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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传承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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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名老中医是中医学术造诣最深、临床水平最高的群体，传承研究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对于推动中医学术发

展、加快人才培养、提高临床服务能力都有十分重要的意叉。本文提出传承研究的内容应从医术、医理、医道3个层面把握，并

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师徒型传承、院校型传承、科研型传承等传承研究模式，以及整理研究、临床应用研究、理论创新研究等多种

研究方法，以促进名老中医有效传承研究模式与方法的发展，推动中医药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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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tigious TCM doctors are a group with academic attainments of Chinese Medicine，and hilgh level clinical skills．The

study and inheritance of their academic thoughts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call promot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tself，of talent

education and clinical service．According to this study，the inheritance should he done from medical skills，medical thought medical

knowledge，with the arrangement of three models：apprentice system，school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and research methods in-

cluding literature，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theory innovation．Enhancing research model and method for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prestig-

ious doctor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Prestigious TCM doctors／Inheritance model；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estigious TCM doctors／Research methods．

名老中医是中医学术造诣最深、临床水平最高的

群体，是将中医理论、前人经验与当今临床实践相结合

的典范。名老中医鲜活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是中

医药薪火相传的主轴，也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源泉。

近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诸多名老中医

和相关课题组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初步形成

多层次、多模式和多方法的传承研究格局。

1 名老中医传承研究的基本内容

要全面传承研究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

想，就必须从理论认识、实践经验、思辨特点、认知方

式、道德修养等多个方面展开，并正确把握名老中医学

术经验传承中的医术、医理、医道3个不同层次⋯。
1．1 医术医术，是名老中医传承研究最为直接的内

容。主要是传承名老中医的临床诊疗经验、独特的技

术手法等。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很强的学科。

医术高明，是名老中医共有的特点。名老中医在长期

基金项目：科学技术部围家“十一五”支撑计划项目

(2007BAIIOB00)：名老中医临床经验、学术思想传承研究。

的临床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形成各具

特色的诊疗技术。临床诊疗经验和技术手法的传承，

必须坚持以临床实践为主要途径，通过师徒问的口传

心授，反复实践，才能掌握。师承教育在医术传承方面

具有明显的、独特的优势。

1．2医理医理，是名老中医传承研究可持续发展的

基点。主要是传承中医理论知识和名老中医的学术思

想。学术思想是指名老中医在长期从事中医临床、科

研与教学活动过程中，对中医学术某一方面或某一领

域的问题，经过理性的思考与总结而形成的学术观点、

学术见解或学术理论。医理传承就是在跟师学习过程

中，不断加深对中医理论知识的掌握与理解，总结归

纳、领会感悟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并将其用于指导实

践的可持续发展。

1．3医道 医道是名老中医传承研究的最高境界。

主要是传承名老中医的医德修养和独特的认知方法。

医乃仁术，名老中医不仅熟知医理、精通医术，而且皆

有高尚的医德修养。中医学发源于中国，与现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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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自然科学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起源、演变和思

维模式，其对人体生命和疾病诊治过程的认知方式有

着显著的特点。因此，中医学传承有赖于中国传统文

化土壤，中医学传承的实质内容不仅是理论知识、实践

技术、道德修为，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其认知方式旧J。传

承名老中医的认知方法，应藿点研究名老中医的临证

思辨特点，掌握其临床思维模式及洞察疾病的能力。

临证思辨特点是指名老中医在长期I临证实践过程中形

成的各具特色的认识病证、辨析病证、判断病证、治疗

病证的特点，涉及诊察、辨证、论治的全过程，内容包括

四诊采集、病因病机推求、辨证分型、确立治则治法、处

方用药等方面。

2名老中医传承研究的基本模式

传承，是中医学术经验延续发展的主要形式。传，

有自上而下传授、传递之意；承，有自下而上接受、继承

之意。正是由于世代传承，才使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

得以延续发展，并不断发扬光大。名老中医学术经验

传承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师徒型传承、院校型传承、科研

型传承等基本模式。

2．1师徒型传承师带徒，是古代中医教育的主要形

式，是符合名老中医经验传承规律的基本模式。传统

师承教育一般以家传师授为主，教者言传身教，学者侍

诊于师，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师徒相承、口传心授

的过程中，师者的学术经验得以传承，中医学术得以继

承和发展，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医学家大多是通过师

承方式接受中医教育而最终获得成就的。“师带徒”

方式，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发挥了很大作用，尤

其是在名老中医临证用药经验和传统操作技术传承方

面具有优势。但是，由于师带徒多以临床侍诊抄方、总

结病案的方式进行，加之跟师时间有限，难以全面系统

地传承研究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且老中医各有擅长，

容易出现“各承家技，始终循旧”之弊，不可避免地存

在一定的经验传承的局限性和“近亲繁殖”的趋同性。

2．2院校型传承院校教育，是现代中医人才培养的

主要形式，也是名老中医学术传承的重要途径。官办

中医学校发端于南北朝，嗣后，有唐代的“太医署”、宋

代的“太医局”、明清时期的“太医院”，均专司或兼司

医学教育之职。师承教育作为现代中医院校教育的补

充形式，对于培养中医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的中医人才

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在研究生、博士后培

养过程中，将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取

长补短，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同时也促进了名老中医学

术经验的传承研究。但是，由于学生尚未进入独立临

床阶段，师承教育的受体对师承教育的重要性、迫切性

认识不足，继承的主动性和感悟程度也相对不足，不可

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经验传承的不确定性和“照虎画

猫”的趋弱性。

2．3科研型传承科研型传承，是指通过科研立项专

题研究的形式，开展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

研究工作。科技部先后在“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

(973计划)等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中，设立了多项名老

中医学术经验传承研究项目。

“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设立“名老中医学术思

想、经验传承研究”课题、“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设立“名老中医临床经验、学术思想传承研究”项目，

以全国210位名老中医为研究对象，对名老中医个体

的临床经验、思辨特点、学术思想、成才之路、养生经验

进行全面地传承研究，同时开展名老中医群体共性规

律的分析研究，创新研究方法，提高师承研究效率。

973计划“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自2005年设

立以来，同样十分重视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深入研

究。先后设立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整理与创新研究整

理性研究”“中医病因病机理论的基础与创新的研究”

等项目，以邓铁涛、陈可冀、任继学、李玉奇、颜德馨等

名老中医经验为基础，深入地开展理论创新研究。

以国家科研立项的形式，统一目标，统一要求，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研

究，既是科研的创新，也是传承模式的创新。科研型传

承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承，不仅有利于名老中医个体和

群体经验的研究总结，提高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

水平和效率，而且可以通过“集体研究集体”“集体传

承集体”的方式，更有利探索新型的中医人才培养模

式，有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和创新。

3名老中医传承研究的基本方法

有关名老中医传承的研究方法，有人将其归纳为：

以人为线索的名老中医经验的研究总结；以疾病为线

索进行名老中医经验的归纳总结；以方剂为线索的研

究；以思维方法为线索的经验总结；以临床流行病学的

方法进行临床观察和总结；与现代数学和计算机相结

合进行总结∞1等。结合目前名老中医I临床经验传承研

究情况，根据传承研究的主体内容，我们认为可以概括

为以下几类。

3．1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整理研究 以“十五”“十

一五”名老中医研究项目为代表，采用引进现代信息技

术研究方法，实现了现代信息技术研究方法与中医临

床、文献的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回顾性研究与前瞻性

研究相结合、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相结合、纵向课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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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课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如：从师病历的采集与

整理研究。按照“名老中医综合信息库”的要求，将整

理好的从师病历上传，原汁原味地保存名老中医的诊

疗资料。在全面采集名老中医病历的基础上，运用数

据统计与挖掘技术处理临床信息与数据，运用深度访

谈的定性研究方法解释统计与挖掘结果，两种方法相

结合，以客观的病历数据为基础，以名老中医本人的意

见为主对数据挖掘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出既符合临床

真实情况又反映老中医学术观点的经验。形成“人机

结合、以人为主”的名老中医经验整理研究方法H J。在

“十五”“十一五”名老中医传承研究项目中，研究者在

应用多种信息技术全面采集从师病历的基础上，选取

典型病历，从理、法、方、药、术等方面，全面感悟名老中

医的临证思辨特点和处方用药规律，结合临床实践重

复和对照，客观描述疗效，并第一次规范医案为提要、

案体、按语的体例，整理成结构化的典型医案。整理后

的典型医案，需提交给名老中医点评认可，在此过程

中，名老中医也作为具体的研究者。名老中医与研究

者互动的研究方式，也有效地保证了整理研究结果的

真实性和可靠性。

3．2基于临床的应用传承研究 名老中医学术经验

的传承研究，不仅需要一个认识过程，也需要一个临床

再实践的应用过程。通过临床应用研究，在实践中不

断深化理论认识，提高名老中因临床经验的传承效率，
这是名老中医传承研究的重要途径。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名老中医临床经验

(病证结合)应用与评价研究”课题，以“十五”名老中

医诊疗经验分析整理成果为基础，选择16位名老中医

专家有独特疗效的病种，开展名老中医临床经验(病证

结合)应用研究。通过临床协作，研究其诊疗的独特

性、创造性，进一步总结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探索体

现中医特色诊疗经验的评价方法。名老中医经验应用

研究，既要遵循中医药学科特点，也要符合临床研究的

设计原则与要求。在研究方法选择、研究对象及对照

组的设置、研究病例数的计算、评价指标等方面，都需

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设计。

3．3基于创新的理论传承研究名老中医的学术经

验，是中医理论创新发展的源头。973计划中医理论

基础研究专项(简称中医理论专项)非常重视从名老

中医经验中总结提升理论。近年来对邓铁涛教授提出

的“五脏相关学说”，任继学教授的中医伏邪病因学

说，颜德馨教授的气血学说，李玉奇教授的“毒热”病

因学说等进行了理论创新研究。

名老中医理论创新研究模式，主要采取临床二总

结—再临床一再总结模式。在研究方法上，李振吉教

授总结提出了四步研究法，即第一步是由名老中医自

己将多年的临证经验及其学术观点用一段理性文字进

行概括描述；第二步是由课题组将名老中医提出的理

论观点，与历代中医学家的观点和现有的中医理论进

行比较研究，发现其创新点；第三步是将名老中医的理

论创新点应用于临床，扩大临床试验，验证其理论创新

点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第四步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

方法，对名老中医理论创新点的科学内涵，进行现代科

学的阐释与说明。该方法是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研究

方法的有机结合，已在973计划中医理论专项多个名

老中医理论创新研究课题中得以应用。这一研究方

法，有效地指导了从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中总结提升理

论的研究工作。

总之，在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研究模式与方法

上，应遵循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结合、个体经验总结与

群体规律探索结合的原则，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

全面采集名老中医诊疗、成才、养生等综合信息的基础

上，从医术、医理、医道等多个层面，研究其临证经验、

思辨特点和学术思想，挖掘个性特点，总结共性规律，

提炼学术观点，并进而开展临床应用研究、理论创新研

究，加强对中医药学原来的知识体系、学术本质、理论

精髓、特色优势的阐释和传承，从而引导人们创新的方

向，使中医药的创新真正有利于中医药的发展∞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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