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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药槽

选药时用的簸箕

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立志当一名良医

我出身于中医世家，
是安阳市龙安区（原安阳
县）马家乡贾家村卫生室
的乡村医生。1983 年，我
从卫生学校毕业后，决定
放弃到市医院工作的机
会，回到山区，成为一位乡
村医生。我跟随父亲（贾
东海）积极为患者治疗疾
病，从此，开始了我的中医
生涯。

目睹了父辈行医的艰辛

名医名家名医名家

赵时雨自 1965 年从河南中医学院（现为河南中医药大
学）毕业后，一直在临床一线从事医、教、研工作。他是河南中
医药大学的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医师承制博士生导师，河
南省名中医。他曾经担任河南省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
药学会消渴病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南省中医药学会消渴病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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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我顺利通过了国
家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中医
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于是，我
心中窃喜，想着自己可以大有
作为了！然而，西医在我国快
速发展，对中医治疗理念、中医
处方模式和用药习惯产生了一
些影响。

2010 年，我将祖辈传承下
来治疗小儿积食的方法，成功
入选安阳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并多次参加省、市、
县（区）举办的文化节宣传活
动。2011 年，我投资十几万元
修建了贾氏诊所门诊楼，标准
化村卫生室已经建成，建筑面
积达 300 平方米，分上下两层；
诊所宽敞明亮，设有诊断室、治
疗室、药房、中药炮制室；购买
了粉碎机、中药煎药机、制丸机
以及冰柜（防止中药被虫蛀、发
霉）等。随后，我又投资 3 万
元，修建了贾氏中医药文化展
馆，展示中医药的发展历程和
特色，供患者和村民参观、学
习以及普及中医药科普知识。

2017 年，《中医药法》正式
实施，为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

业确立了法律依据，增强了中
医药从业者的自信心。随后，
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扶持
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以及《中医药法》的配套
政策《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
办法》《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
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
法》。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中
医药事业的大力支持。

目前，群众对中医药的认
可度比较高，信任中医，喜欢运
用中医疗法治疗疾病、预防疾
病。贾氏诊所为了适应新形
势，以“济民除病，未病先防”为
宗旨，推出以保健养身、食疗为
主的经方验方上百种；开展中
药外治疗法，以突出中医药治
疗的特色和优势。

行医 37 年来，我精研中医
典籍，遵照古训，博采众长，并
结合现代医学理论知识，发表
学术论文十几篇；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两项、注册国家商标两
个等。

如今，国家非常重视中医
药事业的发展，且支持的力度
不断加大。我深知自己所担

负的责任，愿和同道们一起借
助中医药发展的东风，为中医
药事业的稳步发展做出积极
贡献。

（作者供职于安阳市龙安
区马家乡贾氏诊所）

近几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开始注重养生、中医康复等。
中医康复可解决现代医学中的许多
疑难问题，比如对各种功能障碍性
疾病（包括心理和认知障碍等）的康
复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些人认为康复是一个现代医
学概念，中医学没有康复概念。实
际上，“康复”一词首见于明代医家
龚廷贤撰写的《万病回春》，其在后
序中有“复沉潜诊视，植方投剂，获
效如响，不旬日而渐离榻，又旬日而
能履地，又旬日而康复如初”的文字
记载。其表述的内容与现代医学的
康复极为相似。

康复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一个人从健康状态到疾病状态
的过程称为生病；而从疾病状态回
到健康状态的过程称为康复，也就
是恢复健康的意思。平时，我们到
医院看望患者，经常说：“祝您早日
康复！”这便是广义的康复。狭义的
康复一般指疾病或者是外伤导致肢
体等出现功能障碍，通过各种治疗
手段改善这些功能障碍的过程。一

般来说，患者在患脑血管疾病、脊髓
损伤疾病时进行治疗，病情稳定后，
医生会建议患者进行中医康复。下
面要谈的就是这层意义上的康复。

中医康复的整体优势
中医康复在发展的过程中并没

有形成独立的学科，相关的思想和
内容分散于形成独立学科的内科、
外科、妇科、儿科等专科书籍及相关
著作中。同时，中医学的独特理论
体系对于中医康复的影响是深远
的，其理论核心是一脉相承的。

中医康复在强调运动、平衡、言
语、认知等功能恢复的同时，还主张
辨证康复，针对患者的个体差异、同
病异治、异病同治、疾病发展的不同
阶段，制订个体化康复方案。同时，
中医康复加强针对性、灵活性，真正
形成了中医康复学的特色，并采用
中药、针灸、按摩、熏洗、气功、导引、
食疗等多种方法，促进患者功能恢
复，综合调理脏腑功能及身体机能，
重新建立起健康的生活方式。

整 体 观 念 是 中 医 理 论 的 核
心。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环境是一

个整体，人与社会是一个整体，一
个人是一个整体，结构和功能是一
个整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是一
个整体，这与当代回归家庭、回归
社会的康复目标是一致的。在中
医整体观念的指导下，中医康复在
临床的具体应用过程中，从不把散
在的临床症状单独处理，因为单独
处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症状容易
反复出现，即“治标不治本”。中医
时常运用整体观念，对疾病进行辨
证施治。

中医康复的技术优势
数千年来，中医学历经了一代

又一代中医人的不懈努力，构建了
独特的辨证论治体系，在具体的临
床实践中，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
列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疗效显著的
疗法和经方验方等。比如药疗、食
疗、针灸、推拿、熏洗、蒸、烫、浴、敷、
贴、搽等外治法；归属现代物理疗法
的热疗、冷疗、光疗、声疗、水疗等；
归属作业疗法的弹琴、书写、绘画
等；归属运动疗法的五禽戏、八段
锦、太极拳、气功等项目。这些疗法

在中医康复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
现代医学康复解决问题提供了中医
思路和中医疗法，从而为中医康复
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医讲究“病有千变，药亦有
千变”。这种“千变”对于中医来
说，意味着在临床上遇到问题时，
有更多的解决方案可以选择；对于
患者来说，多一种治疗方法，则多
一种康复的希望。让更多的患者
得到康复，必将促使更多的家庭得
到幸福。

（作者供职于洛阳市第一中医
院，本文由刘永胜、刘晓霏整理）

赵时雨有近 50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之丰富、对中医感悟之深，令人叹
服。赵时雨是河南省著名中医药专家，临床涉及内科、儿科、外科、妇科
等，尤其在治疗内科、儿科杂病方面颇有心得，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
他认为，要勤学习、多思考、多参悟；临证时，重视患者的整体体质，强调
天、地、人合一；用药强调动静结合，寒温并用，灵活应用动植物药；形成
了治疗必求于本、重视体质辨证的独特思路；提出治疗脾胃病以畅达气
机为先；治疗疑难杂症注重标本结合、病证结合等原则。他强调，学习中
医各家临证医案是提高中医临床技能的捷径。

熟读经典 扎实根基

赵时雨重视读书，尤其重视研读经典医籍。在经典医籍之中，他最
推崇《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问世后，便创立了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脏
象学说、气血津液理论、病因学说和经络学说，确立了中医学的整体观
念，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赵时雨认为，读《黄帝内经》要领会其宗
旨，掌握其思想，并把这些理论与临床实际相结合。《黄帝内经》中对阴
阳五行这一中医的核心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而阴阳五行不是治疗某
种疾病的具体方法，是中医看待问题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思辨方法。掌
握了这种方法，在临床中遇到复杂的病情时就会理出头绪，不会辨证无
据、用药杂乱无章。

在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以及八纲辨证（即分析、辨认疾病的证候，
是认识和诊断疾病的主要过程和方法）中，阴阳为总纲，五行、五方、五
色、五味等均可以阴阳为统领。中医的脏腑经络、津液气血等概念具有
有形与无形、器质与功能共存的现象，也可以阴阳相论。因此，中医临床
有“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之说，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含义。
临证时，他认为，不管遇到多么复杂的病情，只要依据阴阳理论辨证就不
会本末倒置。这种认识，是中医入门时必须具备的。

赵时雨认为，研读《黄帝内经》是中医提高中医素养、开阔视野的必
由之路。中医有一个特点，就是门派林立，各家学说纷起。要想掌握中
医的基本原理，就要从各家学说的核心看待问题，这是做临床的必备技
能。在熟读经典、扎实根基的基础上，赵时雨主张“辨证辨病并重”，辨
证论治的思想兼收并蓄，衷中参西。赵时雨注重吸收和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的成果来充实、提高和发展中医学。因此，在诊断疾病时，他主张
中医辨病辨证与西医疾病诊断相结合，先明确疾病诊断，再辨明疾病在
表，还是在里，在脏，在腑，在气，还是在血，并结合现代医疗仪器检查结
果，以求诊断准确。

癌症及术后放化疗毒副反应的治疗经验总结

赵时雨认为，《黄帝内经》中“坚者消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损
者益之”这 4句话归纳了中医治疗肿瘤的四大原则。用中医学的辨证论
治和整体观念来阐述癌症，多是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正所谓“邪之所
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治疗疾病始终以扶正为主，
兼以祛邪。中药能改善症状，提高疗效，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同时能减轻
化疗患者的毒副反应、预防术后复发、降低转移率、提高远期存活率、改
善生活质量。肿瘤转移是一个多环节、多步骤的复杂过程，与机体多种
因素有关。赵时雨强调，肿瘤转移是机体内环境和肿瘤细胞相互作用的
结果。因此，赵时雨认为，调整机体的内环境紊乱和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是防止肿瘤转移的主要环节。

赵时雨强调，中医药治疗癌症是一种多途径、多层次、多渠道以及多
靶点的整体综合治疗，利用中药使患者机体平衡，改善或者减轻癌变过
程中机体的失常状况，减少肿瘤给机体带来的损伤，从而提高患者的远
期存活率。“带瘤生存”和提高生命质量是中医药治疗癌症的显著特点。
赵时雨认为，中西医并重已经成为未来治疗肿瘤的重要途径。在临证
时，他不但重视辨证用药，而且详细分析每味中药的药理作用。这充分
体现了赵时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中西医结合的学术思想。

结合多年临证经验，赵时雨认为，扶正培本是中医药治疗癌症患者（术后）的重要方
法。扶正培本可以提高疗效、延长生存期；可减轻放化疗毒副反应；提高机体的免疫功
能；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保护骨髓造血功能，提高和改善机体的物质代谢；具有双向调
节作用；某些扶正培本方药具有抑制肿瘤转移、预防肿瘤发生与发展的作用。

弥漫性肺间质纤维化治疗经验总结

赵时雨结合多年临证经验，认为弥漫性肺间质纤维化是由多种原因引起肺泡壁炎
症，继之肺间质形成大量纤维结缔组织和肺结构紊乱的一组异型疾病，临床以咳嗽、咯
痰、气促、进行性呼吸困难等为主要特征；疾病晚期可发生肺心病以及右心衰竭。弥漫
性肺间质纤维化在概念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包括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和已知
病因引起的继发性肺间质纤维化；狭义是指原因不明、病变局限于肺部的特发性肺间
质纤维化。对此，中医学无对应病名，但根据其症状可从“肺痿”“咳嗽”“喘证”“虚痨”
来辨证施治。

赵时雨认为，弥漫性肺间质纤维化病位在肺，与心、肝、脾、肾有密切关系。该病涉
及气血两虚、痰瘀互结、热毒侵入等方面，始终以痰瘀为关键点。疾病性质为本虚标
实，本虚多为脾、胃、肾气阴两虚；标实则为痰热蕴瘀于肺。疾病初期在肺，以邪实为
主；中期影响肝、脾、胃、肾，本虚标实混合出现；晚期可累及心脏，五脏阴阳俱损，形成
喘脱虚劳重症。

在临床治疗中，赵时雨认为该病是临床疑难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不理想，异常
棘手。在进行大量临床实践时，赵时雨根据本病的临床症状、病程长短、病情轻重，将此
病分为早、中、晚三期。他认为，疾病早期多为肺阴亏虚、痰热阻肺；晚期时常可见五脏俱
虚、气衰痰盛、血脉瘀阻。

弥漫性肺间质纤维化从肺泡炎演变为蜂窝肺综合征及肺纤维化的各期病理变化可
相互重叠，所以不论确诊时是早期还是晚期，都应立即进行治疗。这样可使新出现的肺
泡炎得到好转，一部分纤维化亦可得以改善，并可阻止疾病发展。在治疗过程中应用中
医润燥养阴、活血化瘀、软坚消痰、培补脾肾等治疗原则，亦有较好的作用。

（本报综合摘编）

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贾喜来 文/图

20 世纪 70 年代，儿时的
我，受父辈的影响和中医的熏
陶颇深。

首先，我目睹了爷爷贾德
华、父亲贾东海为患者诊脉、
开方、取药以及治疗疾病的情
景。那时候，我家有 7 口人，
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当
时，医疗资源紧缺，缺医少药
现象比较严重，我的父亲就用
中草药为患者治病；遇到经济
困难的患者，就免费治疗；中
草 药 用 完 了 ，我 们 就 上 山 采
挖。于是，我与父亲在诊病之
余，时常背着药篓在田野、山
沟等处采药，甚至把方圆几百
里中草药的叶子、草根都尝试
一遍。其次，每次出去采药，
我们都是天不亮就出发，带上
妈 妈 准 备 好 的 干 粮 ，以 备 充

饥。记得在一次采挖灵芝时，
我不慎滚下山沟，摔得遍体鳞
伤；捕捉蝎子时，我被蝎子蜇
伤，痛得难以忍受。每年春季
是传染病的高发期，我与家人
会在村口支起一口大锅，熬一
些中药，比如蒲公英、金银花、
贯众等，制成汤剂让村民免费
服用，从而预防传染病暴发。
再次，父亲去患者家中为患者
治病、检查身体，赶上吃饭时
间，患者就热情地请父亲留下
来吃饭。我和我的哥哥（贾凤
来）有时替父亲挎着出诊箱，
跑在父亲的前面，只想着到患
者家中蹭饭。最后，我的父亲
一心为患者着想，不想给患者
增加负担，就想了一个办法，
让我和哥哥背诵《汤头歌》和

《药性赋》等，谁会背就让谁去

侍诊。就这样，我慢慢地“爱”
上了中医学。

20 世纪 80 年代，我的父亲
贾东海在贾家村当赤脚医生。
当贾家村生产队的卫生室解散
后，父亲就用家里的房子开了一
间贾氏诊所，继续为乡亲治疗疾
病。诊所条件非常简陋，面积不
到 30 平方米；中药柜是我的父
亲找人做成的，能装 110 种中
药，一个抽屉能装 6 种药材，算
是诊所里的大物件了。我爷爷
贾德华曾经在马家乡卫生院工
作，擅长治疗外科疮疡疾病。那
时，长疮的村民特别多。我记得

有一位患有乳房脓肿的村民，看
到父亲在其脓肿处切开、引流脓
液、换药的情景，我深受启发。
从此，我立志当一名为民祛除病
痛的良医。

在我们这儿，群众对中医
药的认可度比较高，患了头疼
脑热，都会主动要求服一些中
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父
亲到外地办事儿，此时有一位
患者来就诊。我“望、闻、问、
切”后，进行辨证施治，写处方，
开出中药 5剂。几天后，患者前

来复诊时，微笑着说：“贾医生，
我的病被你治好了，你治病效
果真好！”于是，日复一日，一传
十，十传百，找我看病的患者逐
渐多了起来。

每一位患者的顺利康复，
都坚定了我从事中医的信心，
促使我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
博大精深。我总结出“药不在
多 而 在 精 ，经 方 治 病 疗 效 确
切”等临证体会。因此，我认
为，中医在临证时，辨证施治
非常关键。

药柜一隅

上山采药时的工具

贾喜来为患者治疗疾病

中医康复具有独特优势
□刘利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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