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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研究型继承”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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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课题是“十

五”后期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中医药疗效及安全性基

本问题研究”项目中最为重要的课题，时任卫生部副

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同志在课题启动会

上指出本课题是“全新的研究型继承工作”⋯，这个论

述，言简意赅，为整个课题指明了研究方向和基本的研

究方法。本课题从2004年底立项，2005年4月启动，

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工作，现已按计划完成研究任务，获

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十一五”支撑计划中对名老中医

“研究型继承”的延续、深入和扩大研究已立项并逐步

启动。我们作为课题办公室成员，参加了本课题的研

究和日常管理工作，对名老中医“研究型继承”有一定

认识，现阐述如下。

1 中医药的继承与研究

1．1 继承：指分析前人的经验积累和成果，去芜存菁，

接受有价值的内容应用于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力争创

建新的理论。历来中医药的继承主要通过文献文物整

理和延绵不断的师承授受来实现，并已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果旧1。但这些成果，并未很好扭转当前中医药

发展中的一些不利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现代

医学的迅猛发展对中医药形成冲击，另一方面是因为

中医药的继承发展不力，未能充分延续和发挥自身的

优势。两者当中，外因固然明显，内因的作用更为重

要。因此继承和发扬自身优势，是扭转这种局面的主要

手段‘2|。

中医药的优势在于确切的临床疗效和先进的理论

体系。疗效是通过医生的诊疗活动实现的，延续中医

药确切的临床疗效的载体是高水平的中医临床人才，

尤其是名(老)中医，但现状是，近年来名老中医逐渐

减少，针对这一现状国家和地方中医主管部门出台

“师带徒”鼓励政策，促使这个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

培养模式重新兴起，但在机制上还不尽完善。如何充

分发挥这个传统模式的优势，克服运行中的制约因素，

更好地继承中医前辈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培养新

时代的中医大家，是提高中医药疗效，发展中医药事业

的重要环节口J。

1．2 研究：指科学研究，是通过思考和实践，不断认

识世界、掌握客观规律，并指导实践、创造文明。根据

研究的目的和思路，中医药领域的科研工作可以大致

划分为两条路线：1)“研究中医药”：根据还原分析的

思路来研究中医，注重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的研究方

法，对中医行为追求严格的规范化和客观化，研究目的

一方面是开发新的诊断和治疗手段，作为主流医学的

补充，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为了求证中医的正确性和科

学性；2)“中医药研究”：中医学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的

统一体，现阶段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非发

展中医的良策；千百年的临床实践已经充分验证了中

医药的有效性和科学性，验证性的研究不应成为中医

药研究工作的主流；中医药体系是研究的主体，而不是

被研究的对象。研究工作的重点是遵循蕴含丰富中国

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中医理论，通过保存、梳理历代

(特别是当代)的中医实践经历和学说理论，分析、挖

掘其后蕴藏的经验事实和规律，丰富、发展和创新中医

理论，指导诊疗工作，解决临床问题，提高中医药疗效，

并在研究中探索中医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把造就新

一代中医大家作为研究工作的重要成果指标。

2研究型继承的实践

2．1坚持中医立场，遵循中医规律：课题组明确提出

研究的根本目标是提高中医临床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

平，提高中医药诊疗水平，满足大众健康需求。研究工

作坚持中医立场，坚持课题研究为中医药的发展服务。

整个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名老中医为核心，力求从学术

思想、思辨特点、临床经验、医案医话、成才轨迹、师承授

受等多个角度探索和揭示中医药继承发展的有效途径。

在整个课题内部，纵向课题中，名老中医是重要的

研究者和质控员，他们的意见直接影响对课题研究质

量的评价，他们的把关保证研究不偏离中医“轨道”；

名老中医的临床诊疗及相关活动是研究的素材，研究

中有具体措施维持真实的诊疗环境，保证名老中医接

诊的自主性、独立性，避免研究干扰临床，保证研究素

材充分体现中医临床的基本特点p1。横向课题以纵

向课题采集的资料为研究对象，分析总结名老中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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