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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了巨

大贡献,其中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实践功不

可没。 “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中医药发展应当总结

中医优势病种和临床基本诊疗规律,挖掘民间优秀

中医诊疗技术和方药,全面系统地继承名老中医专

家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推动我国中医药事业发

展,为中医学走向世界奠定坚实的基础。 大数据时

代的到来,为具有大数据特征的中医学术思想的传

承提供了良好的机遇[1] ,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从众

多复杂的文献中创新出新的传承方式。 将名老中

医学术思想传承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对其进行

更有效率的传承,进而培养大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

及临床实践水平的青年中医,对推动中医人才培养

和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将国家级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传承现状进行整理分析,并针对

其存在的问题思考应对策略。
1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传承的重要性

　 　 名老中医是将前人经验、中医学基本理论与自

身临床实践相结合来解决临床当中所遇疑难杂病

的典范,代表着当前中医学学术思想水平和临床发

展水平的最高境界,是当代中医学学术和临床发展

的杰出代表[2] 。 其学术思想是通过长期临床实践

和理论研究凝练而成的精华,具有极强的学术研究

和临床指导意义。
2　 传承现状

　 　 现阶段国家对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的传承十分

重视,然名老中医思想传承方式尚无统一标准,传
承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

面进行。 庞博等[3] 提出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传承方

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传统归纳总结式继承方法、学习

型继承方法、基于临床的继承方法、基于药物研发

和实验的继承方法以及借助现代大数据处理的继

承方法,推动了中医临床学术的发展。 近些年提出

与科学技术相结合传承方式,采用理论文献传承、
临床实践传承、医案信息收集处理、学术流派传承

等方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目前仍存在不足

之处。
2. 1　 理论文献传承现状　 名老中医思想经验代表

着中医学术发展的方向,是理论创新的前沿,作为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的载体,文献是描述其临证经

验、科研成果、学术思想的一种方式,是对成果进行

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4] 。 理论文献是名老中医临

床学术生涯的精华,对于其论文著作研究是传承必

不可少的一步。 当今部分青年中医及学生出现基

础理论不扎实,临床中难以运用中医思维进行疾病

诊疗,临床实践能力难以提高等问题,皆是由于缺

乏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尤其是对经典及文献的学

习。 任应秋[5] 认为思路方法是进行疾病诊疗的关

键,而这些皆来自于对理论和经典的学习。 现今文

献研究多是对前人的经验进行分析总结,缺乏将其

总结成果应用于临床的相关研究,且多为群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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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目前临床研究大部分是以单病种因素为研究

中心,以同质性群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流行病学研

究方法,较少地对其他干扰因素进行控制[6] ,难以

体现出中医个体化诊疗方案。
2. 2　 临床实践传承现状　 目前临床实践方式主要

有师承教育和学院教育。 师承教育主要为老师和

学生互相选择,双方积极主动性较高,极大提高了

学习和教学的效率。 首先,其注重个性化培养,强
调师门特性,有一定的特色,但同时也有一定局限

性,易形成一种学术流派,难以创新。 其次,师承教

育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不利于学术思想之间的

相互交流学习,对于培养大量的中医人才也有一定

的劣势。 而学院教育有坚实的理论结构框架,对于

学生而言基础知识掌握比较牢固,知识面比较广,
但千篇一律,缺乏实践,广而不专[7] 。
2. 3　 临证医案收集、处理现状　 目前,对于患者病

案资料的收集多是通过门诊和住院系统,但不同

的医师对同一疾病描述不同,为进一步研究造成

了一定的困难。 一方面,在对患者个体化治疗效

果评价方法中,原始研究资料的采集和数据转换

的质量把控等方面均未得到满意解决,对于信息

采集仍缺乏统一的标准,得出来的数据难以进行

进一步推广[8] 。 另一方面,在临床信息生成阶段

尚无统一标准,名老中医描述疾病信息方面仍具

有一定的不规范性。 在对名老中医文献资料、医
案、病例录入时由于缺乏对信息录入人员的统一

培训,常出现信息录入不规范的情况,对进一步处

理数据造成影响。
进行名老中医经验传承研究过程中利用信息

和数据处理技术仍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在数据

库管理当中,需要具有扎实的临床基础知识,并熟

知数据挖掘工作的相关研究人员参与,才能达到

数据收集和处理的真实及确切性。 第二,在信息

采集的结构化问题当中,出现专业术语未达规范

化的问题。 第三,在数据挖掘理解和分析中,常过

度依赖数据或过度注重个人经验总结,须坚持“人

机结合”原则,不可过度依赖一方;缺乏对比研究,
应对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比

较,总结出共性规律及个性差异。 第四,未保留中

医数据的动态性及整体性,对于动态数据必须跟

踪记录,如舌苔、脉象、症状、体征等变化,才能获

得疾病的动态演变规律;中医学的“病因-病机-症
状-证型-治法-效应”是一个有机整体,在保留数

据时应完整记录,才能从多角度研究相互之间的

关系[9] 。
2. 4　 学术流派传承现状　 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是

在长期历史发展及沉淀过程中完成的,具有代表性

学术思想或独特的临床诊疗经验,同时具有一定的

历史影响力及公认度,例如伤寒学派、易水学派、扁
鹊学派、攻邪学派、丹溪学派、温补学派、寒凉学派、
河间学派、温病学派以及中西汇通学派等,传统学

术流派也出现了吴中流派、岭南流派、湖湘流派、齐
鲁流派、永嘉流派、钱塘流派、孟河流派、御医流派、
新安流派等地域性学术流派,还有骨科、妇科、儿

科、喉科、针推、外科等专科流派[10-11] 。 中医学术流

派传承是推动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推动临

床实践的不竭动力。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以及各种新兴科学技术在文献研究方面的应用,提
高了对名老中医学术流派的的文献研究水平,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学术流派研究客观化,中医流派的

学术影响力、人物相关性、传承稳定性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加强,从而可对其进行更大限度和深度的研

究[12] 。 目前中医流派特色逐渐凋亡,已经成为发展

中医特色传承的一道障碍[13] 。 与此同时,中医药教

育培养模式日趋走向一元化,独具特色的流派思想

和地域特征在当代医疗教学当中难以融入其中,逐
渐淡化了学术流派特色及医者的个性,中医优势逐

渐消亡[14] 。
3　 传承应对策略

　 　 名老中医经验传承是中医学的特色,能将名老

中医独特的医学技术和诊疗经验进行继承;同时也

是中医学发展的难点,难以对其经验思想及临床实

践进行标准式全面化推广。 为将名老中医学术思

想进行更好的传承,必须尊重传统师承教育方式,
深入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及理论。
3. 1　 基于经典学习的传承优化 　 经典是中医精

髓,中医的继承和发展离不开经典的学习。 中医经

典是著名医家所编撰的在理论和临床上都有重要

指导意义和理论突破的重要经典著作,以及与中医

学相关的哲学、文化、宗教、天文、地理等方面的著

作[15] 。 《黄帝内经》 《难经》 《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

草经》为中医学的“四大经典”,对于理论和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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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具有重大意义。 只有认真地学习和体会经典

的精髓,才能够更好地传承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形
成自己独特的中医思维模式,进而提高自己的临床

实践能力。
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要想深入地

学习中医必须熟知传统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和

中医文化二者相互促进发展,中医药受中华传统文

化中哲学、政治、宗教、伦理道德的影响,系统地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习,对母体文化审视,才更加

有利于中医文化的传承[16] 。
师承是传承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的载体和重要

途径。 现阶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承认师承教育,这
样会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投身于中医传承事业当中。
郑日新教授在接受“家传医学”和“院校教育”两种

模式的基础上,广泛拜师,先后师从于郑景岐、干祖

望、谭敬书等 6 位老师,最终创新发展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学术思想[17] 。
3. 2　 基于现代理论技术和平台的传承优化　 完成

中医学学术思想的传承,需要中医理论模式实现

现代化,而中医理论模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找到

与中医整体观相符合的科学理论基础。 近年来新

兴的系统科学与中医整体观理论高度一致,可以

将其作为解读中医学科学性的理论基础。 系统科

学是研究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关系、演化和调控规

律的科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 在

保留中医整体性的条件下,通过复杂系统论中的分

析方法,可帮助中医实现现代化,完成学术思想

传承[18] 。
进入新世纪,经过不断发展,数据挖掘成为研

究中医的一种热门方式,中医数据挖掘以传统中医

典籍、现代中医文献或者名老中医医案为蓝本,进
行数据处理后,运用描述性分析、监督学习方法(判

别分析、多元性回归分析、贝叶斯网络、人工神经网

络、决策树、Logistic 回归分析等)、无监督学习方法

(聚类分析、关联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子等)多

种数据挖掘手段[19] ,探究名老中医的学术特点,为
其传承提供了途径。

慕课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慕课模式

下,各个学校的课堂教学、各个学科的精品课程、学
生学习进度、相互交流过程、学习体验等都得以完

整地、系统地被网络在线实现[20] 。 对于学生可以随

时随地反复进行课程学习,同时开放有留言区,可
以和教师同学进行远程交流。 而微信、QQ、各种直

播平台的出现对于中医学的交流传承起到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
3. 3　 基于真实世界理论的传承优化　 真实世界研

究是国际上在实用性随机对照试验( RCT) 的基础

上提出来的一种概念和方法,通过真实世界的样本

来反应真实世界的总体[21] 。 真实世界研究为日常

诊疗活动的记录,在数据记录时是可以不考虑研究

的方法和目的,真实有效地记录与诊疗活动有关的

信息,很好地遵循了完整性原则,并保留了中医学

的特点,从而更有利于经验的广泛传承和推广[22] 。
在传承过程中医者可以再结合个人经验和临床实

际情况对总结经验进行创新运用,并用真实世界研

究(RWS)方法再次进行验证,此种模式一方面继承

了传统跟师模式接触病例系统全面的特点,同时也

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提高了传承效率[23-24] 。
4　 总结与展望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是中医药创新与发展的源

泉,其传承工作任重而道远,是理论与实践的重要

载体,同时名老中医是中医传承的重要纽带。 传承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不仅对推动中医药

学术进步具有积极作用,也对培养新时代青年中医

具有推动作用。 目前,传承方法无论是拜师跟诊、
文献资料研究,还是充分利用数据挖掘技术、现代

信息科学技术、现代统计学方法等方式,都必须遵

循“理论-实践-科学技术” 三者相结合的模式和

“临床采集-数据提取-试验验证-临床应用”的流

程,这样才能对名老中医学术思想进行更好地

传承。
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我们要抓住机遇,不断

开发中医学习交流平台,完善相关信息管理制度、
实现中医医案数据的标准化和结构化,将系统论与

中医相结合,推动中医临床真实世界的研究,同时

也应提升中医药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文化创新发

展,才能更有利于名中医学术思想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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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天士的静养之道(二)
　 　 节劳戒怒

静与动相对,静养之要在于形神俱静,身之过动,则劳其形,神之过动,则劳其神,故宜节劳戒怒,形神皆静。
节劳,指过度体力劳动的形劳、劳神过度的心劳及恣情纵欲的房劳均需要有所节制。

叶天士言:“病君相上亢莫制,都因操持劳思所伤。 若不山林静养,日药不能却病。”(《临证指南医案·虚劳》)
指出过度操劳思虑,是导致疾病的关键因素,单纯依赖药物往往不能取得显著疗效,唯有摈弃烦琐之事、抛开心中愁

忧和戒掉过激情绪,节劳安神,才能彻底治疗疾病。 叶天士虽然谈到“山林静养”的生活方式,但更强调独善其身,
修身养性。

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和缺乏节制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导致现代人亚健康和疾病状态的两大因素,而从叶

天士等古人的养生智慧中汲取经验,节劳戒怒,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虚损静养

虚劳又称虚损,是中医学的特有病名,指多种慢性虚弱性证候的总称,过度透支导致的亚健康状态及多种现

代慢性疾病均可归属于虚劳的范畴。 此类虚损劳伤应根据病情加以静养。
叶天士指出:“渐延劳怯之途,勿忽视之,须静养为妙。”(《未刻本叶氏医案》)意思是,日常生活中的劳累,

虽小但不能忽视,要及早地静养治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在身体和心理略有疲劳之感的时候,就秉承静

养身心的观念,从生活方式、精神世界去与自己和解,也许就会减少许多疾病的发生。
又言:“久虚不复,不徒恃药,当以静养身心为要。”(《眉寿堂方案选存》)即针对长期虚损日久不愈的情况,

不可单纯依仗药物的作用,要将静养身心作为主要治法,才能更快痊愈。
在喧嚣中寻找宁静,于静养中获得健康。 我们不妨学习叶天士静养之道,从传承千年的中医药智慧中领会

摄生颐养的秘诀。 (姚鹏宇,http: / / www. cntcm. com. cn / news. html? aid = 19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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