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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中医药报》创刊30周年

我与中国中医药报

□ 赵作伟 山西省绛县中医院

国医大师 路志正

惊悉邓老仙逝，心情无比沉痛！切肤之痛，难以
言喻！

忆当年在邓老等倡议下，杏林贤达齐聚广州，谈
经论道，办论坛、搞讲座、收徒带教，播撒中医火种
……战非典、捍中医、发声明，薪火传承，后继有人，终
成就了今日广东省中医药事业之辉煌。忆兄长，悬壶
济世一生，活人无数，堪称吾辈之楷模。幼承岐黄，铁
杆中医，德艺双馨，功彪千秋！

在业界同仁心目中，邓老是“铁杆中医”“杏林翘
楚”，更是捍卫、弘扬中医的一面旗帜！斯人已逝，愿
我们秉承邓老衣钵，戮力同心，为把“中医药这一祖先
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
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国医大师 张 磊

邓老期颐又四龄，惊闻噩耗殒医星。
神交已久同为志，青史名垂德永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 诸国本

漫天风雪三九时，万里悲歌悼吾师。
行医直面苍生难，卫道竟忘暮年迟。
坚守岐黄成铁杆，不肯从属振雄词。
一身正气凛然在，铁涛奔腾铸青史。

国医大师朱良春学术继承人 朱婉华

沉痛悼念最敬爱的大伯、首届国医大师邓铁涛先
生！

我敬爱的大伯邓铁涛先生驾鹤西去，我相信他一
定是到天国与我的父亲、国医大师朱良春，干爹、国医
大师颜德馨，叔叔、国医大师仼继学，相聚畅叙去了！
记得20年前，颜德馨老办学习班，邀请邓老、朱老同台
授课，我当跟班。颜老与我的父亲为同乡、同党、同
学，所以当我叫颜老干爹时，邓老笑说：“那您叫我什
么？”邓老比朱老大一岁，我说：“我称您大伯吧。”2005
年在邓老、颜老、任老、朱老和广东省中医院吕玉波院
长的鼎力支持下，在南通举办了“首届著名中医学家
高层论坛”。此次会议被中医界称为“盛世盛举”。
2018年 4月，邓老在医院疗养，获悉粤港澳大湾区中
医药论坛暨国医大师朱良春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深圳
召开，特写贺信以表祝贺。邓老之恩德福惠医界，砥
砺后学。大德之人“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大医
精诚，仁心永恒。

重庆市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 马有度

我与邓铁涛老初次见面是在1979年，我们几位晚
辈向他请教，自然都尊称“邓老”，他说：“我不敢称

‘老’，我只是‘老中轻’。”他自称是“老中医中的年轻
人”。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

“老中轻”已到百岁高龄。我经常从电话中向邓老请
教，他仍然是当年“老中轻”的样子，思路清晰，用语得
当。特别是谈到传承中医、发展中医的话题，更是充

满精气神。如今邓老驾鹤西去，特赋诗一首，缅怀邓
老：“邓老已乘黄鹤去，遍植杏林荫后人。岐黄漫漫路
难行，吾辈尚需紧跟进。”

全国名中医 陈宝贵

200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评选百名中医药传承特
殊贡献奖时，其中年龄最大的是邓铁涛老，最小的是
我。当时邓老见到我年轻，他非常欣慰，语重心长地
说：中医后继有人啊！并招呼我一起合影留念。今邓
老突然仙去，真是痛心疾首！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刘景源

邓公铁涛，誉满杏林，桃李天下。内养浩然正气，
外练八段锦功，度百岁乃去，尽其天年，吾辈楷模。

今驾鹤西游，往生极乐。悠悠我心，医学衷中始
不渝，铁杆精神祭轩辕，岐黄医术代代传！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 马烈光

新年转至方十日，煞气骤降迫寒冬。
大医仙逝万民哀，天柱摧折橘井动。
恺悌为怀传仁爱，恫瘝在抱惠众生。
善佑后学存至道，性情耿介正清风。
百寿得自长生术，天年皆缘童子功。
恸哭故人乘鹤去，大德长留满乾坤！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原副院长 曹东义

邓老驾鹤万人念，国失大医北风寒。
精忠报国勤献策，救厄育人在一肩。
大师风范三境界，点亮智慧九重天。
复兴中医路漫漫，走向世界道路宽。

（海 霞 辑录）

编者按：2019年1月10日，首届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

教授、博士生导师邓铁涛先生仙逝，享年103 岁。邓老以其担当精

神、创新思想、学术成就、养生榜样成为中医旗帜、业界标杆。邓老千

古，后世敬仰！现辑录部分中医界人士悼念邓老之辞，以表缅怀之

情。

□“画说中医药文化”丛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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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中医药文化画说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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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寻得治病之药时，人们直接把药放嘴里嚼服。因药物未经
加工，肠胃吸收不良，影响药效发挥，且易产生毒副作用。

历史迈入奴隶社会，制陶、冶炼带动了烹饪发展。人们在烹调菜
肴的启示下，尝试着把几味药物混合起来，加水煮成汤液饮服——汤
剂诞生，这也标志着中医方剂的诞生。发明者相传为厨师伊尹，同时
他还是商朝名相和医方之祖。他的医方多用食材，也就是后世所谓
的食疗方。“五味”——甘、酸、辛、苦、咸，也由他从烹饪界带入医药
界。

醪醴是酒和药酒的统称。酒在商周之前即已出现，将药物浸泡
在酒中制成酒剂，也是最早出现的中药剂型之一。“医”本作“醫”，

“酉”即酒盅，意通“酒”，代表内服药。可见酒被长期当作医治百病的
百药之长。

不管是汤液还是醪醴，都再一次说明了“药食同源”的渊源。

小百科

方剂：方指医方，剂指调剂，方剂即治病的药方。
食疗：以膳食作为治疗疾病的手段，即饮食疗法。中医食疗学，

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研究饮食治疗疾病的一门学科。

汤液醪醴

1987年底，我经过2年的
西学中研究班学习返回医
院，但临床并未出现预期的
效果，对此我很苦恼。1989
年新年刚过，我在办公室的
桌子上看到了一份《中国中
医药报》的创刊号，看到中医
人自己的报纸，感到特别亲
切。中医药报合理的版面安
排，醒目的标题，美丽的插图
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尤其是
学术和临床版，既有理论的
讲解，也有临证经验介绍，对
我而言很实用。从此《中国
中医药报》成了我的老师，为
我释难解惑、指明方向，引领
我一路走来。

学经典的启示

起先，我主要是从中医
药报上学习别人的经验。每
期报纸一来，我首先关注学
术与临床版。除了阅读外，
有些文章要剪贴，有些文章
要制成卡片。这样做很辛苦也很费时间，但
总觉得对临床帮助不大，常常是患者坐在面
前自己却无从下手，并未入仲景之门，对此甚
感迷茫。彼时，《中国中医药报》上刊载了两
篇文章：《要想提高疗效 必须熟读经典》和

《读内经 做临床》。文中指出要想学好中医，
必须先学好经典。此文像一座灯塔，给我指
明了航向，让我下定决心重读中医经典。

通过一年多的苦读，我逐步学会了用中
医的思维和方法去分析和处理疾病，学会了
辨证论治。这使我的临证疗效上了一个台
阶，尝到了成功的喜悦。如我的一个朋友因
发作性胸部憋闷，恐惧欲死，数次以心绞痛住
院治疗，却越治越重，发病愈发频繁。一次我
目睹其发作，按“奔豚症”予以治疗，五剂汤药
而愈。本人因进食生冷引起胃痛，几天后口
渴引饮，再后来大便秘结。从“治病”着眼，先
服滋阴止渴，继服润肠通便，病情依然如故。
认识到其病因病机是中焦受寒，阳不化气，津
不上承下润，治用真武汤温阳化气，竟然三剂
而愈。我试着写了《经方治验二则》寄往《中
国中医药报》社，几天后文章见诸报端。这既
是对我学经典效果的肯定，也激发了我写文
章的激情。

学有专攻的指引

随着疗效的提高，慕名求医者日众，这也
使我诊断不清、治不见效的病例屡出。我急
需进一步提高自己。该从何下手呢？2007年
4月20日的《中国中医药报》刊载了一篇题为

《火神派沪上领军人物祝味菊》的文章，对我
颇有影响。文中说从小桀骜不驯，又曾东渡
日本学医，回国后任成都官立医院医务主任
的祝味菊，在听了卢铸之的“扶阳讲坛”后如
获至宝。之后他到上海隐居考察，遇到沪上
名医徐小甫之子患伤寒危重症，在诸多名医
束手的情况下，他投以以附子为主的温热重
剂，使病儿一夜之间转危为安，而使沪上诸多
名医为之倾倒。由此我想：扶阳理论可使杰
尔不逊的祝味菊虚心学习，初出茅庐的他又
可使沪上名医为之倾倒，可见扶阳理论指导
临床的威力何其大也！“老师”又一次为我指
出了学习的方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中国中医药报》
上发表了30多篇论文，出版了《杏林求索》一
书介绍自己的临证经验，以供同道们借鉴。

为中医药发展“献策”

2009年8月，《中国中医药报》刊登征文，
号召人们为中医药发展“献一策”。我一直工
作在基层，常为一些民间验方的神奇疗效所
折服。觉得这些验方都是中医药伟大宝库中
的瑰宝，对一些疑难病的治疗有着现代医学
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政府并没有对此有足够
重视，随着持方人的年老过世，这些瑰宝就随
时有丢失的危险。我写了《民间验方有珍宝
发掘研究意深长》的文章，建议对民间验方进
行发掘、整理与研究。《中国中医药报》第一时
间予以全文刊登。该文并于当年11月在广西
梧州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上获
优秀论文三等奖。说明这个问题引起了高层
领导的重视。运城市卫生局领导认为我不断
关注医疗改革，对一些问题认识深刻，2009年
任命我为“运城市中医药立法课题组”成员，
使我得以荣幸地参与了中医药法有关条文的
起草工作。

回顾自己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中所取得的
点滴成绩，都是与《中国中医药报》这位“老
师”的指引和带领分不开的。祝《中国中医药
报》在新时代取得更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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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罗希贤 绘

铁笔书岐黄铁笔书岐黄 涛恩泽四方涛恩泽四方
——沉痛悼念国医大师邓铁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