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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名老中医传承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对名老中医全人要素进行归纳和定

义，提出“道术结合”是名老中医传承的精髓，指出“道”不仅指医道，还应包括为人之道、为师之道、
为学之道。通过解析名老中医传承的目标、内容、方法，提出师承教育应融入院校教育。并以本团

队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所获得的名老中医孔光一教授“道术”扎根理论研究结果为例，说明全人要素

的构成和关系，提出传承应该是“道术”全人传承，传承的评价应该包括“道”与“术”2 个方面的内

容，而不应仅局限于医疗技术的传承及评价，应该建立长效、动态的传承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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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person view on the inheritance of illustrious seni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based on Dao-Shu*

GU Xiaohong
(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of illustrious seni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is a key issue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is study summarizes and de-
fines the holistic elements of illustrious seni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and proposes that
the“Dao-Shu combination”is the essence of the inheritance of illustrious seni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
cine practitioners．We point out that“Dao”not only refers to the path of medicine but also includes the
way of being as a person，being a teacher and learning．We discuss inheritance，including inheritance
content and inheritance method，and how to integrate high-quality master-apprentice education into
college education．Furthermore，we take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Dao-Shu by Professor Kong Guangyi，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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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ed by the team’s grounded theoretical work，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composition and relation-
ship of the elements of the whole person．Finally，we point out that the inheritance should be the whole
person inheritance of Dao-Shu，and that the evaluation of inheritance should consider both aspects of Dao-
Shu，rather than being limited to inheritance or medical technology alone． Long-term effects and a dynam-
ic inheritance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illustrious seni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Dao-Shu; inheritance;

whole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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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中华文化辉耀华夏，中医药是其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保驾护航。毛泽

东主席亲笔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

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并强调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重要性，其中名老中医的

活态传承是当务之急。每位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是

在数十年理论及临床研究中逐步形成的，是个人与

群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医学传承的核心内容之一，名

老中医传承是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关键。
名老中医的传承围绕着“传承应该达到什么目

标”“传承谁”“传承什么”“怎样传承”“如何让师承

教育高质量融入院校教育并为健康中国战略培养更

多人才”展开，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思考并提出可

以广泛推行并实施的方案。笔者于 2018 年牵头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道术结合’思路与多元

融合方法的名老中医经验传承创新研究”，本团队

经过大量研究，对于以上几个问题的思考分述如下。
1 师承教育定位和目标———全人传承

我国的中医教育主要包括 2 种形式: 院校教育

和师承教育。院校教育系统而规范，强调共性，重在

广与博; 师承教育自由而活泼，强调个性，重在精与

专［1］。而名老中医传承属于师承教育，师承教育有

“亲炙”和“私淑”之分，“亲炙”是指耳提面授，即得

到老师的当面指教;“私淑”是指因为仰慕某人的医

术，以其著作为师，在学术上承袭该人的衣钵［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师承教育经历了民间

自发师带徒、国家号召老中医带徒、中医师承教育制

度建立［3］、中医师承教育推广 4 个阶段。师承教育

是中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师承教育对学生的全

人塑造具有独特优势。中医师承教育中名老中医是

传承的主体，学生是传承的客体，主客体之间的高效

互动传承才能达到最大效度。
最理想的人即为全人，表现为以下 6 个方面，即

学问、道德、艺术、宗教、身体、生活［4］。名老中医是

中医药行业中德高望重、技术精通的群体，是相对于

整个医生群体中的全人，所以名老中医传承作为相

对高阶的教育，更容易培养出全人。孔子、孟子、蔡
元培、陶行知等古今教育大家提出的教育思想，均蕴

含全人教育的思想。因此，名老中医传承使得中医

药教育中的全人教育更具特色，融入了通识教育与

专业教育，其目标在于提升传承弟子的全人教育水

平，通过名老中医的全人传承，为中医药教育树立

榜样。
2 传承什么———全人之道术

2. 1 名老中医道术全人信息

名老中医各具特点，德艺双馨是共性。名老中

医本身具有许多优秀品质，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

对于名老中医的品质古来已有认识，《灵枢·师传》
曰:“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

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孙思邈

从医学的社会价值层面归纳出“上医医国，中医医

人，下医医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

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备急千金要方》) ，突破了医

学本身的社会价值，体现了大医之道的终极价值。
《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了为医如何治学，“故

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凡大医治病，必当

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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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灵之苦……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

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

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

大医”，还提到了“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

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

己德”。中医蕴含着丰富的传统人文精神，《物理

论》云:“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

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省心录》中强调

“无恒德者，不可作医，人命生死之系”，均是对中医

的“道”和“术”的要求与肯定。韩刚总结古代名医的

素质特点［5］: 志向坚定品德高尚、虚心求教勤学勤思、
重视实践融会贯通、见多识广勇于创新。当代名老中

医的素质也同样如此，国医大师王琦提出中医临床医

家的培养，并无捷径可走［6］。师更非人人可为，学无

广，学无勤，术无专，心无诚，目无远，不可为师［7］。
《黄帝内经》中提到提挈天地、把握阴阳之“真

人”，淳德全道、和于阴阳、去世离俗、积精全神之

“至人”，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以恬愉为务、以

自得为功之“圣人”，法则天地、象似日月、将从上古

合同于道之“贤人”的代表，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

标，名老中医则是这个方向中最好的榜样。
研究名老中医全人的目的是实现名老中医的全

人传承，对名老中医的全人信息进行研究，聚焦名老

中医全人要素，落实名老中医各个方面的优秀品质，

以此树立名老中医全人榜样，而不仅是注重名老中

医擅长的某种技艺。笔者通过长期跟师实践，并根

据多年对北京中医药大学数十个名老中医室站的管

理与研究经验，对全人要素进行归纳和定义，名老中

医全人要素统归在名老中医的“道”和“术”中，此

“道”不仅指医道，还包括为人之道、为师之道、为学

之道，是抽象的、隐性的，具体体现在名老中医思想

品德、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精神、学术观点等方

面;“术”主要指名老中医的医疗技术，是具体的、外
显的，为“道”所统领，具体体现在名老中医的辨证

施治方法、诊疗技术、用药特点、核心方药等方面。
“道”是“术”的升华，“术”是“道”的体现。“道”是

体，“术”是用。“道”偏于思想和理论，“术”偏于具

体行为和实践。“道”统“术”，“术”助“道”，两者相

互影响、互为转化，有机结合。
一般认为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主要包括医道、医

术、医理、医学、医法等［8-13］，我认为以上因素均应并

入“道”“术”范围，而且不仅是医道，更应拓展到为

人、为师、为学之道。临证跟师往往重视医术传承，

忽略医术之外名老中医更为丰富的“道”，这是对全

人传承的遗漏。全人要素内涵丰富，应尽最大努力

发掘体悟，以本团队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所获得的名

老中医孔光一教授“道术”扎根理论研究结果为例，

说明以上全人要素的构成和关系，如图 1。

图 1 全人要素及名医构成要素举例

Fig．1 Sample for whole person elements and the components of illustrious seni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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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名老中医的全人要素需要动态且全方位探

索。通过观察他们的外显行为并近距离接触、沟通，

可以获取其内心世界的真实信息，了解其内隐信息。
目前对在世的名老中医应尽最大可能实现活态传

承，尚可以期待更深一步地“走进”并获取他们的全

人要素。对于已过世的名老中医或历代名医可获得

的全人信息较为有限，只能从既往资料中挖掘。
2. 2 全人要素之“道”“术”具体内涵解析

2. 2. 1 思想道德、人文素养

“思想道德、人文素养”涵盖名老中医的思想道

德、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精神等，可以概括为名

老中医的“思想”［14］。
思想道德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的

总和，包括受教育者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

和道德行为［15］。具体可以表现在对待患者、同侪、晚
辈等不同人群及在面对生活中不同情况时，所表现出

来的态度和行事风格，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

集体主义为原则，为他人和社会献身的精神，是在自

我和他人、公共和私有之间选择集体和大众的崇高行

为。思想道德评价是评价一个人的基础，即“为人”
是承载一切技艺的基石。医德体现为医者自身、对待

患者，以及在诊治过程中应具备的品德［16］。
价值观念是人认定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

或取向，体现出人、事、物一定的价值或作用［17］。价

值观念是从个人同集体、他人、社会、国家的关系上

考虑的，包含自我与他人的先后之分，小我与集体的

轻重之分等。价值观念决定了个人在选择中的倾

向，进而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路径和可能产生的成果。
此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健康观等也

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思维方式是主体在反映客体的思维过程中，定

型化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综合统

一［18］。它来源于人生经历、学习路径和根深蒂固的

生活方式，是一个人精神内核的高度展现。通过研

究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来传承其学术成果，是更为有

迹可循的路径之一。
文化精神则属于人文素养，代表了一个人文化

基因的继承性，也是人类精神文化不断推动物质文

化的内在动力，在实践中亦可以不断丰富、完善。中

医学发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哲学认识世界、人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精神上了解名老中医的

成长路径，是为了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医学所扎根的

土壤是如何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包含 6 个特

质，即和而不同，厚德载物; 刚健自强，生生不息; 仁

义至上，人格独立;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整体把握，

辩证思维; 经世务实，戒奢以俭［19］。主要体现在重

视人的权利和自由，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尊重人的价

值和尊严; 关心每个人的物质福利和文化生活需求;

反对 敌 人，憎 恶 一 切 危 害 道 德 的 人 和 事 4 个

方面［20］。
在研究过程中，我常去拜访名老中医，和名老中

医们交流谈心时，他们的慈爱、开放、包容、胸怀天

下、渊博等各种人文信息深深地感染着我。国医大

师李济仁捐出自己的收藏品，建立安徽新安国医博

物馆，于 1958 年无私献出秘方“末药”，用于治疗劳

力伤寒、胃肠疾病疗效显著，其苍生大医之道广为流

传。孔光一教授淡泊名利，职称评审、住房分配、各
种荣誉纷纷推让; 看病不收诊费，免费给患者改方直

到不再出门诊; 倾囊相助并不熟识的贫弱之人; 珍视

用药，深思熟虑，不以人命为戏; 辨证精细，用药如

兵。刘大新教授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主动

请缨上“战场”，他说:“我已无牵挂，不像年轻人上有

老下有小，我有经验。”言外之意是可以牺牲小我，成

全大我。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名老中医们的音容笑

貌历历在目，使我终生难忘，永远激励着后辈。
除了学习名老中医的为人、为医之道，其治学的

态度和方法也需要我们学习。例如名老中医精修医

术、白首勤学，对于中医经典独到的学、思、悟、践均

是临床疗效的基础，应在传承之列。名老中医如何

教授弟子，如何影响、鼓励、带动弟子，让更多的人成

为优秀的中医人才，如何做老师，即为师之道亦应传

承，这就是我们传承名医的为人、为医、为师、为学之

道。我们传承的不仅是医术，名老中医的价值观、思
想道德、文化精神，亦当深入骨髓，融入血脉，做中华

民族的脊梁，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传承的“道”。
2. 2. 2 学术观点和实践

“学术理论观点”包括名老中医的综合文化知

识、医学基本功、治疗某种疾病的学术观点和实践。
综合文化知识包括书籍 ( 不限于中医书籍) 中

的知识和处世中的知识，如技术、爱好、心态、阅历

等，这些方面均可能是对名老中医成长产生影响的

因素。医学基本功包括中医经典和中医基础理论，

也包括对西医学知识的了解和应用。
学术观点和实践是指名老中医对某一种疾病形

成的独特理论和认识，包括学术观点、辨治方法、诊
疗技术、用药特点、核心方药等具体内容，此部分属

于实践，为“术”层面的要素。正如《黄帝内经》中强

调一个高明的医生须具备“四德”，即“必知天地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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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

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审于分部，知病本

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素问·疏五过论篇》)

2. 2. 3 医患沟通

医患沟通包括与患者沟通的能力及随机应变的

能力。与患者沟通的能力是指收集四诊信息的能力

及使用心理沟通技巧治疗疾病的能力，随机应变的

能力是指治疗过程中名老中医因事制宜、权变的能

力，体现出名老中医临证从容淡定、思维敏捷的能力

和特点。
2. 2. 4 传承品行

“传承品行”指名老中医对中医学传承发展所

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及对中医传承的认识和行动。名

老中医对培养中医后备人才战略十分重视，并利用

自身的影响力响应并践行中医药学术传承和人才培

养。培养中医人才的具体方法可以是自己特色的培

养手段，也可以对现有传承方式进行补充和改进。
名老中医要有应传尽传、开放包容的胸怀。王冰

《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注释“请夫子发蒙解惑”
为“宣扬旨要，启所未闻，解疑惑者之心，开蒙昧者

之耳，令其晓达，咸使深明”，即对为师传授之要求。
为师需要有如张仲景、叶天士、吴鞠通等历代名家无

私的传承品行，才有今之华夏医药的传承，同时也成

就医家之千古流芳，万世景仰，是为苍生大医，有济

世救人之心。
2. 3 道术关系解析

名老中医的思维、思想、行为习惯、爱好等均是

固化的观念，归根结底和“三观”相关，即世界观、价
值观和人生观。一位伟大的名老中医，其价值观是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是高于大众的价值观

水平的。热爱祖国，追求理想，具有大局意识，博爱

的胸怀，淡泊名利，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正是因

为有正确的人生观，所以他是精神价值至上，而不是

物质价值至上，他追求的是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具

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上均是需要守正的为

人之道的精华，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世界观则相应表现为和谐对待人与自然界、人与人、
人与社会，怀着敬畏之心对待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对

待患者的生命亦是如此。
综上，价值观念与思想道德具有一致性，对客观

的取舍可以反映到行为取向，行为也可以反映出思

想道德。价值观念统领行为，行为反映文化精神与

思想道德，三者同源。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相关，如

何认识世界、如何看待得失、如何评估价值、如何体

悟人生，均与思维方式的形成相关。因此，如何为

人、如何为医、如何为师、如何为学，可以充分反映出

名老中医的全人信息。
3 谁来传承———择人而传

本团队前期研究显示，做好中医传承，传承者应

该具备扎实的中医功底、充分的跟师经历、认真的学

习态度、多元的传承方法、具有责任感与使命感、勇
于奉献的精神、勤奋钻研的精神、志同道合的志向、
忠诚的品格以及良好的悟性［21］。此外，我认为传承

弟子还应设立入门标准，除了医术的考核，还应该从

“道”的层面进行选拔，从“三观”的高度审视与名老

中医是否存在明显的分歧，传承人具备以上成才关

键要素有助于全面传承名老中医经验。《灵枢·官

能》言:“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素问·五脏别

论篇》云:“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

者，不可与言至巧。”《素问·气交变大论篇》言:

“传非其人，慢泄天宝。”遇良材却“得其人弗教，是

谓重失”(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 。
人文文化信息的传承是师承中非常重要的方

面，这种信息的传承需要日积月累，不局限于门诊跟

师学习，需要学生从老师的为人处世中感悟老师行

为之上的品格和文化，并对老师的各项优秀品质进

行传承。国医大师王琦提出“继承五要”即是对弟

子传承老师道术的具体要求，一是心要贴得近，首应

尊师，心心相印，加深情谊; 二是脚要跟得紧，朝夕揣

摩，时时体悟; 三是手要写得勤，勤思善写，总结升

华; 四是学要挖得深，挖掘整理，得其要领; 五是术要

悟得真，得师真传，形神皆似［7］。
4 如何传承———多维传承

4. 1 跟师临证，读书自省

中医学是一门人文性、科学性、实践性和经验性

很强的学科。它既包含以语言、文字、图表为载体进

行传播的显性知识，又包含大量不能直观获得的缄

默知识。师承教育具有鲜明的特点———情景教学，

而情景性正是缄默知识的特性［22］。中医学大量的

缄默知识是在具体临床实践的情景中形成的，是与

具体情景直接相连的，往往是不规范的甚至是非正

式的知识和体验［23］，是动态的，包含着各种细节的

或者无法表述的体验过程，因此需要充分地跟师临

证。除了学习名老中医的医术医技，还要注重学习

发生在诊室内名老中医所有的诊疗行为，因其体现

名老中医为医之道、为人之道、为师之道、为学之道

的各方面，故均要用心体悟和以内驱动力为主地全

身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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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多重环境，多元传承

诊室仅是传承的场所之一，还有许多场合亦是

传承的场所。不同的场合可以表现出名老中医不同

方面的全人信息，例如如何交友、如何处理不同的人

际关系、如何对待自己、如何与患者沟通。同时要注

意细节和全局，例如名老中医在什么情景下会泪流

满面、什么事物会触动他的内心、喜欢什么名著、喜
欢什么诗词，以上把各个环节复杂且多元，但在诊室

中所观察的情景有限，因此如果传承场所仅在诊室，

传承便会受到局限。多元是指各种情景、不同时间、
不同形式的全人传承，只要掌握了全人传承的各个

有效环节和全人要素，在传承的过程中睁开慧眼，自

然能够体悟到不同的境界，感悟到更多来自名老中

医的道术全人信息。
4. 3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

目前，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设计方法均可

提高传承效率，例如数据挖掘可以实现快速总结、提
炼名老中医诊疗经验; 应用循证医学中各种设计方

法可以对名老中医治疗某病证进行疗效评价，以实

现在有效案例基础上的精确传承，并发现最佳病例，

便于总结经验; 利用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通过访

谈、观察等方法收集信息，总结道术全人信息。针对

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性分析，我们提出应用扎

根理论、病例系列、数据挖掘等定性、定量研究多元

融合方法，创新性构建了名老中医道术传承方法学

范式，定性方法可以挖掘名老中医的道术，定量方法

可以获得术，最大程度地、准确地捕捉、探索、挖掘名

老中医的全人要素。
4. 4 利用名医传承网络平台

自古以来，一对一指导具有精确传承的优势，但

是不利于更大范围的人才培养。本项目创建“名老

中医传承平台”http: / /mingyi．bucm．edu．cn /，是借助

互联网架构，搭建网络化、开放式的集医疗、科研、传
承、推广一体化的服务平台，面向基层医务人员、科
研工作者及大众用户，提供临床、教学、研究、科普等

多种信息化服务，辅助临床、服务科研、支持教学、惠
及群众; 平台达到 PB 级存储能力，支持上万例用户

同时在线，使传承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障碍，并结合

音频、视频领略名老中医诊疗过程，实现“活态”“原

汁原味”传承。
5 徒弟传承效果与评价———全人传承评价

沿用既往师承考核方式，模拟或真实病例诊治、
门诊工作量、师承报告、出师答辩、师承病案分析等，

难以对道术全人信息传承情况进行考核，并且一次

考核不能准确反映真实的传承情况。影响传承效果

的关键除了各种客观条件，如跟师时间、跟师场所、
名师出诊情况等传承过程中的传承接触外，还有一

些制约传承效果的关键因素。名老中医作为传承的

输出端，应做到应传尽传，开放包容，指导点评，不守

不传之秘，造福大众; 弟子作为传承的输入端，应做

到能承尽承，开拓创新。
名老中医传承的成果不应局限于几名弟子出

师，若出师之后不再进行跟踪评价，弟子便没有继续

传承和学习老师经验的动力，常止步于工作忙碌等

客观原因，忽略传承成果的后继产出和拓展，所以应

该建立长效、动态的传承评价体系，如积极促进师承

的成果转化、经验推广、育人育才长期跟踪机制。跟

师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个人成长和获得名师弟子称

号，而是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以传承创新名老中医经

验、光大学脉、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为己任。传

承甚至不应囿于门派，传承人需要多临证，多拜师，

融会贯通，促进合作，从师门内传承拓展到师门外传

承，惠及广大民众，以促进中华民族健康事业为目

标。全人传承解析模式要素及过程如图 2。
6 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充分融合———传承扩展

当前的院校教育不断融合师承教育，北京中医

药大学的本科生从入学后就安排跟诊学习，近身侍

诊，将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培养要素充分融合，有利

于更好地进行中医传承。师承教育中所获得的各项

道术精华可以融入院校教育的人文素养、健康素质、
专业素质、传统文化素养、科学文化素养中。传承者

在跟师或实习、见习过程中应该注重各个传承要素

的学习，除了临床经验，还应注意学术思想、医患互

动、人文文化等方面的传承，并拓展到为人之道、为
医之道、为师之道、为学之道的深度传承。师承教育

的道术成果是来自名老中医的思政元素，培养学术

仁爱、勤勉、担当、创新等各方面能力，树立活态榜

样，言传与身教，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最终达到依

托院校教育，融合师承教育，提倡全人培养，为培养

优秀的中医药传承人才而努力。
7 小结

综上，传承应该是道术全人传承，传承内容可以

上升到“三观”传承的高度，人的一切外显行为、语

言、思想等均是由“三观”决定的，传承者应该对老

师的为人、为医、为师、为学等各方面进行传承。传

承过程注重多重环境、多元方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开展全面传承。传承输出方应做到应传尽传，

开放包容; 传承输入方应做到能承尽承，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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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人传承解析模式图

Fig．2 Whole person inheritance analytic pattern diagram

传承的评价亦应该包括“道”与“术”2 个方面的内

容，而不应该局限于对医疗技术的传承及评价，应该

建立长效、动态的传承评价体系。期待未来院校教

育能够有机融合师承教育要素，构建全人教育模式，

促进中医药全人教育模式推广。
本项研究过程中，几位名老中医先后仙逝，我们

无比悲痛，同时深感吾辈责任之重大，活态传承之急

迫，名老中医传承事业时不我待，我们将与所有致力

于名老中医传承事业的同道一起，为名老中医经验

和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贡献毕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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