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27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王思达 视觉编辑：喻萍10 人物

阅读提示

李佃贵教授荣获“国医大师”称号的同
时，一个问题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国医大
师”评选活动已经举办 3 届，全国先后诞生
了 90 位“国医大师”，而作为医药大省，我省
获评专家仅有 2 位，更可惜的是，第二届当
选的李士懋老先生已于2015年去世。

作为医药大省，我省如何走出更多的
“国医大师”？

河北不仅有素以“药都”和“天下第一药
市”享誉海内外的安国，而且名医大家辈出。
譬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被列入“金
元四大家”中的刘完素、李杲，中医易水学派
创始人张元素。到清代，有著书《医林改错》
并创制一系列活血化瘀汤的王清任。此后，
又诞生了近代中国中医学界的医学泰斗、创
办我国第一所中医医院的张锡纯⋯⋯

今昔对比，人们希望河北出现更多的
“国医大师”。

业界认为，“国医大师”稀缺的表象下，
背后是中医药“气血不足”的尴尬现状：中
医药继承不足、创新不够；中医药人才储备
不足、中医思维弱化；中医药资源破坏严
重⋯⋯这些问题的形成，与中医人才培养模
式、中医药发展的扶持力度等深层次问题密
不可分。

俗话说，“中医认人，西医认门”。中西
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人
才培养模式的不同。中医讲究师传，问病、
诊脉、辨证，都要在跟师看病、抄方等临床实
践中，逐渐理解中医知识。但由于历史原
因，我们现行的中医教育存在着严重的中医
西化、中医教学课本化问题。

要扭转中医院校毕业生没有中医思维，
“学中医的不信中医”的现状，需要通过教学
改革，按照中医的人才培养特点，设置相关
课程和专业，理顺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原本

“两张皮”的教学流程，寻找师承教育与院校
教育的最佳结合点。

可喜的是，改变已经出现。
近年来，我省建立了中医继承工作导师

库，积极开展省级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此外，省中医学院组建的扁鹊实验
班，从大一起便配备基础导师和临床导师，
提前三年跟师临床，正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医
人才培养规律的教学新路。

这样的探索，我们希望多多益善，而且
能普及到更多的中医学子和从业者。

而在“学中医的不信中医”之外，“办中
医的不姓中医”也同样值得注意。

相比西医，中医具有“简便验廉”的优
势，但在经济效益面前，一根针、一把草远不
如一次输液受青睐。

目前，我省基层中医药三级服务网络逐
步完善。但在完整架构的同时，“办中医的
不姓中医”背后的经济因素更值得关注。如
果这些背后的利益驱动问题得不到有效解
决，中医药推广势必仍将困难重重，而这也
直接关系到中医人才积极性的发挥以及中
医人才的稳定性。

在考虑调动医院推广中医药之外，调动
患者积极性同样必不可少。

由于中医药不仅可以有效治疗一般常
见病、多发病，还在治疗慢性病、肿瘤以及

“治未病”和亚健康调理方面效果明显。近
几年，中医在民间有了升温态势，越来越多
的人用脚投票，选择中医治疗。

但很多中医药项目，不在医保支付范
围，或医保报销比例偏低，遏制了患者选择
中医药的积极性。

针对这个问题，邯郸进行了改革尝试。
《邯郸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方法
（试行）》提出，普通门诊中医特色治疗和中
药支付比例为 50%，可按规定享受门诊慢病
待遇。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起付线执
行与当地综合医院下浮一级的标准。住院
使用中药（目录内中药饮片）支付比例为
100%。

这样的政策值得肯定，因为它既能把医
保实惠给予群众，又降低了医保整体支出的
费用，同时也有利于中医药在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从屠呦呦凭借青蒿素摘得诺贝尔奖，到
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我国首部中医药
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都在促使人们关注中国传统医药。中医药
振兴发展迎来大好时机。

借此东风，如何让医药大省走出更多的
“国医大师”，还需要一剂直击病灶、着眼宏
观的良方。

文/记者 周聪聪

在今年6月
底 举 行 的 第 三
届国医大师、首
届 全 国 名 中 医
表 彰 大 会 暨 座
谈会上，河北省
中医院专家、河
北 中 医 学 院 教
授 李 佃 贵 荣 膺

“国 医 大 师”称
号。

作 为 我 国
中 医 领 域 的 最
高 荣 誉 ，每 届

“国 医 大 师”评
选，都会在全国
医 疗、教 育、科
研 等 机 构 从 事
临 床 工 作 的 中
医药人员中，逐
级 推 荐 评 选 出
30位名医大家。

由 于 首 创
中医浊毒理论，
成 功 逆 转 了 慢
性 萎 缩 性 胃 炎
伴肠上皮化生、
不 典 型 增 生 等
胃癌前病变，李
佃 贵 教 授 成 为
本 届“ 国 医 大
师”评选中我省
唯一的入选者、
我 省 第 二 位 获
此殊荣的中医，
也 是 全 国 最 年
轻的国医大师。

李佃贵

：法古准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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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大省如何走出
更多“国医大师”

李佃贵结合具体病历李佃贵结合具体病历，，和学生们研讨问题和学生们研讨问题。。 河北省中医院供图河北省中医院供图

为及时了解病人病情变化情况为及时了解病人病情变化情况，，李佃贵坚持每周亲自巡查病房李佃贵坚持每周亲自巡查病房。。
河北省中医院供图河北省中医院供图

匠心：师古而不泥古，首创
浊毒理论

“五年大学，你们主要是学知识，而步
入工作岗位，你们要学智慧。有了智慧，
你们才能在前人的知识上创新，才能成为
一名真正的好中医。”

6月28日上午，河北中医学院举办毕
业典礼。虽然没有在典礼上发言，但主礼
嘉宾李佃贵还是成了学生们追捧的“偶
像”。当天下午即将前往北京参加第三届
国医大师、首届全国名中医表彰大会暨座
谈会的他，被学生簇拥着要求“一定要给
大家讲两句”。

这番话，与其说是对年轻人的寄语，
不如说是他50年从医经历的心得。

在李佃贵的眼里——知识是前人的
总结，而智慧才能引领创新。

李佃贵荣膺“国医大师”，正是源于这
种创新。

在位于省中医院四楼西南角的名医
堂办公室里，近 3 万份病历装满了两个高
2 米、宽 1.5 米的大书橱，而这些病历的主
人，绝大部分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

在所有消化性疾病中，萎缩性胃炎是
最严重、治疗起来最棘手的病症，一些病
人还伴有肠上皮化生、不典型增生等癌前
病变，医学界一直流传着“胃癌前期病变
不可逆转”的结论。

但李佃贵却扭转了这个论断。
他首创“化浊解毒”疗法，利用“疏肝

和胃、活血祛瘀、化浊解毒、健脾和胃”四
步调胃法，治疗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
或不典型增生，经大量临床证明，有效率
90%以上。

“‘浊毒理论’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治愈
率上，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中医药发展的
与时俱进。”省中医院脾胃科主任刘建平解
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疾病谱正由以
前的感染病、急性病为主，转为现今的慢性
病、亚健康状态为主，面对疾病谱的新变
化，同样是治胃病，原来采用健脾、温中、和
胃的办法，已经难以收到良好效果，但“浊
毒理论”给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国医大师’评选已经进行了三届，
先后评选出的‘国医大师’总共 90 名，但
像李老师这样进行理论创新的屈指可
数。”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倩介绍，在多年的
临床实践中，李佃贵一贯主张“师古而不
泥古，承古而更重创新”。

背诵经典药方，一直被奉为中医学习
的不二法则。虽然对经典名篇信口拈来，
但李佃贵却更看重“悟”。“前人的经典古
方是知识，自己悟出来才是智慧，有知识
没智慧，背得再滚瓜烂熟也没用。”

“浊毒理论”的提出，就全凭这个“悟”
字。而出人意料的是，“触发机关”竟是一
个垃圾桶。

“是垃圾招来了苍蝇，垃圾招来了苍
蝇⋯⋯”30 多年前，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
医院的一间单身宿舍里，李佃贵望着窗外
一个刚刚被自己“请”出去的垃圾桶，嘴里
念叨着这句话。

一个长期困扰他的谜团，正逐渐解开。
1928 年青霉素的发现，对许多细菌

性疾病的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几十
年过去了，抗生素并没有降低细菌性疾病
的感染率，新的细菌和病毒甚至一些“超
级病菌”仍在不断产生。

当时对这个问题满是困惑的李佃贵，
还是省三院中医内科教研室的一个普通
医师。和他同住一间单身宿舍的是医院
的一名花匠，由于身患气管炎和肺气肿，
花匠经常咳嗽，咳出的痰便随口吐在床边
的垃圾桶里。一到夏天，垃圾桶引得屋里
苍蝇不断，喷了杀虫剂，不一会儿，苍蝇又
满屋乱飞。

有一天，趁花匠回老家，李佃贵把垃
圾桶放在了院子里，没想到，屋里的苍蝇
一会儿便没了踪影。

“垃圾就好像人体内不干净的浊毒，
苍蝇就好比细菌，是浊毒产生了细菌，而
不是细菌产生了浊毒。”李佃贵介绍，“浊

毒理论”其实是历史留下的一个重要课
题，《黄帝内经》就有关于“浊”“毒”的提
法，不过一直没有系统成一个理论。

从一个最简单不过的生活常识，李佃
贵悟出了“浊毒理论”的研究思路。

医心：病人是最好的老师，
无论何时都要善待

6 月 26 日，星期一，14 时 22 分，省中
医院四楼名医堂。

结束坐诊的李佃贵走出诊室。连续
坐诊 6 个多小时、接诊 83 个患者后，67 岁
的李佃贵此时嘴唇紧抿着，神情也有些倦
怠，碰见熟人打招呼，也没有精力多做寒
暄，只是微笑着点点头。

“因为下午 3 点有个研讨会必须参
加，今天没敢多加号，这已经是结束早的
了，我们先去食堂吃饭。”助手刘小发说。
此时，他身后的李佃贵脚步有些迟缓。

“是医生救病人，还是病人救医生？”
这是李佃贵接收新学生时，首先会问的一
个问题，“病人是最好的老师，无论何时都
要善待。”

退休前，李佃贵是省中医院的院长。
在任 6 年，即便公务繁忙，他雷打不动地
坚持每周两次出诊。退休后的李佃贵，仍
坚持坐诊——周一、周四上午，在省中医
院坐诊；周二下午、周五上午，在省中医研
究院坐诊；周三在省中医院查房。

“跟李老师坐诊，早餐一定要吃，而且
要多吃。”虽然按照时间表，李佃贵每天坐
诊的时间只有半天，但经常从上午延续到
下午，这已成习惯。坐诊时间长不说，连
午饭也不吃，这一度让很多初来乍到的学
生很不适应。也正因此，学生们私底下达
成了这样的默契。

即便如此，李佃贵念叨的却是另外一
笔账。

“早看完病，病人能早回去，可能就因
为晚一个小时，人家就要多住一晚，住宿
吃饭是不小的花销。”李佃贵的患者里，慕
名前来的外省患者占三四成，很多患者为
了能赶在第二天上午看病，都要提前一天
赶到石家庄。

作为“镇院之宝”，医院考虑到李佃贵
的身体，规定专家号只能预约 25 个，但这
远远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李佃贵主动
要求增加到 50 个号。不过，仍有很多患
者因为挂不上号，会在李佃贵坐诊当天来
碰运气。

为此，李佃贵给助手刘小发“放权”——
外省的要照顾，年老体衰的要照顾。

“几乎每次都要加 20 多个号。”每加
一个号，“手握大权”的刘小发就感觉很为
难，毕竟，加一个号就意味着老爷子的午
饭要继续延后。但有时，刘小发想拦也拦
不住，患者直接推门：“李大夫，您给加个
号看看吧！”李佃贵从没拒绝过。

很多患者曾担心：“这么个大专家会
不会架子很大？”

但只要一见面，这位老中医那不紧
不慢的语气就让患者感觉亲切。

一年前，名医堂来了位奇怪的病人。
“问患者哪不舒服，他脑门都是汗，只

顾擦汗，什么都想不起来。”刘小发说，李
老师见状不仅没着急，反而开始和病人聊
天，“你从哪儿来的呀？你们那里气候怎
么样？”这么一来，患者慢慢放松下来，过
了一两分钟，要说的才都记起来了。

为了最大限度方便患者，李佃贵还用
上了新手段。

“有个患者因工作移居美国，但还想
接着看病，便咨询李老师能不能通过微信
问诊，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李佃贵
的前任助手徐伟超说，因为有时差，问诊
的时间一般都定在早上8时出诊之前。

“每天早上，我们都是被老爷子的微
信叫醒的。”在学生的眼里，衣着朴素的李
佃贵对新事物接受很快。微信刚兴起的
时候，他便请学生帮忙注册微信号，如今
已经称得上资深用户。

可每次一谈起医德，李佃贵便一如既
往地固执，话题动不动便追溯到一千多年
前。“我们那会儿学医，讲的是要‘急病人
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孙思邈讲的‘大
医精诚’，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师心：在传承中医药上，不
讲知识产权

桌椅摆放，在李佃贵的问诊室是一门
学问。

只见东西长 5 米、南北宽 4 米的房间
内，自西向东一溜摆放着三张长方形的桌

子，属于李佃贵的两把转椅，一把紧贴东
墙，一把居于西桌和中桌之间。

这样的设置，让很多初次进入诊室的
人一头雾水，可只需片刻，便能解开其中
奥妙：诊完东桌的病人，李佃贵便起身前
往两桌之间那把转椅；看完西桌患者，原
地旋转，继续诊断中桌患者。

“这样的设置，不仅能节省时间，也便
于学生学习体会。患者候诊时，每桌的学
生都已经提前了解了患者病史和病症等情
况，他们能提前分析病情，然后跟老师的诊
断作比较，发现问题。”刘小发解释道。

李佃贵勤于著作，对中医药事业
的传承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目
前，他主编的《中医浊毒论》等 9
部代表著作已付梓出版，发表、
指导撰写核心期刊论文 200 余
篇，承担省部级科研课题 30 余项。他培养
的学生，大多都已经成为中医药传承的骨
干力量——博士生导师 6 名，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6名，河北省名中医8名，国家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12名，河北省
高层次帮带对象5名⋯⋯

对于这些学有所成的得意门生，练字
帖几乎是段共同的记忆。

“老师对我们强调最多的，就是做临
床工作一定要细心，一个字的错误就可能
使患者丧命。”杨倩说，因此，李佃贵要求
学生写方子的字迹一定要工工整整，决不
能写得洋洋洒洒、龙飞凤舞。

一个学生曾因为在抄方子时药物剂
量 12g 中“g”写得不标准，挨过李佃贵批
评，“‘g’写得不清，拿药的时候很有可能
被看成 9，12g 就变成了 129，这样剂量就
出了大错。”

“李老师为人温和，每次都会讲道理，
但自带一股不怒自威的范儿。要是总犯低
级错误，老师瞥一眼，自己心里就发毛了。”
虽然现在已经是副院长，跟随李老师学习

已是 20 多年前的事了，但直到现在，练字
帖依然是杨倩的一大爱好，“我也要求我的
学生练字，而且方子必须写得清清楚楚。”

传承，就这样代代相传下去。
现如今，年近七旬的李佃贵仍像个

“拼命三郎”一样，忙着带徒弟。
退休后，李佃贵最主要的身份是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会长，虽然只是个虚职，但
李佃贵却乐此不疲。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在省内有50个会
员单位，按规定，每年至少要给每个会员单
位进行一次培训，一周一个，一年就出去
了。”刘小发说，此外，作为全国的知名中
医，李佃贵接到的省外邀请不计其数。

为此，即便已经退休，工作日安排得
满满当当的李佃贵，几乎从没休过周末。
刘小发电脑里那份李佃贵周末行程单，早
已经排到了今年10月份。

“周末都是好几个讲座凑一起，那个强
度，年轻人都吃不消。”去年开春，徐伟超就
经历了一次，“周六一大早，我们从石家庄
飞到合肥，讲座一完，又马上飞到贵州。做
完讲座，我们又从贵州飞到北京，因为老师
第二天一早要在北京开会。”晚上赶到北
京，下了飞机，徐伟超提议叫个网约专车，
可李佃贵为了省钱，坚持倒地铁。

而李佃贵的讲座，也绝非简单地去走
走过场。在飞机、火车上改演讲稿已是李
佃贵的工作常态。

“不到演讲前的最后一刻，演讲稿就一
直在改。”刘小发说，每次接到讲座邀请，李
佃贵都会专门打电话问清受众情况，并根
据受众层次准备讲稿内容——“给基层的
医生培训，语言上要通俗易懂，对三甲级
医院的医生，要讲最前沿的理论。”

“每次讲座，李老师都是倾囊相授。
他觉得，传承中医药，是他义不容辞的责
任。”刘小发说，尤其是下基层，李佃贵提
前准备的幻灯片上，大都是针对某种病症
该开哪种药方，“甚至包括出现复杂症状
时，每种药物的加减用量。”

因为担心老师的身体，学生们没少劝
李佃贵“度个假，休息休息”。可每次都被
李佃贵慢悠悠地“开导”一通：“你这是贪
图个人享乐，光想着休个假陪老婆孩子。”

接着他便开始讲道理：“光想着自己
怎么行？当年研发原子弹，科学家都是住
在沙漠里，老婆孩子几年见不上一面，他
们不照样坚持下来了嘛！”

虽然已经获得了全国劳模、全国中医
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多项荣誉称号，但
学生们却从没听李佃贵讲过什么豪言壮
语，他总是半开玩笑地说：“人分家庭型和
事业型，我属于事业型。”

那份“事业”指的是什么？李佃贵不
说，学生们也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