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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平，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著名妇科和不孕症专家，曾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河南省医学会妇产科
分会委员、主任等职务。

名医名家名医名家

守中医经典之正

守中华文明之正

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要遵
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
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
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
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
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
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
贡献力量。

笔者认为，贯彻落实“传承
精华，守正创新”，首先要明确
守正是传承之本。中医药起源
于远古时代，是中华民族世代
的智慧结晶，为中华民族的繁
衍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
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名医辈
出，名著流芳，时至今日，已经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医学宝库。
只有首先继承好祖先留下来的
宝库，传承其精华，然后才谈得
上创新。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
根基，离开传承谈创新，则是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医药的
精华，积淀在卷帙浩繁的古医
籍中，流传在历代中医名家的
临床实践中，散落在疗效卓著
的民间奇方中。不论是传承还
是创新，都要秉持“守正”的态
度与精神，这是传承好、发展好
的关键。

追求真理是科学精神的
核心，其表现主要在对已知的
成果持有怀疑态度，对未知的
领域怀有探索精神，且其怀疑
与探索的整个过程皆为理性
行为。从整体而论，中医药学
将人视为大自然的一分子，人
体的生、老、健康、疾病都与大
自然的四时更替、气候变化、
地域环境以及社会关系等因
素息息相关，所有医疗诊治活
动均需要遵守自然规律与法
则。因此，中医药学与现代医
学同样具有彻底的科学精神，
只是中医学并未发展出形式
逻辑方法、数学方法、实验方
法等近现代的科学方法。中
医药学实现科学精神的方法
主要是哲学演绎、类比推理
等。然而，在其追求真理的本
质上，两种医学是一致的。

当今世界，科学发展迅
猛，技术更新日新月异，学科
与学科之间的壁垒越来越小，

交叉学科的出现日益增多，
中医药学要发展、要创新，必
然需要与时俱进，广泛借助
现代医学、生物学、化学、物
理学、数学等学科的最新科
学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为
我所用，在学科交叉、碰撞、
融合中获得发展，寻求理论
的创新与临床的突破。在中
医 药 学 的 传 承 与 创 新 过 程
中，我们需要倡导探索求知的
理性精神、坚持真理的敬业精
神、试验验证的求实精神，如
此，方能令中医药学广泛地吸
取现代科学的营养精华，互
相交叉融合，转化为发展创
新的灵感动力之源，此为“守
科学精神之正”。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各个
历史时期均有其独自特色，然
而，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如近
现代这样给中医药学带来诸
多的选择与迷茫、机遇与挑
战。中医药学在东西方文明

碰撞、交流中应如何发展呢？
在 中 西 医 比 较 中 如 何 自 信
呢？在各学科交叉、融合中应
如何自强呢？这是中医药如
何传承与创新的关键问题，核
心在于“守正”，守中华文明之
正即为固中医药之根源，守中
医经典之正即为定中医之灵
魂，守科学精神之正即为存中
医药之精髓。因此，守正为中
医药传承之本。

（作者供职于延津县中医
院）

守正为中医药传承之本
□郑学农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蕴含着深厚的哲学
思想、文化知识与经济社会
资源，凝聚着深厚的中华优
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
和 灵 魂 。 中 医 药 根 植 于 中
华文明深厚的土壤之中，中
医 药 的 发 展 离 不 开 中 华 文
明的哺育与熏陶。因此，中
医 药 骨 子 里 便 具 有 中 华 文
明 的 优 秀 基 因 。 要 传 承 好
先 辈 流 传 下 来 的 中 医 药 文
化，则首先需要传承好中华
文明。遍览中国 5000 余年的
悠久历史，会发现中华民族
一直都是礼仪之邦，睦邻友
好，讲究“仁爱”“和善”“和为
贵”的理念。中华民族的子
孙一直秉承着“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

的理念，在外重视与自然环
境、社会环境的友好和谐，在
内强调人体五脏六腑、精气、
血、津液的调和顺畅，非常重
视“和”。中医药文化的思想
源泉来自中华文明，极其重
视“天人合一”的精神，中医
典籍《黄帝内经》有“人以天
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文
字记载，认为人生于天地之
间，受天地之气的孕育而成，
所以不论是摄生保健，还是
治疗疾病，都十分重视天时、
地理的因素。

儒家文化昌盛于中国，倡
导“仁者爱人”的理念。中医
药文化将“仁爱”作为医者所
需具备的品质，认为医者都需
怀仁慈恻隐之心，即为“仁
心”，医者手中施行的医术，即

为“仁术”，合而称之，即为“仁
心仁术”。因此，中医药最核
心的根本即在于中华文明，中
医药要传承好、发展好、创新
好，皆在于“守正”是否正确，
而“守正”之首，即在于“守中
华文明之正”。

纵观历代的医学名家，无
一不是熟读经典，打下经典医
籍的扎实根基，而后验之于临
床，反复琢磨、领悟、提高，最
终成就一代医学名家。

所谓经典，即是经过数

百年，乃至数千年历史的检
验、筛选，最终流传下来，对
现代仍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医
学典籍。经典的魅力，即在
于它的亘古恒新。经典是众
多中医药学著作中的精品，
它以简单、古朴、平实的语言
文字，阐释出纷繁复杂的医
学原理；以最为精炼的方式，
诠 解 辨 证 论 治 的 准 则 和 技
巧。创作经典的先贤们集众
人之智慧，观察万物之形状，
领悟天地之奥理，体察入微，
令经典简洁、精粹、朴实、平
正。因此，孟河医派的创始
人费伯雄曾说：“天下无神奇
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
极，乃为神奇。”此为经典的

最佳诠释。
温 病 四 大 家 之 一 叶 天

士，一生师从 17 位老师，学识
渊博，经典造诣极深，临床疗
效卓著，创立了卫气营血辨
证 体 系 ，最 终 成 为 温 病 大
家。正是基于此，叶天士方
能开创新的医学辨证体系。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获得者屠呦呦在研究抗疟药
的科研实验中遇到瓶颈，然
后查阅古代医学典籍，从中
得到启发，改进科研方法，从
而研究出青蒿素，为人类医
学做出重大贡献。因此，中
医药人要更好地传承、创新，
必须坚持研读经典，守中医
经典之正。

守科学精神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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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教学、临床、科研实践中，王自平对中医妇科多种疾
病的诊疗，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观点，积累了丰富的临床
经验。王自平在临证施治时，注重整体调治，同时结合妇人特有
的经、带、胎、产及疾病特点，四诊八纲，辨证施治，时常取得满意
效果。

博采众方 学验俱丰

王自平早年工作期间，一方面主动向老一辈专家、学者请教
教学技巧、临证经验，另一方面潜心研究了大量的医学古籍，从中
吸取了丰富的中医理论与临证精华。经过多年教学、临床、科研
工作，王自平适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用实践验证了老一
辈专家、学者的宝贵经验，还在实践中理解和掌握了宝贵经验的
奥妙所在，同时不断总结临床经验，将实践升华到理论高度，使其
临床经验和理论水平有了长足进步。

王自平在教学、临床、科研实践中，不断学习当代医家和现代
医学的最新理论，并将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勇于探索，开拓
创新，通过对中医妇科多种疾病的诊疗，提出了独特的学术理论
观点，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她著书7部，其中《中医妇科析要》
一书为其代表著作，书中详细记载了她多年来教学及临床经验。
王自平在国家一级或者省内多家杂志上发表论文 40余篇，其中

《循时用药治经病》是其将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探索研究、
推陈出新之代表著作。王自平完成科研项目7项，主持的《中医药
治疗慢性盆腔炎（气滞血瘀型）临床及实验研究》获得河南省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通过该临床实践研究，王自平明确了中医之活血
化瘀、清热解毒之治则在慢性盆腔炎的临床治疗中的重要地位，
并取得了满意疗效。

总结临证经验 从瘀论治痛经

王自平临证施治时，注重整体调治，对中医妇科疾病的病因、
病机、诊断、治疗均有较高的认识和较好的临床疗效，尤其擅长诊
治妇科疑难杂症，特别对带下病（急慢性盆腔炎）、男女不孕症（输
卵管梗阻）、胎漏、胎动不安、滑胎、癥瘕（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等
疾病的诊治，具有独特的见解与显著疗效。

王自平认为，闭经的治疗当遵循虚者补而通之，实者泻而通
之的原则。虚证以补益肝肾、健脾养血为主，并可根据病情适当
配伍调气、活血、痛经之品，也可“先补后攻，催经下行”，使月经如
期来潮。王自平强调，实证应分别根据不同的病因及证候，即根据寒、郁、痰、瘀之不同
病机，分别以温经散寒、理气活血、祛痰除湿、活血调经为治则。

王自平认为，滑胎多为禀赋虚弱，以致胎不成实，冲任不固；或气血亏虚，源流不继
而致胎堕，治疗应以补肾健脾、养血固冲安胎为原则。

从瘀论治痛经的经验

王自平在痛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认为痛经源于“瘀”，临证以“瘀”论治，
疗效颇佳。

一是详析病机，以瘀立论。痛经的发生有情志所伤，起居不慎或者六淫为害等病
因，并与素体及经期、经期前后特殊的生理环境有关。其病机历代医家多有论述，《诸
病源候论》有“月水来腹痛候”的文字记载，为研究痛经奠定了理论基础；《丹溪心法》记
载：“经水将来作痛者，血实也……经候过而作痛，血气俱虚也。”这些观点对指导现代
临床意义重大。

王自平结合临证诊治经验，提出本病辨证重点在“痛”上，治疗关键在“通”字上，不
论气滞、寒凝、热结，还是气血虚弱、肝肾不足，均可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冲任失调、血
瘀，“不通则痛”。其中“瘀”是本病病机之关键。其气滞者，肝气素郁，经期前后复伤于
情志，肝气为郁，郁则气滞，气滞则血瘀，血海气机不利，经血运行不畅而发痛经。《沈氏
女科辑要笺正》记载：“经前腹痛无非厥阴气滞，络脉不疏。”这说明寒凝者，多因经期冒
雨涉水、贪食生冷，或久居风寒湿地，均可致经血凝滞，瘀而不畅，引发腹痛。总之，痛
经证虽各异，而机理都属于冲任、胞脉瘀阻，以致血不归经而发疼痛。无论寒、热、虚、
实，其最终皆演变成“瘀”，“瘀”则不通，“不通则痛”。

二是祛瘀通经，随证加成。血瘀本属实证，治以活血化瘀。王自平总结多年临床
经验，结合疾病之特点，在祛瘀的同时，辅以通经、行气、止痛之品，使用药更具针对
性。王自平自拟“止痛汤”，常用药物为：当归、桃仁、红花、川芎、延胡索、香附、川牛膝、
肉桂。方中当归具有补血行血、活血养血之功效，入胞宫补血以活血，可使瘀血去、新
血生，经脉调和。《景岳全书・本草正》记载：“补中有动，行中有补，诚血中之气药，亦血
中之圣药也。”桃仁配红花，具有活血通经、祛瘀止痛之功效，专治妇女瘀血诸痛；延胡
索、川芎、香附具有行气活血、调经止痛的功效；川芎辛散温通，既能行气活血，又“下调
经水，中开郁结”。川牛膝可活血通经，补肝肾，强筋骨，善调妇科经产诸证等。以上为
基本方药，临证时可依据患者的病情随证加减。

中医为体 西医为用

王自平运用阴阳学说为总纲之理论体系，以此指导思想方法从事临床辨证，同样
用于外感热病治疗，取得了明显效果，以至于很多病，和没有治过的病，王自平根据疾
病的症状、特点，用阴阳辨证理论基础来指导治疗，皆能取得良好疗效。

王自平不仅博采中医各家所长，还重视西医之长，认为传统中医对疾病的治疗采
用辨证施治的方法，随着西医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新的疾病不断出现，过去尚未被
认识的疾病已经得到科学证实，这就为中医学提出了新课题，需要辨证与辨病相结
合。在临证、遣方、用药时，王自平适当参考中医药的现代药理研究成果。在西医结合
治疗疾病方面，王自平强调，中西医结合与保持中医特色之间不是相互矛盾的，而应是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一栋楼的距离，走路需
要 5 分钟时间，但是巩义市
人民医院 SICU（外科重症监
护病房）护士张芳芳却无暇
顾 及 高 热 40 摄 氏 度 的 儿
子。张芳芳说，夜班忙碌，需
要随时抢救患者的生命，作
为监护室的一名护士，她早
已习以为常。

5月21日晚，张芳芳刚接
班，就收治了一名6岁的外伤
儿童。患儿因“颅脑损伤”深
度昏迷，呼吸微弱。由于年
龄小，患儿病情一直不稳定，
身为小组长的张芳芳见状
后，一直在争分夺秒抢救患
儿。“这个患儿年龄小，病情
危 重 ，我 们 一 定 要 密 切 观
察。我是当妈妈的人，能体
会到患儿父母的心情。”干

练、娴熟的抢救技术，敏锐的
观察能力在她身上表现得淋
漓尽致。

“芳芳姐，你家人打电话
说，你的孩子高热，体温达到
40 摄氏度，你赶紧去看自己
的孩子吧……”忙于抢救患
儿的张芳芳一刻也不敢停
歇，额头上渗出许多汗珠，轻
声说：“我先抢救患儿。你对
我家人说，我稍等一会儿就
过去……”

突然，张芳芳一头倒在
地上……同组护士立即打电
话通知护士长王丽君，科室
主任景向永及总值班麻醉科
主任乔孝武快速赶到科室。
同时，王丽君接到电话后，第
一时间通知另一名护士尽快
到岗，接替张芳芳的工作，并

迅速与患儿的家长取得联
系，安排就诊；协助患儿做检
查，将患儿送往儿科三病区
做进一步治疗。

景向永和乔孝武到达科
室后，迅速了解张芳芳的病
情，询问情况后，得知张芳芳
的孩子才 1 岁 5 个月，于 5 月
20日刚做了疝气手术。身为
母亲的张芳芳，由于夜间照
顾自己的孩子，睡眠不足，饮
食欠佳，再加上抢救其他患
儿，体力不支，累倒在工作岗
位上。

大家安慰她：“芳芳，别
担心，你孩子的事情交给我
们处理。我们已经安排护士
到岗接替你的工作，你就放
心休息吧！”

王丽君在儿科三病区陪

护患儿，待患儿病情稳定后，
时间已经是 23 时 30 分。此
时，她又赶回科室看望危重
症患者，合理排班，确保第二
天的工作有序开展。

在患儿和亲人之间如
何选择呢？在一些影视作
品中，我们经常看到医务工
作者面临着这样艰难抉择
的 一 幕 。 然 而 ，这 样 的 剧
情，在巩义市人民医院真实
上演了。面对患儿和自己

的孩子，尽管累倒在地，张
芳 芳 毅 然 选 择 抢 救 患 儿 。
她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
精神令人感动！

有这样的好护士，缘于
巩义市人民医院领导关爱员
工，急员工之所急，想员工之
所想，增加了大家的归属感，
增强了科室的凝聚力、向心
力，让每一位员工都能真切
地感受到医院的温暖，让人
文关怀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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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人民医院

护士“舍小家为大家”
通讯员 张艺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