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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华成才经验与特点

河南中医学院“李振华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研究”课题组撰写

关键词名老中医；@李振华

当代名老中医李振华教授从一个没有高中毕业的

青年，到大学教授以至担任河南中医学院的校长，并在

全国中医界享有一定声誉，象他这样没有进入大学校

f-15受正规学业教育而依靠自学成才的，实属罕见。

现将其成才经验和特点归结如下。

1仁善为本。济世活人

李振华教授出身中医世家，他的第一位医学教师

就是他的父亲。李老的父亲是豫西名医，他常以“仁

善为本，济世成德”的思想作为行医准则来教导年少

的李振华先生，这深深影响了他，并使他牢记在心，并

为之实践一生。

李老曾讲：“作为医务工作者，首先就是医德问

题，医务工作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医生的职业道德，比

其他行业更有特殊性。”李老也常对我们讲，医学是仁

人之术，医务工作者必先有仁人之心，必先有救死扶

伤，济世活人之志，这就是我们学医的动力。这些道出

了李老重视医德、仁善为本、济世活人的医学思想。李

老在60年的医学生涯中，为人治病，从未有丝毫的粗

心大意。对于求诊者，他都是做到细心诊治，一视同

仁。李老现已82岁高龄，仍坚持每周2—3个上午门

诊，不管酷暑严寒，风雪无阻，还经常带病工作。他的

医德、医风受到了广大患者的高度赞扬。李老认为能

够及时解除患者痛苦就是他的天职。这也充分体现了

李老高尚的医德。1958年河南大炼钢铁，李老到舞阳

县参加炼钢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少农民

在背、砸矿石中出现了闪腰岔气，不能行走劳动，经李

老用针刺后溪穴透劳宫穴治疗，均获痊愈；由于锅炉强

光刺激，很多人患上了眼结膜炎，工地没有医药，李老

用针刺患者睛明穴配合谷、通里穴，亦获痊愈。1959

年，河南因缺粮出现粮荒，尤其信阳地区灾情严重，浮

肿病及缺乏营养而死亡者很多。李老参加了救灾工作

组到信阳潢川县，经李老查证当地有医生主要用大量

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课题

利水药物治疗浮肿患者，患者大量排尿，导致低血糖昏

迷死亡。李老改用中药益气健脾温中法治疗，患者浮

肿逐渐消失，随着营养的增加，均恢复了健康。1960

年豫东灾区兰考、民权等县，因营养不良出现一种干瘦

病，人在路上行走，突然昏迷倒在地上，若不能及时得

到救治则会死亡；若给予食物，食后胃部出现一包块，

食物不能消化吸收，仍会出现昏迷，甚至死亡。李老救

灾到豫东，检查此病，分析病理，认为主要因长期胃肠

缺食，营养不良而身体干瘦和血糖低，导致脾胃阳虚，

脾胃无腐熟消化、吸收运化功能，虽进食亦不能变为营

养物质。根据病理，李老用附子理中汤温中健脾和胃，

同时让进流质和半流质饮食，1周后患者饮食消化正

常，恢复健康。

2法于经典。采撷各家

李老幼年学医，其父常对他说，业医者，有学医理

而忽视实践实用，有仅用单方验方而忽视医理，2者均

属偏弊，应理论与实践并重。首先要学习中医理论，打

好基本功。要熟读《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

略》及《神农本草经》《汤头歌诀》等，临床各家学习要

读金元四大家及明清诸名医著作，这样才能学好中医。

李振华教授谨遵家训，身体力行。

对于经典著作，李老学习之初，虽经其父重点讲

解，但对其中医理，不免总觉心中昧昧，很难谈到融会

贯通。对经典著作的重点条文，虽经背诵，也属死记硬

背，不能真正理解。稍至年长，李振华教授开始用哲学

的观点来分析理解中医学的理论，他一边认真学习古

今哲学著作，一边重新阅读《内经》等经典著作，用哲

学的钥匙来打开中医学这个伟大的宝库。李老认为，

《内经》是我国秦汉时代集当代文化、哲学、医学之大

成而托名黄帝、岐伯写出的医学巨著，是以唯物辩证的

观点，以阴阳学说为主，通过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恒动

观、统一的有机论、辩证观等哲学观点，以取类比象的

方法，阐明了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精、津液、神、生

理、养生、病因、病理、诊治大法等。几千年来，为中医

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伤寒杂病论》为东汉末年

伟大的医学家张仲景所著，后世分为《伤寒论》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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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要略》。《伤寒论》辨证的准确和方药之有效，历两

千年而不衰，其中“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伤寒论·太阳病》)，确立了辨证论治的规范。通过

对《伤寒论》112方和83味药物的学习，奠定了李老在

诊治疾病中辨证组方用药的基础。《金匮要略》用脏

腑辨证的方法对疾病的病因、症候、病变部位均做了论

述，并通过辨证，分析不同的证候，确立治则方药，体现

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为后世医学奠定了辨证施治的

准则。对此，李老体会尤深，为其打下了治疗杂病诊治

用药的基本理论基础。通过对经典著作的深入学习和

理解，确立了李振华教授I临证诊治疾病的思维方法、辨

证论治、用药特点的基础。

在法于经典的基础上，李老又善于采撷各家，尤其

注重金元医家和明代名医著作。特别是李东垣的“脾

胃论”对李振华教授影响甚大。李老也非常重视学习

各家温病学的著作，尤其是叶天士的《温热论》和吴鞠

通的《温病条辨》。李老通过对温病各家著作的学习，

为治疗、研究“流脑”“乙脑”“流感”等热性传染病奠定

了学术理论和治疗基础。通过I临床实践，李老提出“热

邪损阴伤正是温病的病理基础”和“治温病重在保存津

液”的学术观点。善于向各家学习，采撷所长，丰富了李

振华教授的学识；通过实践，形成了李老治疗外感热病

和内伤杂病，尤其是脾胃病的医学思想和学术观点。

3虚心求教。务实求真

李振华教授具有精湛的医术，这是他多年来在医

学上能虚心求教，博学多闻，临证理论联系实际，讲究

疗效，务实求真所取得的。李老认为，作为医务工作

者，必须在技术方面精益求精。学医和学习其他科学

技术一样，要想求得医术精深，首先必须勤奋好学，这

是唯一的诀窍。尤其是向名医学习，接受名医指点。

而虚心求教就是勤奋好学的体现。虚心求教要虚怀若

谷，不耻下问。不仅要学书本，向医籍书刊求教，而且

同道之所长、民间单验方、患者以前用过的功效显著的

处方，都是李振华教授随时学习的对象。李老说，学无

止境，要博学多闻，如张仲景所说，勤求古训，博采众

方，虚心学习，永不停滞，从不自满，这样才能使医疗技

术得到不断提高，达到精益求精，成为医术精湛，深受

人民群众拥戴的名医。下面略以举例说明。

早在1954年，李老在洛阳中医师进修班和洛阳地

区西学中班授课时，就曾向闫丽生学习针灸。闫丽生

是著名针灸专家、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承淡安的学

生，针灸水平高。李老通过学习，掌握了针灸医疗技

术，此后用针灸治好了不少病证，受到了群众的赞扬。

1964年，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来郑讲学，李老作为生

活招待，在旁侍诊，跟着学习，通过学习，学会了治疗

心脏病，特别是早搏，如何用炙甘草汤。李振华教授通

晓《伤寒论》“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然

而临床用之，效果往往不甚理想。秦老指出早搏关键

在于心阴不足，心阳虚也有，但更重要的是心阴虚为

主。桂枝不能用大量，如果出现二联律、三联律时，用

I钱，一般用7分。李老对照自己用药，就是桂枝量

大，故收效不佳，以后照跟秦老所用之药及药量，疗效

显著，治好了众多早搏患者，后李老毫不保留将其经验

心得传授门生弟子，使我们也掌握了这一治疗方法。

通过向秦伯未学习，李老也学会治疗心脏病要注意心

阳虚，因为心脏病的死亡主要是心衰，即心阳虚脱。如

何急救回阳成为治疗成败的关键，李老常讲“阳气者，

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对于冠心病患者，

只要能保住心阳不虚，即便是血管有些狭窄，血液也能

通畅；仅注意扩张血管，不增强心脏阳气功能，疗效只

是暂时的。李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治疗冠心病患者，

也收到了佳效。李振华教授还通过病案处方学到了施

今墨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的经验。有一次，施老为某

患者看病，她患的是功能性子宫出血，经服施老所开6

剂药而治愈。李老观其处方和自己所开药物，都是补

中益气汤合归脾汤化裁，除加了阿胶、黑地榆外，施老

还重用米醋6两(16两1斤)，与己不同，且在药物炮

制上，柴胡、白芍都是醋炒，用大量酸涩收敛的米醋来

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李老当时没有这个认识。后遇

此证，李老就用向施老学来的这种方法，每获奇效，且

亦多是6剂药，李老学习并掌握了施老这一宝贵的医

疗经验。

李振华治病注重疗效，勇于实践，务实求真。下面

略举李老对流脑、乙脑和肝硬变腹水的治疗。

早在1956年冬末和次年春，洛阳地区流行脑脊髓

膜炎，1个多月仅伊川县就死亡70多人。专署卫生局

组织李老等治疗，李老深入了解病情，认为该病属于中

医温病的春温病。根据病情经用银翘散合白虎汤加

减，热人营血用清瘟败毒饮加减配合安宫牛黄丸等，治

疗近20例，全部治愈。后又到宜阳、偃师、三门峡等几

个县，前后治疗约百例左右，凡能口服或鼻饲中药的患

者均被治愈。1958年又写了《中医对流行性脑脊髓膜

炎的治疗》专著出版。1962年李老承担了卫生部的肝

病科研项目。1969年冬，李振华教授随学院“备战”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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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到禹县，1970年7—9月，禹县大流行乙型脑炎病，

县医院找了个大庙作为临时传染病房，7月上旬仅8

天时间就收治了83个患者，死亡32人，多是儿童，满

院日夜哭声不断，惨不忍睹。当时的县革委会召开防

治会议，安排李老去病房负责治疗。李老根据乙脑病

属“暑温”病，辨证分偏热、偏湿、湿热蕴结3证，以中

药为主共治疗132例，治愈率为92．7％，有25例遗留

有偏瘫、耳鸣、耳聋、头痛、弄舌等后遗症，基本属于乙

脑偏湿证，经用中药配合针灸亦全部治愈。精湛的医

术，高尚的医德，务实求真的作风，成就了李振华教授

德艺双馨的大医风范。

4教学相长，及时总结

李振华教授从事中医教育50余年，是一位出色的

中医教育学家，他是我国解放后最早投入中医教育事

业的骨干教师之一。早在1954年就担任了洛阳地区

中医师进修班和该地市西学中班教师，1960年调入河

南中医学院任教，担任内科教研室主任，一直主讲《中

医内科学》，并临床实践，深入研究，成为中医内科学

学科带头人，使中医内科成为省重点学科。李老除在

学院讲课外，还经常应邀到省内、各地市、部队院校或

到省外各地讲课和学术讲座，都普遍受到了欢迎。

李振华教授通过多年的教学工作，积累了广博而

精深的学识，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李老在教学中认

真备课，广泛而深入的查阅资料，对中医经典著作的讲

授，围绕经文，博览群书，查阅多种注家注本，吸取各家

注释观点，务求真正理解经旨，并融会贯通，讲授课深

入浅出，要言不繁，准确讲出经文所包含的要旨，并旁

征博引，讲明经文在中医理论和用于临床实践方面所

蕴含的道理和指导意义，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体现了李

振华教授扎实的中医经典著作的理论功底和渊博的学

识，受到了学员们的普遍好评。李老从1947年起就从

事中医临床，多年的医疗实践，使他具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在讲授中医内科学中，他结合教材，查阅大量医

籍，尤其是历代诸医家对中医内科各病的认识和论述。

他善于吸取各家独特的诊治经验及诸名医治病的心

悟，结合自己多年诊疗经验，理论联系实际，概念清楚，

重点突出，讲解生动，处处突出中医特色。并要求学生

多临床、早临床，在临床带教中，严格要求学生必须写

好病历，并亲自多次为学生修改病历。李老的中医内

科教学，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广博的知识、严谨的教

风、高超的演讲艺术，受到了广大学生的高度赞扬。多

年的教学成就，使李老在国内中医教育界有了较高的

知名度，1982年担任了卫生部高等医药教材编审委员

会委员，合编了全国高等医药院校第五版教材《中医

内科学》，其后又参编了五版《中医内科学》教学参考

书。1986年担任了中南五省各中医学院协编的8门

中医药教材副主编，为中医教材建设、中医教材质量的

提高，做出了贡献。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李振华教授

教与学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在李老的医学生涯和成长

道路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从1979年起，李振华教授开始招收脾胃专业硕士

研究生，先后共招了10届，共培养了10名研究生，并

开始重视脾胃学说的研究和脾胃病的治疗。晚年的李

振华教授潜心研究脾胃学说，并精于脾胃病的治疗。

1982年李老负责承担了河南省重点科研项目“脾胃气

虚本质的研究”，获河南省科技成果进步三等奖。

1986年李老在研究脾胃气虚本质的基础上中标国家

科委“七五”国家科技重点攻关项目“慢性萎缩性胃炎

脾虚证的临床及实验研究。”国家医药情报局检索查

新，“国内外对该病尚无治愈病例”，并定为“癌前病

变”，胃黏膜病灶不可能逆转修复。经李老研究，5年

内300例患者通过纯中药治疗，有效率达98．7％，经

国家科委委托卫生部验收鉴定，疗效属国内外先进水

平，突破了国外学者认为该病“萎缩的胃黏膜不可能

逆转修复”及“终身疾病”的观点。1992年该项目被评

为河南省科技成果进步二等奖。李老在对脾胃病研究

和治疗的基础上，发表了“从临床分析脾虚证的病理

演变”“脾胃气虚的本质研究”等多篇论文，1995年李

老又主编出版了《中国传统脾胃病学》专著。李老从

医60余年，通过临床总结共撰写论文50余篇，均在省

级以上杂志发表。专著有《中医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的治疗》《常见病辨证治疗》，主编《中国传统脾胃病

学》，合编《证候鉴别诊断学》、中医院校五版教材《中

医内科学》《中医内科学》教参等8部。理论基础扎

实，勤于临床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敢于科研创新，不断

著书立说，使李振华教授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和丰

硕的成果。

李振华教授现已82岁高龄，他从事临床医疗60

余年，从事中医教育50余年，虽治愈了很多疑难杂病

和危重疾病，在中医理论方面也发表了很多学术见解，

但他始终深感中医学术理论科学深奥，医学学无止境，

在中医理论领域还有诸多问题需要学习探讨，临床还

有许多病证有待进一步研究治疗。

(2007—04—04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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