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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海 霞

!

他幼承家训
! "#

岁悬壶豫西乡里
!

为父老乡亲察病疗疾
!

德医双馨

!

他善治内科杂病
!

又在救治急性热性传染病中脱颖而出

!

他临床尤重脾胃
!

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脾胃学说
!

为当今卓有建树的脾胃病大家

4256

年洛阳地区中医师进修班学习

4257

年河南省卫生厅中医处工作

4289

年调河南中医学院
"

历任教研室

主任
#

附院医教部主任
#

附院副院长
#

中医

系副主任
#

学院副院长
#

院长等职

4277

年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4221

年成为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4220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0118

年获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

贡献奖

李振华小传

李振华
!

前左二
!

在临床带教

在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国医堂的入口
!

迎面墙壁上一个大大的红木横匾上题写着孙

思邈的
"

大医精诚
#

$

$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

志
!

无欲无求
!

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

古老

的医德规范与遒劲古朴的字体和谐统一
!

书

写者正是一生
$

博极医源
!

精勤不倦
&'

自称

$

八十五叟
&

的国医大师李振华
(

河南中医学院教授
'

主任中医师李振华
!

身材高大
!

面色朗润
!

慈眉善目
)

在国医堂的

李振华教授工作室
!

李老朴实亲切的话语
!

让

一个初诊的抑郁症病人破涕为笑
!

围坐着的

徒弟
'

学生在他和缓而抑扬顿挫的讲解中
!

若有所思
!

频频颔首
)

这位在中医药教学
'

临床
'

科研上辛勤劳作
%&

多年的老人
!

仍以

饱满的热情
'

严谨的学风坚守在中医药传承

的一线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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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幼承家训
!

白天帮父亲拯危济

厄
!

夜晚点灯苦读经典
"

"#

岁悬壶乡

里
!

盛名一方
"

在中医师进修班学习
#

任教中他显露才华
"

%&

多年来
!

他脚

踏实地从一名乡医成为国医大师

李振华
'(")

年出生于河南省西部的洛宁

县
)

这里是
$

河洛文化
&

的发源地
!

悠久的文化

积淀孕育出不少名贤名医
)

他父亲李景唐为

豫西名医
!

善治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
)

李振华

闻着药香味长大
!

他边读私塾边在父亲的
$

广

济堂
&

帮父抓药
!

父亲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

术
!

让他钦佩并铭刻于心
)

'()&

年豫西大旱
!

饿殍遍野
!

霍乱流行
)

正在读高中的李振华
!

遵从父命辍学回家学

医
)

父亲教导李振华要
$

真善为本
!

济世成

德
&!

并在每日诊余
!

尤其晚间对他有计划地

讲授中医经典
!

医文并重
)"

内经
*+"

伤寒论
*'

"

金匮要略
*

以及叶天士
'

吴鞠通等温病学诸家

著作的系统学习
!

让他打下了扎实的中医基本

功
)

李振华说
,$

这段学习对我一生至关重要
!

后来我又通过学习哲学
!

特别是唯物辩证法
!

对中医经典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

为以后的医
'

教
'

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

$

随父学医
!

主要分侍诊
'

试诊
'

试方
'

独

立诊病处方几个阶段
)&

起始
!

李振华在一旁

观看父亲望闻问切
!

一年后开始试诊
!

聪颖勤

勉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使他进步很快
)

一次
!

李

振华为一个妇女诊病
!

摸脉后断其为浮细而

软的濡脉
!

父亲很高兴
)

其后
!

当李振华能准

确判断出少见的芤脉以及多种复杂舌象时
!

其父才开始对其进行试方训练
)

"#

岁的李振华悬壶乡里
!

开始独立诊病
)

他经常徒步走山路出诊
!

或骑小毛驴为急症

病人送药
)

'(*&

年全省中医统考
!

李振华以全

县第一的成绩获得中医师开业执照
)

'(*#

年
!

县人民医院成立
!

李振华成为唯一的中医医

师
)

李振华医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

'(*)

年到洛阳地区中医师进修班学习
)

他系

统学习了生理
'

解剖等知识
!

在学习经验交流

会上
!

他关于脾胃生理病理和用药经验的
"

个

小时发言
!

由于概念清楚
!

重点突出
!

临床实

用
!

引起同学和老师的重视
!

于是被留下当了

专职教师
)

'(*%

年全国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

医活动
!

他被评为河南省唯一的卫生部西学

中甲等模范教师
)

'(*+

年
!

河南一些地区发生流脑
'

乙脑疫

情
!

他大胆运用中医药挽救了许多危重病人
!

还及时总结经验发表论文
'

出版专著
!

并敢于

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就中医药治疗传染

病的疗效慷慨直言
)

这些突出表现使他
$

出名

了
&!

不久被调往省卫生厅中医处工作
)

河南

中医学院院长了解到李振华的才干
!

又以对

调的方式
$

换来了
&

李振华
)

此后
!

他历任河南

中医学院中医内科教研室主任兼附院医教部

主任
'

附属医院副院长
'

中医系副主任
'

学院

副院长
'

院长等职
)

李振华由一名乡医成长为

著名中医药专家
'

国医大师
!

这基于他勤奋踏

实
'

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不懈的创新精神
!

高尚正直的人格
'

坦诚豁达的性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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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
$

学在于勤
!

知在于行
%

的座

右铭
!

严守
$

五字真经
%

的治学之道
!

使他在中医药之路上不断攀越一个

个高峰

李振华热情
'

健谈
!

与他聊天就像翻读一

本百科全书
!

中医经典
'

天文地理
'

风土人情
'

悠悠岁月中的治病故事
!

随着他和缓的乡音

慢慢展现
)

'(*%

年底到次年初
!

河南洛阳地区发生

流脑
)

他与医疗队成员冒着大雪去抢救
)

一

个
#"

岁女病人患流脑
!

高烧昏迷抽搐
!

病情

严重
)

李振华果断制止了用阿司匹林和中药

辛温解表药的治法
!

改用清热解毒
'

熄风透

窍之银翘散
'

白虎汤加减
!

加服安宫牛黄

丸
)

第二天下午
!

患者清醒
)

李振华又治疗

了
')

个病人
!

全部治愈
)

之后李振华先后治

愈了近百例流脑患者
!

及时控制了豫西地区

的疫情
)

中医药治疗流脑的疗效和李振华的

医技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
!

省卫生厅和省

防疫站及时召开现场会
!

介绍李振华的经

验
)

他写的论文发表在
-

新中医
*' -

中医

杂志
*

上
!

还出版了专著
!

其治疗流脑的经

验被大力推广
)

'(+&

年夏秋季节
!

河南禹县流行乙脑
)

李振华当时随学院备战疏散在此
)

他带领医

疗小组踏进集中收住病人的一个药行的大

殿
!

只听到哭声一片
)

一个深度昏迷的
'(

岁

青年
!

服了李振华开出清瘟败毒饮和安宫牛

黄丸后
!

第
#

天后清醒
!

第
*

天可以进食
!

+

天后挽扶着能行走
)

其余病人也在他们的治

疗下好转
!

前几天还哭声一片的大殿中出现

了笑容
)

农民对他千恩万谢
!

称他是
$

小神

仙
.&

其后
!

李振华及其医疗小组共治疗了
'#"

个乙脑患者
!

治愈率达
(",+!

)

对于
"*

个患儿

的偏瘫等后遗症状
!

他又针药并用全部治愈
)

此项研究在上世纪
+&

年代末
!

获得河南省重

大科技奖
)

李振华
$

出名
&

了
.

他除了讲课效果好
!

治

病的名声更响亮
)

谈起这些往事
!

他淡淡地

说
,$

我没有读过大学
!

起点低
!

所以就应该比

别人勤奋
)

从年轻时期
!

多少年来我都比别人

睡得晚起得早
!

想多看点书
)&

除家传外
!

李振华学医主要靠他半个多

世纪的自学
)$

学在于勤
!

知在于行
&

是他一生

的座右铭
)

中青年时期在洛阳任教时
!

李振华虚心

向针灸技能精深的同道学习
!

这使他以后能

用针灸配合方药治愈大量常见病和疑难杂

病
/

他曾陪名老中医秦伯未在河南看病讲学
!

学得秦伯未运用仲景炙甘草汤治疗心脏早搏

时用桂枝之妙
/

他向病人求方
!

学到施今墨治

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的珍贵经验
)

他重视民间

单验方
!

不耻下问
!

虚心收集并组合成效验

方
!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在一次婚宴上有姑嫂二人误服烧碱
!

引

起食道黏膜溃破
+

狭窄
)

医院要手术
!

姑嫂二

人死活不肯
)

李振华选滋阴清热
+

活血通络法

治之
!

二人分别服用
'#

+

"'

服后
!

钡餐检查食

道黏膜和收缩功能正常
)

说起这些典型验案
!

李振华的学生
+

徒弟

和传承人都由衷地佩服
)

他们不但从病案中

学习老师的思维方式
+

学术经验
+

用药规律
!

还从中牢记老师治学的
$

五字真经
&,

勤
+

行
+

精
+

博
+

悟
)

老师就是靠着
$

五字真经
&!

在中医

药之路上不断攀越一个个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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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治外感热病
!

见解深刻
!

用药

准确
"

他重视脾胃
!

理论系统
!

疗效显

著
"

他满腔热情
!

扶危救困
!

是一个苍

生大医

$

大医必大儒
&)

李振华出身医门
!

一生勤

学不懈
!

学识渊博
!

医术精湛
)

后来虽然承担

教学和管理工作
!

但从未脱离临床
)

其临证四

诊详细
!

辨证确切
!

用药灵活
!

屡起沉疴
)

外感热病如流脑
+

乙脑
+

流感
+

麻疹等发病

急
+

病情凶险
!

李振华分期辨治
!

常力挽狂澜
!

救

人于鬼门关口
)

在
"&&#

年非典流行
!

他不顾八旬

高龄
!

关注疾病流行情况
!

依据自己一生治疗

温热病的经验
!

为中医药防治非典献计献策
)

"&&)

年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中医专

家制定防治禽流感预案
!

提出重要建议
)

他继承诸家脾胃学思想
!

力倡东垣的
$

内

伤脾胃
!

百病由生
&+$

善治病者
!

唯在调理脾

胃
&!

临床注重保护脾胃
!

形成了治病重视脾

胃的学术思想
)

他主编了
-

中国传统脾胃病

学
*!

多次承担国家及河南省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

并获多项重大科技成果进步奖
)

在其承担

的国家
$

七五
&

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

慢性萎缩

性胃炎脾虚证临床及实验研究
&

课题中
!

他辨

治脾胃病强调肝脾胃的关系
!

提出
$

因虚致

实
!

因实致虚
!

虚实交错
&

的病机理论和
$

脾宜

健
!

肝宜疏
!

胃宜和
&

的治疗原则
)

据此创立了

香砂温中汤和沙参养胃汤
!

有效率达
(-,+.

!

治愈率达
#".

)

此研究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
+

河南省教委科技成果一等奖
)

在对近
"&

余年千余例患者的治疗随访中发现
!

凡坚持

服药者
!

未有一例转为胃癌
!

纠正了国外资料

认为该病是
$

癌前病变
&+$

胃黏膜不可逆转修

复
&

的记载
)

他提出
$

脾本虚证无实证
!

胃多实证
/

脾虚

是气虚
!

甚则阳虚
!

脾无阴虚而胃有阴虚
/

治脾

胃必须紧密联系肝
/

治脾兼治胃
!

治胃亦必兼治

脾
!

脾胃病不可单治一方
/

胃阴虚治疗用药宜轻

灵甘凉
&

等学术观点
)

这种脾胃病学术思想
!

师

古不泥古
!

多有创新
!

指导临床颇有效验
)

温阳扶正法是他临床常用的基本治疗方

法
!

如重视心阳救病人于垂危之际
!

重视脾阳

使痼疾得消
)

此外
!

他用中医理论分析和治疗

疑难杂症
!

如罕见的日射病
+

周期性麻痹
+

脑

震荡后遗症等常取拨云见日之效
)

$

大医必有大德
&)

李振华平时为人平易

和善
!

笑颜常开
!

加上他对学生
+

病人有一颗

至爱之心
!

多年来
!

慕名来找李振华治疗的患

者众多
!

有些患者找到家中
!

李振华与老伴张

竹琴总是满面春风地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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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学好中医
!

必须做到三通
!

即

文理通
&

医理通
&

哲理通
'

只有具有较

深的文理和哲理
!

才能深入理解中医

理论
!

指导实践
!

成为名医
(%

他的这一

中医教育观点
!

影响了一代代学生

李振华是出色的中医教育家
)

他从教
*&

余年
!

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

培养了大量的

中医人才
)

他任院长时亲自讲授
-

中医内科学
*!

认

真备课
!

一丝不苟
)

学生们喜爱听他讲课
!

不

但层次分明
+

重点突出
!

而且在引经据典同

时
!

还穿插他丰富的临床经验
!

学生听的津津

有味
)

他临床带教
!

要求严格
!

学生们既敬畏

又钦佩
)

李振华的第二个硕士生郭淑云教授

现已是
$

河南省名中医
&!

她说恩师喜欢学生

提问题
!

在学业上非常严格
!

而在生活方面则

关心备至
)

他治疗妇女功能性子宫出血
!

益气健脾止

血方药加用米醋
!

每每不出
%

服即可止血
)

这些

独到的用药经验和体会
!

他都毫无保留地教给

学生
)

他的学生说
!

跟老师学习
!

不仅学到了知

识
!

开阔了思路
!

还升华了人格
)

记者在采访李

振华的列车上
!

收到他远在广东省中医院的

徒弟华荣的短信
!

表达了对老师的崇敬和感

谢
)

师徒之情
!

至深至真
)

他
'(+(

年就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

指导

了
'&

届脾胃专业硕士研究生
!

有
"

名学术继承

人和
'&

余名高徒等
)

他们传承了老师的学术

思想和治疗经验
!

有的成为新一代名医
!

有的

成为优秀中医领导干部
!

有的在国外行医任

教成为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使者
)

'(-&

年后
!

李振华担任河南中医学院副

院长和院长期间
!

管理有思路
!

落实有措施
!

展露了领导才干
)

他强调教学一定要突出中

医特色
!

当年听他讲课的
+(

级学生至今清楚

记得老院长的一句话
,$

背
'&

个英语单词不如

背一个五苓汤
&!

他们当时不解其意甚至抵触
!

现在才领会到其深刻含义
)

他邀请名医名家如

董建华
+

邓铁涛等人来校作学术报告
!

开阔师

生眼界
!

促进人才培养
)

他为中医教材建设付

出了大量心血
!

'(-"

年担任卫生部高等医学院

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
!

合编全国高等医药院

校第五版
-

中医内科学
*

教材
+

教参
)

'(-%

年担

任中南五省协编的八种中医教材副主编
)

"&&)

年
'"

月
!

李振华带领课题组承担的

$

十五
&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

经验传承研究
&

项目
!

"&&+

年被评为
$

河南省中

医药科技成果一等奖
&)

国医大师的医德医风
+

学术思想
+

临证精华正薪火相传
!

生生不息
)

) J \ ]

^_)`ab2cd

他关心国家大事
!

积极参政议政
!

为中医药发展出谋划策
!

奔走呐喊
(

他

重视人文修养
!

兴趣广泛
!

多才多艺
(

'(-"

年
!

在衡阳会议上
!

李振华倡议中南

五省五所中医学院每年轮流主持召开教学和

管理经验交流会
)

他还开创性地与这些院校联

合开展了中南五省中医院校毕业生统考和交

换学生毕业实习
!

这在当年产生了重大影响
)

李振华在各种场合为中医药事业奔走呐

喊
)

'(-&

年
!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届科技代

表大会上
!

他呼吁解决中医后继乏人问题
!

并

写了内参报告
!

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重视
)

之

后
!

河南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培养中医药队伍
!

如招收中医师子女为中医学徒
!

在全省
$

赤脚

医生
&

中选拔培养中医等
!

如今
!

这些人现在

都成了中医药骨干力量
)

'(('

年第七届全国人代会时
!

在中医界

代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会上
!

他首先提议对

其中的
$

中西医工作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

进行修改
!

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

于是集体写出

提案
)

后来
-

政府工作报告
*

将这句话改为
$

要

把中西医工作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

'(('

年以来
!

李振华与邓铁涛等多位老

中医多次向党中央
+

国务院上书发展中医药

事业
)

他就是这样以中医药振兴为己任
!

为中

医药事业呕心沥血
!

鞠躬尽瘁
)

李振华是名医大家
!

他重视人文修养
!

兴

趣广泛
!

多才多艺
)

他拉的二胡悠扬婉转
!

回

肠荡气
/

他的书法上苍劲古朴
!

深厚有力
!

索

要者众多
)

现在
!

-*

岁的李振华虽年事已高
!

除谈经

论学
+

整理资料
+

笔耕不辍外
!

还坚持每周二

三次边门诊边授课
)

他一谈起中医
!

仍然很兴

奋很自信
!

他心中激荡着对中医药事业的热

情
!

热切期望涌现出更多的中医大家名家
)

李振华的在
-

八十抒怀
*

中写到
$

悬壶六

旬尽天职
!

但愿世人寿而康
&)

这是一代大师

的自我写照
!

也是他的胸怀和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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