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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摇 名老中医；岳 吴光烈

摇 摇 吴光烈老师系福建省著名老中医，全国首批 缘园园
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吴老出身于

六代中医世家，自幼秉承家训，随父学医，勤奋聪明，刻

苦钻研，尽得其传。业医 远缘 载，治学严谨，学验俱丰，
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名闻遐迩。笔者有幸作为吴老学

术经验继承人，肩负着学习和整理研究其学术经验的

双重任务，感到非常荣幸，通过老师的口传心授，精心

指导，获益良多。现将其学术思想，择其大要，作一

浅述。

员摇 幼承家技，博采众长
吴老幼秉庭训，学有渊源。童年时期即在其父亲

指导下习诵《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括》《医

学实在易》等医学启蒙书，课余亦常侍诊父侧。对《内

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等经典著作刻苦

钻研，对历代的学术流派，也勤学深钻，吸取精华。尝

谓中医学术源远流长，学者务须勤求古训，探本求源，

熟读经典，扎实基础，然后涉猎群书，执简驭繁。他认

为四大经典著作乃中医之根基，是经过几千年的社会

实践，千锤百炼而被公认的科学瑰宝，必须熟读、精研，

才能深窥奥旨；举一反三，临床方能从容应付；左右逢

源，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他不仅自己刻苦学习、博览

群书，而且要求学生在学习经典著作上狠下功夫。特

别是对于《内经》中最精要的篇章，应做到吟哦成诵，

倒背如流。有了这个基础，再结合临床实践，细心体

会，方能融会贯通，受益终身。几十年来，他对《内经》

《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诸家学说都能虚心钻研，孜孜

以求。吴老除此之外，对富于创见独具一格的医学著

作，更是择善而从之，撷取所长，既向书本学习，又向师

友请教。凡遇有效之一方一药及独特新颖学术见解，

都必记手册，推敲揣摩，深入研究，验之临床，重复推

广，从而不断提高诊治水平。

圆摇 师古不泥，衷中参西
吴老博览群书，孜孜不倦，对《医林改错》《医学衷

中参西录》等颇为推崇，认为王清任、张锡纯重科学，

坚持实践第一，独创革新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吴老谆

谆告诫后学，医者宜师古不泥，撷采诸家之所长，认真

进行临床验证。尝云：古今医著汗牛充栋，学者务必由

博返约，唯善是从。学无捷径，只有勤奋读书，不断实

践，才能深得四诊的要旨。吴老在深入研究中医学术

的同时，亦能借鉴现代医学知识，补中医学之不足。他

认为，医学研究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

针，开展百家争鸣，力求百花齐放。中医和西医虽然同

以患者的疾病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不同，

各自掌握的事实和建立的理论体系不同，形成了两种

并存的医学。我们可以利用两种医学摆事实、讲道理、

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从而加速传统的中医向前发展，

促进其与现代医学的结合。这样，既可充实和提高现

代医学向前发展，又有利于符合客观规律的、新型的医

学科学理论的形成。他还认为学习现代医学知识的目

的要明确，决不能学西弃中，要用现代科学仪器检查，

对照中医诊察方法，对疾病进行诊断，以丰富中医辨证

内容，提高疗效。

猿摇 突出特色，精在辨证
吴老注重实践，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认为

“中医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深为广大人民所信仰，

关键在于它能为人民解除疾病痛苦”“勤于实践是中

医临床医生提高学术水平、丰富经验最重要的方法”。

然中医要生存、要发展，就要保持自己的特色，才能千

年不衰，中医的特色，突出点就是辨证论治。所谓“辨

证”，主要是指辨识证候，证者，徵也、验也、信也、亦候

也。证是机体病理变化的表现，中医通过对人体的耳、

鼻、口、舌、眼、皮肤、毛发、爪甲等之气色变化及脉搏之

动静的观察、诊视，找出疾病属性特征，以判断其性质

的部位。故“证”即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之诊断依

据。候，是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在辨证论治之

中，他主张首先要辨出主证，掌握其特点，然后兼顾他

证，才能为论治提供正确的依据。其次，特别强调辨病

与辨证相结合。他认为辨病有利于了解病因及疾病发

展变化的规律；辨证有利于从整体观念出发，全面分析

疾病的病位、性质及邪正盛衰等情况，使诊断更加具体

化、个体化，使治疗能够做到因人而异，用药精当。他

不赞成偏执一舌、一脉或单一症状的诊病方法，强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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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诊合参，全面诊察，不要刻舟求剑，泥守一证一型。

只有这样才能抓住疾病的本质，准确辨证，提高疗效。

源摇 重在继承，贵在创新
吴老常教诲青年中医说：中医学是一个伟大宝库，

要博览群书，其目的是要把前人的经验、智慧继承下

来，只有继承、创新才能发扬，否则发扬就是一句空话。

吴老认为：振兴中医，首在继承，贵在创新。继承途径

有二：一是文献整理与研究，对古典医籍应详加校正，

疏义注释并予熟读和深思。此外，还要学习文、史、哲

知识，把医书内外知识结合起来，以求领会中医理论之

真谛，尤其是中医学术之内容由多学科所形成，必须进

行学科研究，才能发掘其精髓而光大之。二是把理论

研究和临床科研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临床是理

论的发端、验证与归宿。因此，吴老特别强调经典理论

与临床、科研与实践相结合。他坚决反对那理论脱离

实践，只强调理论，反对或轻视实践的所谓纯理论之继

承。这种现象是目前有些人研究中医经典理论的主要

弊端，也是中医继承问题上的主要障碍和危险。

吴老推崇张仲景，对金元四大家以至清代陈修园、

叶天士、王孟英等著作亦多钻研，临证不泥一家之说。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以补苴罅

漏，力图创新。他认为医不创新，不能适应时代要求，

医学则无所发展。他常说《内经》所言“无者求之”就

是启迪后人在继承的基础上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

问题，从而不断丰富中医学术新内容。这样中医才会

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缘摇 独辟蹊径，善创新方
吴老常说：“一人之才有限，而医术无穷，乐于学

同道之所长，而补已之不足，以应万变之疾”。他谨遵

经旨，师古不泥，博采众方，力图创新。例如用麻黄汤

治失音，不仅仲景书中未见记载，后世医家亦少应用。

缘者因感受风寒，肺气被遏，故以散寒宣肺取效。又如

治胆道蛔虫症，患者腹剧痛，呕吐、大汗出，肢末冷，用

大黄附子汤加味，温阳通下，仅一剂而安。他应用细辛

为主药治多种病证，常得心应手，如治疗习惯性便秘就

很典型。多年来，吴老创制方剂很多，如治疗胎位不正

有显效的“加味当归芍药散”（当归、白术、杭芍、茯苓、

泽泻、续断、桑寄生、菟丝子、大腹皮、川芎、紫苏、陈

皮），被命名为“吴光烈散”；治疗妊娠恶阻见效快的

“生姜鸡肉汤”（童鸡、生姜、灶心土）；治疗小儿夏季热

神速的“麦冬橄榄汤”（麦冬、橄榄、田蛙）。以上三方

被收载于《中国中医秘方大全》。他的名方“绿豆羊肉

汤”治疗复发性口疮有奇效，被群众称为“仙方”。另

外，还有“舒肝利胆汤”治疗胆囊炎；“排石汤”治疗泌

尿系结石，这些都是阐前人之所未发，充分体现了吴老

临证用药的独具匠心。

远摇 注重食疗，发掘验方
吴老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感到，临床治病不能徒

恃药物，应从护理、饮食方面加以配合，尤其应重视饮

食疗法。他认为治病“在用药治疗的同时，加强患者

的饮食护理，至为重要。如饮食得宜，不仅能达到辅助

药物治疗的目的，而且可以促进患者体力的复原，提高

疗效，缩短疗程”。《内经》提出的“毒药攻邪，五谷为

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

补精益气”，在临床上仍有指导意义。他认为“饮食对

温热患者更为重要。因为患了温热病后，正气因抗邪

而受到一定的耗损，大都表现食欲不振，胃纳呆滞，因

此，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应当设法促进患者的食欲，以

补充营养。营养既足，才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尤

其是温热病恢复期的患者，邪气虽尽，而正气未复，更

须注意节制，应少食多餐，否则可使肠胃突然增加负担

而引起‘食复’之变”。“胃痛患者，尤须注意饮食”。

他主张“胃痛患者饮食不可过量，宜少食多餐，进食不

可过冷过热，以利脾胃的消化、吸收。忌食生冷辛辣、

酗酒，以免刺激胃脘，加重病情。如属寒邪胃痛，可进食

少许辛辣食物以温中散寒，加强脾胃的运纳”。他认为

“患者如注意饮食，配合治疗，则有利于早日康复”。

吴老认为发扬中国医学遗产，主要的一条是收集

整理中医学典籍上所未记载而散在民间具有独特疗效

的单方、验方。他不满足于自己的丰富学识和临床经

验，不耻下问，经常“采方”访贤，发现一方，立即进行

临床验证，为中医学增添异彩。如应用入骨丹治疗多

发性脓肿，白刺苋治疗胆石症，一条根治疗早期肝硬

化，金樱根治疗空洞型肺结核，黄花稔治疗牙糟脓肿等

屡收良效。此外，还收集民间青草医李引锭先生用白

田乌草配合中药治疗白喉的祖传秘方，经临床治疗 猿员
例，治愈率为 怨园郾 缘豫，充分说明民间青草药具有化险
为夷之功，应引为重视。

苑摇 大医精诚，医德高尚
吴老认为医生应以精益求精的医术为第一。医德

不只是道德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表现，而是精神作用于

物质，加速解除患者疾苦，获得早日康复的有效成份。

他说做为一个医生，首先对患者的生命安危，要有高度

的责任感。在诊断治疗整个过程中，要认真仔细，严谨

周密，一丝不苟。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宁可自担风

险，也要把希望留给患者。凡是接触他的人，无不感到

他纯朴憨厚，平易近人。他注重医德，对同道不贬低、

不攻击，对待患者十分热情诚恳、细心诊治，耐心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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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工作，在治疗中总是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

痛患者之所痛，处处为患者着想，为患者早日恢复健康

着想，为患者生命安全着想，千方百计为患者排扰解

难。多年来，他深知贫困人求医之难，公余来家诊治

者，诊费不取分文。在门诊看病时，为了使患者能及时

得到治疗，当天返回家中，经常加班加点延迟就餐和休

息时间，他常说：“舍得一身累，换来万家欢。”诊病时，

他从不开人情方、大处方，常以简、便、验、廉之药物，并

竭尽全力地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而筹谋，有些中药价

格昂贵，根据病症又必须应用，其凭着对中药性能广博

知识，千方百计地寻找廉效不减的代用品，如水牛角代

犀牛角，糯稻根代西洋参等。经临床反复验证，这些代

用品，大剂量运用，疗效并不逊色，吴老常以这种方法，

不仅解决了许多贫病交困者的经济困难，也拯救了不

少因贫困无力支付药资而濒临死亡的患者，深受人们

的崇敬和爱戴。他常告诫“学医之道，以德为要”，并

要以“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作为

行医的座右铭，与学生共勉，还说“救死扶伤，乃医生

之天职；济世活人乃中医之优良传统”。他平易近人，丝

毫没有专家的架子，有些外地患者慕名来信求医，他义

务“函诊”，有求必应，不厌其烦，认真作答，从不拖延。

愿摇 诲人不倦，培育后学
吴老深知，要振兴中医，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遗

产，就必须培育中医后继人才。文革期间，吴老被下放

到莲塘农村，帮助当地创办医院，为当地群众培训办红

医班，吴老白天诊病，晚上讲课，自编教材，在授课时，

对每一病证概念讲解清晰，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联系

实际，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举一反三。他语言生动，板

书清楚，深受学生欢迎。学生每听一次课或学术讲座，

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而且还领悟了老师的严谨教风，

宽阔思路和丰富学识，常常是一次精神享受，印象深

刻，受益匪浅。至今学生都还念念不忘吴老的教诲。

吴老指出：“既要重视课堂教学，又要重视临床实

践，使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并受到实践技能的训练，也

是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数十年来，吴老带

徒，指导实习生、进修生都很注意理论联系临床实践，

常能结合对具体病例的分析，把深奥的理论讲清讲透，

谆谆善诱，诲人不倦。他教导学生，师古而不泥古。如

处方用药要根据病症和患者的实际而有所变化，不能

照搬古方，既使对同一患者，用同一个方剂，其药味及

药量往往前后也应有所增减。他培养的学生遍布省内

外，在不同的医疗岗位上，勤学苦练，他们中大多数是

技术骨干或担任领导职务，已成为中医事业的医疗骨

干和栋梁。在这些学生中不少人仍与吴老保持联系，

或登门向吴老求教，或把医疗上所遇到的难题，函请吴

老帮助解决，吴老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吴老为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孜孜不倦，呕心沥血，

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怨摇 老骥伏枥，壮志未减
吴老已届 愿远 岁高龄，但为了中医事业，仍不遗余

力，自强不息，工作不知疲倦，始终不脱离临床，每天还

坚持半天诊治患者，不顾年老，有求必应。晚上不是著

书就是总结临床经验，整理资料，手不释卷，常常工作

至深夜，从不闲暇。最可贵的是年近耄耋，还热情应邀

院外会诊，下基层参加咨询、义诊等社会活动。在繁忙

的诊疗之余，仍刻意求新，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知识，时

刻关心中医药在国内外的发展动态，为发展中医事业

撰写文章，并把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及祖传绝技，毫

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造福于人民。

员园摇 一生勤奋，硕果卓著
吴老不仅是一位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学家，而且又

是一位具有独特学术见解的医学大师。吴老先后在国

内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 源园 余篇，出版专著 缘 部，并荣
获省市县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吴老一生热爱中医

事业，远缘 年如一日，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兢兢业业，硕
果累累。他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以弘扬中医学遗产为

职责，为继承和发扬中医学宝贵遗产，把全部心血都倾

注在医学事业上做出了贡献，受到各有关部门的嘉奖

和同行专家的赞扬。员怨愿园 年以来先后 源园 余次受到国
家、省、市、县等级表彰，曾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章，省卫

生厅先进工作者，省中医药先进工作者，省学习雷锋、

白求恩先进工作者，省计生协会先进志愿者，省县级中

医院优秀院长，市优秀党员，市优秀政协委员，市优秀

科技先进工作者。员怨怨圆 年受国务院表彰，授予有突出
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员怨怨源 年获国家人事部、
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为培养中医药人员做出贡献的

荣誉证书；圆园园远 年 员圆 月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
传承特别贡献奖。吴老的光辉业绩及学术经验被载入

《中国当代中医名人志》《世界名人录》等辞典中。他

还赴香港、澳门、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访问及

进行多次学术交流，名扬海内外，为中医药学走向世界

做出了贡献。

吴老的学术思想极为丰富，绝非本文管见所及，有

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悉心研究，用于指导临床实践，

提高中医学术水平。

（圆园员圆 原 园圆 原 园员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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