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浙
江省名中医、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教
授……在宁波，从医50余载的洪善贻是位
威名远播的大师。但在洪老心里，自己就

是一名守护与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匠人。
洪善贻教授师从张明权、徐嵩年、

钟一棠老先生，在各位大家的学术经验
基础上，发扬创新，在老年病、内科杂病
及肿瘤的治疗上有较深的造诣和独到

的见解。
先生提出了“脾(胃)肝(胆)同属中

焦，为全身气机升降之枢”，“治脾胃以
安五脏”的学术理论；认为“调理脾胃为
医中之王道”；主张治脾胃病的要领是
平衡，调升降，顾润燥，适寒温，识通补；
善于从脾胃入手调治其他慢性疾病。

在肿瘤的治疗上，先生临诊时以扶
正 为 先 ，认 为 恶 性 肿 瘤 的 本 质 就 是

“虚”，应属“正虚邪实”(本虚标实)，归纳
其核心为“积”(久)和“毒”(深)，为相互交
错联系的两个方面，扶正补虚贯彻在恶
性肿瘤治疗的全程，同时重视顾护脾胃
之气，提倡防治结合的方法并运用于肿
瘤治疗的实践。根据癌症的不同时期，正
邪盛衰的不同情况，以决定补虚泻实的
主次轻重，对肿瘤进行分期治疗，早期以
攻消为主，中期以消补兼施、多法并举，
晚期以补中寓消、养正除积。临床获得了
良好的疗效。

先生认为，老年病虽与肾脏密切相
关，医者多以补肾益精为其治疗大法，
先生还强调从调补脾胃来论治，以后天
之精来补充先天之精。内科杂病治疗
上，先生强调未病先防、有病早治、既病
防变、既愈防复的“治未病”思想，并善
用膏方调治内科杂病。

守护与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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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贻善

宁波中医文化源远流长，历代名医辈出。唐有陈
藏器；宋元明清有日华子、臧中立、滑寿、吕复、王
纶、高武、赵献可、高鼓峰、柯琴等名家闻世；近现
代则有范文虎、陆银华、裘沛然等享誉杏林。新中国
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的中医事业获
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期间涌现了一大批名中医，如
钟一棠、张沛虬、赵炯恒等，或是国家级名医，或是
省级名医，皆以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而德泽百姓，蜚
声省内、国内。

这些中医大家用自己高超的医技，为宁波人的健
康保驾护航。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甘作人梯，诚心育
才，桃李满枝，为中医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接班人。

三根手指，七代相传，
董氏儿科发展至今已 200 余
年 。 而 如 今 的 “ 掌 门
人”——国家名老中医第六
代传人董幼祺更是将董氏儿
科发扬光大。

1953 年，董幼祺出生于
董氏中医世家，耳濡目染，
儿时的他就会背诵 《汤头
歌》《药性赋》 ……看到父
亲白天黑夜地在家里为病人
搭脉开方，年幼的他就有一
个心愿——长大后也要像父
亲一样治病救人当医生。

从医 40 多年，诊疗 100
余万人次。董幼祺在学术上
创立了诸多治疗思路和法
则，如“调治儿病，注重脾
胃 ”“ 活 血 透 疹 法 治 疗 麻
疹”等，并继承和创新了小
儿外治法，丰富了儿科临床
的治疗手段，在临床上发挥
了卓著的疗效。

而最让老百姓津津乐道
的是他妙手回春的故事。有
一个仅一个半月大的婴儿，
疑 是 “ 石 骨 症 ”， 肝 脾 肿
大，全身骨骼普遍性致密硬
化。西医治疗“石骨症”，
目前惟一有效的方法是骨髓
移植。可该婴儿这么小，骨

髓移植有困难。董幼祺分析
认为，患儿因血虚而致血
瘀，导致骨细胞发育不良，
由此采取壮肾健脾、治血养
血的治疗法则，以熟地、龙
骨、党参、淮山、当归、川
芎等药为主，对症加减施
方。让患儿家长惊喜的是，
一年后，患儿经检查骨骼发
育正常。

这样的案例还有好多，
董幼祺的声名远播全国各
地，北京、上海、福建、广
东等地的家长常抱着患儿慕
名而来，许多病人家属为了
挂上他的号，凌晨两三点就
排队等候。

“董氏儿科不仅是宁波
的，更是全国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作为董氏儿科的传
承与弘扬者，董幼祺在倾囊
培养弟子的同时，还被聘为
国家 （上海） 儿童医学中
心、上海名老中医诊疗所特
聘教授，并成立了董氏儿科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基
地、全国及浙江省董幼祺名
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上海“海派中医流派传承研
究 基 地—— 董 氏 儿 科 ” 基
地、诊疗研究中心等学术传
承研究的平台。

董幼祺先后获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第四届中国
医师奖、全国卫生系统先进
工作者、浙江省卫生系统优
秀共产党员，宁波市“甬城
英 才 奖 ”、 宁 波 市 十 大 名
医、宁波市有突出贡献奖专
家、宁波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称号。

三根手指，七代相传

董 祺幼

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浙江省名中
医，第二批浙江省国医名师，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从医 50 载，王晖擅
长运用气病理论诊治内科杂病，在省
内乃至华东地区都具有较高声誉，并
摘得荣誉无数。但在患者们眼里，王
晖就是位身怀仁心、视病人为亲人的

好医生。
王晖常教导学生：“德不近佛者，

不可为医也。”这是他对医生这一崇高
职业的解读，亦是他始终坚守的职业
标准。每天天不亮，他就出门上班。
有些患者 6 点多就来到诊室门口等
候，看到王晖医生来了甚是意外：“您
这么早就到了？”没想到他却连连道歉

说：“医生应该比你们来得更早才对。我
早点看诊，你们就可以早点回去啊！”

事实上，王晖不仅天天早到，还常
常晚退。慕名找他看病的患者来自全国
各地，对于没挂到号的患者，王晖医生
往往都会给他们加号，不让病人空跑，
所以常常坐完诊已是下午一两点钟了。

王晖不仅医术精湛，待病人更是亲
人般有爱。有一段时间，50 多岁的邵阿
姨成天心悸、烦闷，短期内体重下降了
三四十斤，感觉人生无望，甚至都不敢
出门。当她说完自己的病情后，王晖医
生说：“你放松心情,配合治疗,这病肯定
会好起来的。”还真诚地握住患者的手，
鼓励其振作信心，战胜疾病。邵阿姨瞬
间热泪盈眶，她说自己好久没感觉到这
么温暖了。

按王晖医生的药方服药后,邵阿姨
的身体和情绪一天天好了起来。现在
她一直按时复诊，身体和精神状态都
在不断改善。“要不是王晖医生,我可
能就这么一天天消沉下去了,真的很感
激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其实，像邵阿姨这样的病患很多
很多。采访中，王晖的学生告诉记
者，经常有病人为了感谢他送礼表心
意，但老师一律不收，实在退不掉
的，就转交到医院监察室。

如今，年近八旬高龄的王晖医生依
然活跃在临床第一线，2011 年，他被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第二批全国名
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

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也

在 众 多 的 杏 林 高 手
中 ， 林 吉 品 年 纪 不 算 太
大，但是他身上的荣誉却
长长一串。

从事中医药临床工作 40
余年，林吉品的年门诊量在
万余人次以上，主要从事中
医内科疾病诊治。

林吉品擅长运用中医药
对脾胃病的治疗，特别是对
慢性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
炎伴肠上皮化生、轻—中度
异型增生等胃的癌前病变的
治疗。他摸索和积累了较为

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体会，总
结提出了治疗该病的“三步
疗法”，即“消除症状、祛
除病灶、善后调理”。因诊
疗效果好，不仅舟山、台
州、绍兴等周边地区的患者
前来寻诊，甚至还有天津、
山东、江苏、上海、大连、
重庆、甚或北京及深圳的患
者慕名而来。

针对恶性肿瘤的发病现
状和治疗状况，林吉品通过
长期对恶性肿瘤的治疗，逐
渐探索出中医药在恶性肿瘤
治疗中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思路，
受到同行的认同和关注。他
认为，在恶性肿瘤治疗中，
中医药应主动介入，而中医
药的治疗作用，不是追求特

异对抗肿瘤的方法，而是紧
紧依靠人体具有的强大的自
我抗病能力、自我修复潜
力，以及自我调节功能，以
帮助、调节和推动人体实现
自我修复的能力。通过长期
的临床实践，林吉品对恶性
肿瘤的中医药治疗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体系。扶正祛邪是
目前公认的中医药治疗恶性
肿瘤的正确思路，但如何扶
正，有诸多意见。林吉品认
为，诸多抗癌方法，皆能损
伤胃气，因而治疗中应时时
以胃气为重，顾护之，鼓动
之。

林 吉 品 还 兼 治 疑 难 杂
病，诸如脑梗后遗症、带状
疱疹后遗症、慢性肾病、慢
性肝病、老年痴呆、哮喘、
肺气肿、咳嗽等。如治疗一
例腹茧症患者，上海明确诊
断为腹茧症，拟手术治疗，
因经济等原因试以中医药治
疗，林吉品以活血、理气、
通腑之法为其调治，近10年
来，患者病情基本稳定。

中医药介入治疗肿瘤

曾经有位宁波医生，两次代表
中国参加援马里医疗队。刚到马里
的第一天，就有一名 30 余岁的青
年因腰挫伤被抬进诊室，这位宁波
医生给这名病人针灸，做完针灸治
疗后，患者可以站起来行走了。患
者直夸“中国的针灸很神奇！”

这位宁波医生就是浙江省名中
医王明如。那是20世纪70年代至80
年代的事情。第二年，马里总统穆萨
达拉奥雷慕名前往寻医王明如，王明
如为他配制了“归脾丸”，当夜，一段
时间夜寐不安的总统安然入睡。当
年，马里国家核心报刊—发展报和
发展周报对王明如的事迹专门进行
了报道。

1954 年，鄞州人民医院张百川

老师招收学徒，原本准备入读邮电
学校的王明如参加招考，居然从
300余人中脱颖而出，成为7个学徒
之一。从此，他踏上了中医，这个自
己钟爱一生的事业。

王明如后又入读宁波医学院，
从学校毕业后，他到宁波市第一医
院从医，师从王庆澜，成为近代名医范
文虎的第三代弟子。范文虎是民国时
期中医界的一个标杆，他的医德医术
深刻地影响了王明如。

“白天悬壶晚上书”，这七个字
是王明如医生生涯的最好写照。一
到晚上他就在家里的写字台前坐
定，开始学习。他爱学经典，还爱抄
经典。从医 60 年，他积累了 40 多本
厚厚的笔记。他说，学中医需要兢兢

业业、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用摘抄
锤炼中医基本功，每天记录笔记，静
下心来做好中医这门深奥的学问，
每日能有一得，日久必定大有裨益。

王明如说中医不懂中药不算是
一名好中医。所以，他把每一味中药都
详细地做了记录。翻开他的笔记本，左
侧是药材的自画图，右侧是药材的功

效、性味归经、中药辨识以及典故等等，
图文并茂。

“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他
很推崇这句话。从医近 60 年，他一
直坚持每日坐诊。临证他强调“辨
病”需与“辩证”相结合，先“辨病”，
再“辩证”，强调中西医融会贯通，不
可失偏颇。

马里人眼里的中国神医

他们他们，，都是宁波的都是宁波的杏林高手杏林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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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研究中的董幼祺

林吉品悉心指导学生

王明如门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