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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是基础　师传是关键
□ 朱良春

（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　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０）

关键词　经典　师传　中医学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离不
开继承与创新两个方面。能继承者

始能创新，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

无根之木；知创新者始善继承，否

则便不免抱残守缺，墨守成规。中

医学术也不例外，故历代卓有成就

的医家，无一不是学术上的精研经

典、勤求古训者，亦无一不是学术

上的推演发扬、革新创造者。同时

师传授业，也是技术提高的重要一

环，不可忽视。

１　经典是基础
先贤墨子说得好：“志不坚，

智不达”。中医药学，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要想真正掌握它、

运用它，不熟读经典，深入钻研，

精思敏悟，通过实践，融会贯通，

是不可能得其精髓而有所造诣的。

“自古医家出经典”，历代著名医

家多数都是依靠经典而获得成就

的。

中医经典，特别是 《内经》、

《伤寒杂病论》两部书，尤为重

要。因为其中含有许多深奥的精

义，要经过刻苦钻研，下一番苦功

夫去 “心悟”，才能有所得，正所

谓智莫大于心悟也。梁漱溟先生说

它是 “人类未来文明的早熟品”。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也说：“２１
世纪医学的主宰者是中医中药”。

邓铁涛教授说得更明确：“２１世纪
是中华文化的世纪，是中医腾飞的

世纪”。中医经典里确实有许多内

容是超时代的智慧结晶，直到现在

我们明白了一些，但还有不少宝藏

未被发掘，奥旨精义未被阐明。

１９５８年我向江苏省卫生厅前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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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威汇报工作时提到中医经典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并举

了一些例子加以引证。他听了以后

说：“中医经典理论的内涵，可以

用 ‘伟大的真理，科学的预见’

来概括，应当努力学习、研究，不

断发掘、弘扬。”但是近数十年

来，中医药学术是有发展的一面，

但对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则是很

不够的，甚至是淡化了，认为是落

后陈腐的东西，不值得一提了，所

以不少中医院校，经典著作已成为

选修课，怎不令人痛心长叹！

广西中医学院刘力红教授是一

位了不起的中年学者，他所写的

《思考中医》一书，值得大家认真

地去读一下。我认为他是当代学习

经典、深入领悟、穷幽抉微、创新

发扬的楷模，他列举的许多生动的

事例，很有启发，有很大的说服

力，例如肺主治节、肝为罢极之

本、厥阴病等的新认识，是破千古

之谜题，发前人之未发的。他的成

就来自两方面，一是深入学习经

典，二是师承授业。但最根本的前

提，还是他自己对中医学术坚信不

疑的热爱，艰辛刻苦的求索，并具

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

心态，才能心领神会，得个中三

昧。他指出：“在传统文化里，存

在很细微、很精深的 ‘内证实

验’，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是

因为这个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的结

合，才产生了传统文化，才构建了

中医理论。”这里他提出了一个

“内证实验”的论点，是非常重要

的认识，我完全赞同。因为中医许

多理论、许多事实，光凭一个思考

是不行的，“显然，如果没有内证

实验的参与，没有非常精微实验的

参与，是不可能的。”例如经络、

穴位等，绝不是思考能够出来的。

《内经·五色篇》：“阙上者，咽喉

也”，不通过内证实验，你怎么知

道阙上与咽喉有关呢？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白喉流行，白喉血清供应不

上，只有求助中医和针灸。我们曾

根据这两句话，就用短针在印堂

（阙）上一寸向下平刺阙上穴留

针，止痛快，消肿速，白腐脱落平

均不超过３天，退热平均２天，观
察１３７例，痊愈１３３例，治愈率达
９７．１％。同篇 “面王以下者，膀

胱、子处也”，指出 “面王以下”

与 “膀胱、子处”的关系，也就

是说 “膀胱、子处”有病，可以

从 “面王以下”的部位表现出来。

人中主膀胱，所以人中又叫水沟，

子处则是指男女生殖系统，在临床

上经常作为望诊的参考。我的学生

林纬芬医师根据所见所闻，便在临

床上检测３００例男女人中形态、色
泽的变化，进一步证实它的诊断价

值 （详见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床家·朱良春》１９８页）。《内经·
疟论》：“日下一节”，疟疾患者可

以从大椎向下按压，能够测出已发

作几次，在压痛点旁开１寸处按揉
至全身有热感 （约半小时），就能

控制疟疾的发作，复查疟原虫也找

不到了。又如 《本经》谓庵闾子

主 “五脏瘀血，腹中水气”， 《别

录》谓其 “疗心下坚，膈中寒

热”，“五脏瘀血”，肝脾大，心肺

肾亦有瘀滞存在； “腹中水气”，

是明确说明有腹水存在，这不是具

体指出它擅治肝硬化腹水吗？我结

合辨证之药，屡用得效。类似能指

导实践的理论，举不胜举，充分说

明这些理论之发现，不通过 “内

证实验”、 “内视反观”是不可能

的。但是，“内证实验不是一个有

形的实验室，它完全是通过艰辛训

练而构建起来的，是超有形的东

西，这就关系到一个潜能的问

题”。 “从理论上我们完全可以推

断这个内证实验的存在，经过特殊

的 ‘培育’过程，这个内证条件

是完全可以获得的。有了这个条

件，就可以自在地进行经典所需要

的各种内证实验。内证实验加上理

性思考，这个经典就建立起来

了”。他惋惜地说：“可惜后来医家

只学习理论，而不去感受这个内证

实验的过程，内证条件逐步丧失，

甚至不相信内证实验，所以张仲景

在 《伤寒论》序言中以 ‘余宿尚

方术，诸事斯语’来结尾。”张仲

景的方术，有很大一部分是指的

“内证”。“要获得内证的能力，格

物 （远离物欲）是一个最基本的

条件，这个条件不具备，或者弄错

了，内证实验就无从谈起”。 “通

过学习，接近经典，其实就接近了

这些大师，通过学习经典，最后把

我们自己造就成雷公、少俞、少

师，这有什么不好呢？这也是学习

经典最根本的意义。”刘博士这些

话说得多么的明晰畅达，我们应该

深思践行。

我有一个朋友，５０多岁，他
长期打坐练功，近１０年来出现了
“内视反观”功能，他清楚地看到

经络路线及内脏，能用针灸治好不

少疑难杂症，这充分说明 “内证

实验”的存在，关键是我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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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去锻炼和体悟。希望有志之

士，下一番苦功，多出几个具有

“内证实验”功能的医家，必能解

决更多的疑难杂症，为患者造福，

为弘扬中医学术多做贡献。

２　师传是关键
学习中医，自古以来都是依靠

师带徒的方式传授的，所以 “师

传”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

关键，正如雨路教授所说：“中医

这个东西要想真正学好，只有两个

字，就是应当 ‘师传’”。这是非

常中肯的教导。要找到名师，以虔

诚尊敬的心态去拜师，勤奋地学习

请教，有闻必录，有疑必问，特别

是老师在诊治患者时的辨证思路、

用药技巧，要认真笔录，然后再加

以分析体悟，这样往往能举一反

三，得到真传，启迪心智，充实提

高。张仲景、金元四大家都有师传

的记载。清代叶天士先后拜师达

１７人之多，兼收并蓄，才能成为
大家。刘力红同志他毕业后先后拜

了好几位高明的老师，去年听到山

西李可老大夫善治危急重症，便立

即前往请益拜师，这种永不满足的

谦逊好学态度，值得我们好好学

习。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好的老

师，往往能培育出较多的高徒。我

就有切身的体会。章次公先生是我

终身难忘的恩师，我感到很幸运，

在实习阶段，就拜章先生为师，跟

随临证抄方，遇到关键性的环节

时，章师每每提醒一下，对我们的

启发是深刻的，获益也很大。章师

治学很严谨，待人很随和，对患者

很体贴，对学生很关爱，我们对老

师也很尊敬，在这 “尊师爱徒”

的氛围里，学习是很愉快的、幸福

的。章师提出的 “发皇古义，融

会新知”，就是继承、创新的意

思。在毕业临别时，章师还赠送了

一枚印章给我：“儿女性情，英雄

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语

重心长地说：“这四句话是做一个

好医生的必俱原则，要遵而行

之。”我谨守师训，行医做人，但

做得还很不够，距离 “上工”的

要求还很远，还要坚持学习才是。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作

为一名医生，是学无止境的，只有

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追求，才能

达到 “上工治未病”的境界，才

算是一个好医生。每一位老中医，

通过几十年的实践积累，都各有独

到的经验，这些的经验是很宝贵

的，我们不仅要认真地继承，还要

发扬光大，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为振兴中医药事业，多做一点有益

的贡献。

中医药是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

葩，是历久弥新的一门技术，不仅

政府十分重视，而且世界各国的有

识之士也颇为青睐，我们责无旁

贷，一定要做好 “承接岐黄薪火，

继承中医衣钵”的工作，为振兴

中医药事业而不懈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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