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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传承要素的多维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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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名老中医传承应该是“全人”的传承，即不止是诊疗技术等“术”的传承，还应包括医德医

风、文化精神等“道”的传承。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提取名老中医疗效要素，以解析名老中医疗效产

生的过程；总结名老中医传承要素，以提炼名老中医传承工作的传承内容；归纳整理名老中医全人要素，以

解读名老中医优秀品质及传承方法。基于以上结果深入解读名老中医疗效要素、传承要素、全人要素的内

涵，系统梳理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明确传承细节，并据此提出名老中医疗效要素和传承要素应全面整合

入院校教育，树立名老中医全人要素传承范式榜样，以实现中医药拔尖创新道术人才培养，提高教育质量和

传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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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医药理论和经验主要通过两种载体保

存下来，一种是以文献文物为载体，一种是以延绵

不断的师承授受为载体［1］。其中，名老中医传承是

师承授受中最重要的传承方式。哈佛大学 1945年
发布的《通识教育红皮书》就把全人理念写入其

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全的人”［2］。名老中医传

承，应该是“全人”的传承，即不止是诊疗技术等

“术”的传承，还应包括医德医风、文化精神等

“道”的传承。名老中医传承是中医学不断前进发

展的原动力，从名老中医鲜活的道术中汲取营养，

对促进整个中医药行业发展、提升中医药临床诊疗

水平、培养优秀青年中医师等都有着积极的推动

作用。

如何实现名老中医的“全人”传承是一项重要

命题。要做到精确传承、创新发展，提高传承效

率，首先需要解析名老中医传承过程中的诸多环节

和那些与传承质量密切相关的要素。中医诊疗过程

属于复杂干预，我们认为，名老中医复杂干预中包

含疗效要素、传承要素、全人要素。通过分析以上

要素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解析名老中医传承过

程中的关键要素，将师承教育的要素整合入院校教育

中，可为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决策提供参考。

1 名老中医是中医复杂干预中疗效卓越的群体

“复杂干预”是指多个干预要素组合在一起，

相互间可能存在协同效应或拮抗作用［3］。一项定性

系统综述对医学领域内的复杂干预要素进行综合，

呈现出五个主题：生物支持、心理支持、认知和行

为支持、社会支持和环境支持［4］。复杂干预要素之

间的联系和各个复杂干预要素对人体的效应，并不

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错综复杂的。

中医诊疗过程是典型的复杂干预［5］。在辨证论

治的过程中，有许多环节都在起作用，不能把中医

的疗效归为某一方某一药的疗效［6］。个体化辨证论

治的特点是干预方案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诊疗过程

中多环节、分阶段、不同措施的干预包括建立良好

的医患关系，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进行

望、闻、问、切的信息采集和交流，提供生活方式

的干预建议等。患者获得的治疗效果或良好体验是

上述诸多因素的组合［7］。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名老中

医诊疗的整体性疗效，不能仅仅着眼于药物的特异

性疗效。

名老中医是中医复杂干预中公认的疗效卓越的

群体，患者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结局，此治疗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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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整体效果。该效果不仅得益于名老中医精湛

的诊疗技术，还有诊疗过程中其他对于治疗结局有

促进作用的要素。这些对疗效有促进作用的要素亟

待解析，以明确疗效产生的过程。

2 解析名老中医疗效产生过程

目前尚未发现专门针对名老中医复杂干预的研

究。我们既往一项中医复杂干预的组成要素扎根理

论研究［8］发现，中医复杂干预组成要素包括药物、

医嘱、心理干预、医患关系和依从性，它们之间相

互作用可以产生或增强疗效。中医诊断过程和治疗

过程存在交叉，体现动态特征；诊断过程的细节可

以促进疗效的产生，中医药物干预发挥主要作用。

在中医复杂干预的组成中有一些可以直接产生疗

效，例如药物、医嘱、心理干预等；还有一些隐含

在医患交流过程中可对疗效产生影响的因素，例如

医患关系和依从性等中医复杂干预措施的组成要素

包含在整个中医干预过程中［8］。我们基于 35名师

承弟子对疗效要素的问卷调查结果认为，医患沟通

可以对患者的治疗结局产生影响，并和诊疗技术、

医患信任、患者依从性、医嘱、人文关怀、心理干

预、诊疗环境、中药质量共同构成了名老中医的疗

效要素［9］，对患者产生疗效的就诊过程是全程的、

动态的、灵活的。

基于以上结果，名老中医疗效产生于患者就诊

的全过程，而不是从服药才开始。除了以精湛的医

疗技术实施精确的辨证论治、识证准确、开具处方

使患者获得疗效外，医患交流中名老中医细致耐心

的态度、充分的医嘱、良好的沟通和愉快的就医体

验同样有助于舒缓紧张情绪、构建良好的医患关

系，而患者的信任又能带来较强的依从性，以上都

可以对患者疗效产生促进作用。此外，名老中医在

交谈中展示出来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作为一

种精神力量可以影响患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解决其心理-精神层面的病因，直接改善预后，

对于患者的整体疗效具有重要贡献。

因此，名老中医诊疗过程存在多个与疗效相关

的要素，其中对患者疗效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要素

构成了名老中医疗效要素［10］。追本溯源，名老中

医的培养与成才应是以上疗效相关要素逐渐完善的

结果。解析名老中医疗效产生的过程、甄别名老中

医复杂干预中的疗效要素，既可以促进构建符合中

医药特点的疗效评价体系，又可以明确优先传承顺

序，提高传承效率。此外，还有一些来自患者的疗

效要素，例如患者文化背景、对中医疗法的信任、

就医选择［11］等也不应忽略，针对这些疗效要素应

加以宣教和引导，以增强整体疗效。

3 总结名老中医传承工作的内容

传承工作的有效实施，首先要明确传承内容。

我们提出传承要素的概念，是指需要被传承下去的

来自名老中医的诸多优秀、宝贵的要素。厘清传承

要素的内容，可以提高传承效率，有助于培养更多

优秀的有道有术的中医人才。

前述的疗效要素是传承要素中的重点，但并不

是名老中医需要被传承的全部。名老中医的为人、

为医、为师、为学都应是传承要素，医术和医德只

包括在为医的传承内容中。相比于为人、为师、为

学，为医能更为直观地被弟子承袭，对于提高患者

疗效更为直接，但为人、为师、为学同样应该被传

承，与为医不可截然分开。例如传承了名老中医的

为人，承袭了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不但可

以提高弟子的境界和格局，有助于弟子全面成才，

而且对患者的精神、心理也会带来影响，最终起到

促进疗效的作用，融入疗效要素中。

目前尚无对名老中医道术具体传承要素的系统

研究。我们基于现有研究结果［10］和文献［12］总结了

当前已知名老中医传承要素：1）诊疗经验，包括

辨证论治诊疗策略、诊疗行为和诊疗技术等。2）
学术思想，包括学术渊源、学术观点、治学经验、

行医经历等。3） 诊疗过程要素，包括医患交流、

诊疗过程中建立的医患关系和医患信任、心理干

预、依从性等。4）人文文化要素，包括思想道德、

价值观念及各阶段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爱好、

交友为人等。以上都可隶属于名老中医的道术内涵

中。其中诊疗经验、学术思想、诊疗过程属于为

医、为学的内容，人文文化要素属于为人的内容，

尚缺乏为师的内容。为厘清以上已知传承要素及相

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以上已知传承要素重新进行

了整合与补充，提出名老中医传承要素包括：“术”

为医术，“道”指为人之道、为医之道、为师之道、

为学之道［13］。1）医术包括辨治方法、诊疗技术、

用药特点、核心方药等。2）为医之道包括学术渊

源、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思维方式等。3）为人

之道包括价值观念、思想道德、文化精神等做人的

优秀品质。4）为师之道包括应传尽传的知识和胸

怀、择人而传、教学方法等作为教师的各种优秀品

质。5）为学之道包括熟读经典、博极医源、精勤

不倦的治学态度。以上各部分之间紧密关联。例如

为人影响为医、为师、为学，最终可以体现到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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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各个细节，是所有表现和行为背后的根

源，是更高层次的凝练。

但我们既往研究［9］发现：师承弟子认为重要

性等级较高的传承要素多集中在临床经验、学术思

想、医患互动三个方面，重要性等级较低的传承要

素多在人文文化方面，对各传承要素的实际重视程

度结果与重要性等级结果类似。这说明在中医传承

过程中为人、为师、为学方面可能存在着传承偏倚

或传承遗漏，所以弟子在为人、为师、为学方面很

难超越名老中医。而要成为苍生大医，除了卓越的

医术，还要有高尚的德行人品、济世的理想和胸

怀，因此，这些必须在传承工作中得到重视。还需

明确的是，弟子除了接受师承教育，还有来自院校

教育、通识教育、家庭教育等多元渠道的教育，因

此，医德医风等人文因素是弟子在个人成长中逐步

形成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能完全依赖于

名医传承。未来还需要进一步解析不同名老中医、

疾病、地域、师承学脉等情境下，不同的疗效要素

和传承要素对于总体疗效和传承效果的权重。

4 提出名老中医全人要素

名老中医全人要素，指名老中医的为人、为

医、为师、为学方面的全部要素和特质［13］。名老

中医传承施教的主体是名老中医，是中医药行业中

最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群体，本身就是相对整个

医生群体中的“全人”。在名医的内涵与基本素质

特征方面，一项调查［14］结果显示，知名医学专家

与患者及家属在名医的内涵和基本素质特征问题上

观点是一致的：名医基本功扎实，临床经验丰富，

具有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还拥有很高的威

望。以上偏于医术和医道，可以作为全人要素的基

本内容，但尚不全面，不能反映全人信息。

已知的传承要素和大部分的疗效要素都包含在

名老中医的全人要素中，统归到名老中医的道术

中。“道”的内涵较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深寓于此。王永炎院士所指出的“儒道互补的国学

内涵不仅为医学作为人学的人文道德的求真至善奠

定了根基，也是中医中药之美的基础”［15］。全人要

素不都是显性要素，还有隐藏在行为表现之外的隐

性要素，需要传承者深刻领会名老中医道术精髓。

5 名老中医复杂干预之疗效要素-传承要素-全人

要素的区别和联系

全人要素和传承要素都是名老中医的道和术，

但二者不同，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优秀品质或特质都

能够被弟子传承下来。因此，有必要把全人要素和

传承要素分列，将所有的全人要素传承下去是目

标，但在一名弟子身上难以实现全面传承。

大部分疗效要素和传承要素都隶属于全人要

素。疗效要素不同于传承要素，疗效要素的核心是

疗效相关要素，传承要素是可被传承的要素，二者

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传承的终极目标，即将所有的

疗效要素进行全面传承。但名老中医不可能完全被

复制，所以总有无法完全传承之处。同时，传承要

素也并非都与疗效密切或直接相关。因此疗效要素

和传承要素可以无限接近，但无法相互代替。

名老中医的全人要素不等同于传承要素，其中

包含传承相关的、可能相关的以及不相关的。全人

要素涉及各方面，无法穷尽，加之弟子同样受制于

各种主客观因素，亦无法对名老中医所有优秀品质

全盘传承，因此应在有限的时间精力内解析名老中

医道术各方面的全人要素，并聚焦适合弟子实际情

况的传承要素重点进行传承，再进一步明晰其中的

疗效要素，以最大程度提高疗效，最终使患者受

益，从而实现解析全人要素、厘清传承要素、增加

疗效要素，达到传承创新的目的，有效提高传承效

率，使名医优秀的各项品质薪火相传。

6 融名老中医传承要素于院校教育

当前的中医教育分为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院

校教育提供基础教育，师承教育在院校教育基础上

完成中医高端人才的培养，二者互为补充。有研

究［16］表明在院校教育的培养过程中，中医药专业

人才的文化素质教育亟待重视和加强。对于名老中

医经验传承的定位，就如中医教育中的全人教育。

其目标在于实现对传承弟子的全人教育，通过全人

育才的方式实现名老中医的全人传承，提高教育质

量和传承效率，为中医药教育树立榜样。

前期研究［17］发现院校教育中以下因素与学生

综合量化排名具有相关性：专业了解程度、前途愿

景、专业喜欢程度、中医经典掌握程度、背诵中医

经典原文、跟师后认真研究病例并提出问题、学习

勤奋刻苦程度、学习态度、学习计划、自主学习课

外知识、阶段学习总结、关注西医进展研究、参加

专业实习、专业知识技能掌握情况、阅读课外经典

数量、科研思维、情绪调控能力，以上因素隶属于

人文素养、健康素质、专业素质、传统文化素养、

科学文化素养 5个方面。院校教育培养要素应聚焦

以上素质培养，而疗效要素、传承要素、全人要素

可被视为师承教育的培养要素。因此，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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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的培养要素，并将二者充

分融合，有利于更好地进行中医传承。

以全人研究结果的形式呈现名老中医的各种优

秀品质，并通过创建名老中医的全人要素传承范

例，融合入院校教育培养模式，进而带动院校教

育，增加学生们的专业自信、职业自信。同时，提取

其中的传承要素、疗效要素，使人才培养更为精确。

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应全程贯彻全人教育理

念。基于此，我们提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师承教

育中获得的全人要素、传承要素、疗效要素结果融

入院校教育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中。1）开设师

承选修课，分析疗效要素、传承要素，树立全人要

素传承范例。2）在教师和医生中推广以上要素的研

究结果，在实习、见习过程中，让学生充分感受和

体会，更为敏锐地抓住学习要点，即对为医、为人、

为师、为学全面传承，促进各方面素质的全面提高。

7 结语

综上所述，名老中医诊疗是动态性、个体化、

针对疾病的各个方面和时点进行干预的一种复杂干

预手段。解析名老中医复杂干预的全过程，抽提疗

效要素，提炼名老中医传承要素，提出名老中医全

人要素概念，对于提高传承质量和效率、避免传承

偏倚和遗漏、培养名老中医继承人才至关重要。未

来可以通过开展混合方法研究，充分利用定性研究

和定量研究的优越性，结合叙事医学，从名老中医

和患者的角度，跟踪记录和解析中医复杂干预起效

的过程和体验，逐一解析以上名老中医复杂干预疗

效要素、传承要素、全人要素及其对疗效的量化影

响，还可借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提出的复杂干预

评价指南进行疗效要素及其过程的评价［18-19］。可根

据以上要素的具体内容，补充入中医复杂干预疗效

评价体系中，为完善和创制符合中医复杂干预特点

的疗效评价体系提供依据，也有利于构建师承弟子

的传承情况评价体系，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中医学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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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the Literature Status of TCM Clinical Research Outcome Indicators
DAI Xinyue，ZI Mingjie，YANG Qiaoning，ZHANG Wantong，QIAN Zhenzhen，GAO Rui
Xiyua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The selection of outcome indicators in clinical trials can affect the scientific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researches.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ommon problems of outcome indi⁃
cators in TCM clinical researche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outcome indicators in TCM clinical research⁃
es，and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solutions and methods. Chinese databases such as CNKI，Wanfang and VIP were
searched from the inception dates to April 23rd，2021 to collec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otally，22 studies were in⁃
clud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outcome indicators were summarized into 21 problems，among which the inconsisten⁃
cy of measurement methods/standards and the lack of TCM features were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Moreover，the
problem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including the difference of outcome indicators in similar studies，the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of outcome indicators，the lack of rationality of outcome indicators，and the incomplete choice
of outcome indicators.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some countermeasures have been proposed，such as standar-
dizing and unifying the naming of outcome indicators，constructing multi-dimensional core outcome set of TCM，stan⁃
dardizing the measurement methods，tools and time points of outcome indicators，and exploring indicators and compre⁃
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that can reflect the features of TCM，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for promoting the better forma⁃
tion of TCM-specific evaluation system.
Kewords outcome indicator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studies；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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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Inheritance Elements of Famous Seni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
titioners
YU He，GU Xiaohong，LI Xunxin，ZHANG Wenjing，LIU Tiega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famours seni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prac⁃
titioners should be wholism，focusing on not only the skills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but“dao（道）”of the practitio⁃
ners such as medical ethics and cultural spirit. Therefore，it is suggested to extract the efficiency elements of the fa⁃
mous senior TCM practitioner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the effects，to summarize the inheritance ele⁃
ments in order to decipher the content of the inheritance work，and to summarize the whole person elements for the in⁃
terpretation of the excellent personal quality and its related inheritance methods. Through the above in-depth interpre⁃
tation of the efficacy elements，inheritance elements，and whole person elements of famous senior TCM practitioner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among the three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o make the inheritance details
more clear. Moreover，it is proposed that the efficacy elements and inheritance elements of famous senior TCM practi⁃
tioners should b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modern school and college education，and an example of the whole person
elements of famous senior TCM practitioners should be provided，so as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talents
with both Dao and skills，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ducation and inheritance.
Keywords inheritance of famous seni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experience；efficacy elements；
inheritance elements；whole person elements；complex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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