大学聘任教
授。曾任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大学毕业，师
从全国名老中医朱南孙教授。从事妇产科工作四十余年，擅

长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处治妇产科疑难杂症，尤其对不孕症、
复发性流产、月经失调、盆腔炎、围绝经期综合症等妇产科疾
病，积累了丰富经验。

周 炜 主任中医师，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西医结

合学会常务理事，连云港市中医药学会会长。从事儿科医疗
工作近三十年，在当地乃至苏北地区有较高知名度。擅长中
医、中西医结合诊治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如小儿哮喘、支气

管炎、慢性咳嗽、厌食症、腹泻病、过敏性紫癜、抽动症等。

李建军 李建军 市名中医，主任中医师，院党委书记，
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曾师从全国名老中医江育仁、曹

松昭等。在治疗儿童呼吸、消化等疾病方面有独特的经验。擅
长针对患儿的不同体质，综合既往病史和身体现状，进行冬
令膏方调理，以促使反复呼吸道感染，久咳不愈，厌食、贫血

等体虚的患儿恢复健康，改善生活质量。

丰广魁 医学博士，主任中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副
院长，连云港市名中医，市 521 工程一层次培养对象，享受市
政府特贴，国家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
会常委，江苏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
师从国医大师张学文教授，临床以脑科疾病为主，兼顾内科
杂病，侧重于帕金森病、癫痫、头痛、眩晕、失眠、抑郁症、焦虑
症、中风、呼吸暂停综合征、植物状态等内科诸疾及疑难杂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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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医院中医师承人才培养工作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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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化南名中医工作室 省名中医周克振在诊病 省名中医鲍世平仔细询问病情

全国及江苏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指
导老师：赵化南

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丰广魁
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对象：殷勤
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化南
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丰广魁、李乐

军、张旭伟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陈波、齐

红朝

江苏省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
家：赵化南

江苏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
老师：周克振、鲍世平

江苏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李乐
军、陈波、齐红朝、魏引廷、朱霖云、宋善兰

江苏省优秀中青年中医临床人才：陈允旺
江苏省中医药领军人才：李乐军
江苏省卫生拔尖人才：李乐军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优秀青年之星：陈波、周越
江苏省“333 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李

乐军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

对象：李乐军

南京中医药大学大学兼职教授、副教授、讲师
60名

江苏省、连云港市名中医 26名
博士生、硕士生 104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