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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 中国中医药报社主办

“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

壮丽70年特别策划

“向邓铁涛学习”系列报道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医，感觉太棒
了。以后我会尝试看中医，也希望中西
医能够更好地融合。”瑞士驻成都总领事
馆总领事范溢文说，在四川的中医初体
验让他感到十分惊艳。

4月17日，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与四
川省外事办公室在彭州市举办第二届驻
蓉领事官员走进四川中医药活动，展示
四川中医药风采。美国、瑞士、新加坡、
以色列、泰国、新西兰、德国、奥地利、巴
基斯坦、韩国、捷克11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的20余名外交官参加活动，领略中医药
的独特魅力。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海
峰、省中医药局局长田兴军出席活动。

外交官们先后来到天府中药城、成
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和龙门山镇宝山村
参观体验，了解四川中医药产业发展情
况，体验中医药膳、香囊制作，接受中医
特色诊疗服务，尤其是中药香囊制作环
节，让他们格外感兴趣。外交官们详细
询问陈皮、艾叶等各种中药材的功效和

使用方法，在现场专业人员指导下，亲自
称量、调配中草药制作香囊。

泰王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吴威
德举着药秤，精确称出每种中药原料的
重量，再将原料小心翼翼放进布袋里。
他表示，泰国的传统医药和中医药有相
似之处。目前泰国有一批医生正在成都

中医药大学交流，希望双方可以加强交
流学习，传承发扬传统医学。

一位新上任的领事官员们告诉记
者，他听同事们说起过去年的活动，一直
想亲身感受四川中医药的魅力。今天的
活动，不仅刷新了他对中医药的认识，也
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兴趣。

4月17日，20余名驻蓉外交官在四川彭州深度体验中医药——

“川味”中医药惊艳驻蓉外交官
通讯员 邓鹏飞摄影报道

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有位共产
党员用百余年岁月给出了一种答案。

他一生为缓解百姓病痛辛劳，自己住
进重症加护病房（ICU）时，听到隔壁心血
管患者呻吟，还不忘嘱咐弟子给患者开甘
麦大枣汤。

他一生为振兴祖国医学奋斗，屡屡就
中医前途命运问题上书中央、力挽狂澜，
并为中医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栋梁。

他嘱咐儿媳代缴最后一笔党费，遗嘱
只有短短几行字，其中写道：我能留给儿
孙最大的遗产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百年岁月很长，他全部奉献给了振兴
中医、护佑百姓健康的事业。“生是中医的
人，死是中医的魂”是他为自己拟的挽联。

百年岁月很短，他说：“下一世还做中
医。”

他是国医大师邓铁涛。

铸剑：
革命岁月造就国医魂

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铁杆中医是怎
样炼成的，要追溯到邓铁涛的青年时代。

1937年的北平郊外，几声枪声炮响，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战烽火迅速燃遍
全国。几千里之外的广东，邓铁涛刚完成
5年学业，得知要“废止旧医”的南京国民
政府要求中医学校改称“学社”，不得再以
学校名义招生，他拒领毕业证书以示抗
议。

这一幕仿佛一个缩影。
邓铁涛出生、成长于广东，中国的近

代史在这里揭开序幕，东西方文化也在这
里产生碰撞。“中医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
在这一百多年中，与国家同呼吸，与人民
共患难，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他常
说，中医学犹如和氏之璧，特别是鸦片战
争以后，西学东渐，国人失去对中华文化
的信心，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中医大夫就
像和氏一样，身怀宝玉却不被认可。

为中华民族复兴奔走、为中医药振兴
呐喊，成为他一生的追求。

1938年，日机狂炸广州。邓铁涛来到
香港，第一时间和同学康北海等 4人创办

了中医夜大学——南国新中医学院。虽
然最多时只有 7名学生，但是他们坚持了
3年。

同一时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香港分会成立，并成立文艺通讯部，宣传
中共抗战主张。文笔出众的邓铁涛参加
了文艺通讯部，以“邓天漫”为笔名写了不
少针砭时弊的文章。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
陷。邓铁涛回到广州，在太平南路药材店
坐堂应诊。他在医生职业掩护之下，还多
了一个秘密的身份——东江纵队秘密交
通站的地下交通员。

当时的广州是华南日军统治中心，邓
铁涛不顾个人安危，经常与东江纵队派来
的同志上街购买游击区急需的各种物资，
存放在自己家，还动员药材行懂英文的少
东家冯杲阅读进步书籍，参加交通站工
作。

新中国成立后，邓铁涛又主动报名参
加土改。这是另一段塑造他人格的重要
经历。当时环境很艰苦，潜伏敌特常造谣
破坏，土匪恶霸横行乡里，邓铁涛不得不
在腰间别上手枪，以防不测。宣传土改政
策时，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吃
的是禾虫酱送稀粥；住的是低矮的草寮，
身上爬满虱子；劳动就是插秧种田，走田
埂路时，他常常滑倒。

与别的干部不同的是，他身上总背着
一个药箱，一边宣传政策，一边为百姓治
病。一次，邓铁涛发现同席而眠的村民腹
痛如绞、冷汗直冒，诊断是盲肠炎，马上用
中药和针灸为他解除了痛苦。

“这些经历使我亲身体验到了中国农
民的苦难，开阔了胸怀，我的心从中医扩

大到国家民族，扩大到整个世界。”1958年
12月，邓铁涛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作
为中医大夫的个人追求与党和国家的事
业、人民群众的疾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

护剑：
直言上书力挽狂澜

“对于中医问题，邓老从不含糊，中医
每每有风吹草动的事情，他总忍不住第一
个挺身而出。”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
敏说。人们已经习惯把“邓铁涛”看作是
中医的符号。的确，如果没有他，我国的
中医药事业发展史或许会改写。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全国中医药事业
萎缩，后继乏人现象普遍存在，广东的中
医人数只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半，且仍
在继续减少。卫生部有关成立一个副部
级中医药管理机构的报告也因国家财政
偏紧、机构缩编而被搁置。

邓铁涛忧心忡忡。1984年初，他第一
次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
力陈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但
由于各种原因长期未受重视，后继乏人，
希望中央能采取措施扶持中医发展，“中
医学再不花力气去抢救，等现在的老中医
已经老去，才想到出钱出力去发掘，已经
迟了！时不我予，时不再来，希望中央各
部委办能重视这一严重问题……”

信件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中医问题，决
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1986年，国家中
医管理局（后更名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正式挂牌。邓铁涛欣喜地说：“中医从此
真正有人管了！”

1990年，国家计划精简机构，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拟在精简之列。邓铁涛又联合
中医大家路志正、方药中、何任、焦树德、张
琪、任继学、步玉如，上书中央，请求“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只能增加，不要削
弱”。10月9日，他们得到答复：同意加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全国中医药工作职
能的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被保下来
了，这就是中医界著名的“八老上书”。

1998年，全国刮起了“西医院校合并
中医院校”的风潮。邓铁涛再次联合任继
学、张琪、路志正、焦树德、巫君玉、颜德
馨、裘沛然等中医大家上书：中医小，西医
大，改革绝不能“抓大放小”。中西医院校
合并风被紧急叫停了。

两次“八老上书”的信都出自邓铁涛
手笔。有人曾问邓铁涛，上书不怕别人有
意见吗？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共产党
员。”

亮剑：
疫情是枪声是命令

“如果中医药在急危重症甚至一般病
症面前，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么中医
药学距离消亡也就不远了。”20 世纪 60
年代，“乙脑”、麻疹、流感等在广东流行
时，邓铁涛就运用中医辨证，冲锋在防治
一线。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要求自
己“疫情就是枪声”“枪声就是命令”。

2003年，非典型肺炎突发，年近九旬
的邓铁涛又主动“参战”。他时刻关注疫

情变化，成为一线医生和院长的“主心
骨”。

3月，科技部的有关同志到广州调查
研究，问及中医能否治疗“非典”。当时疫
情凶险，病原体还未确认。邓铁涛站出
来，自信地说：“能！”他认为“非典”是温病
的一种，中医治疗温病历史悠久，和西医
不同的是，中医不计较由什么病原体引
发，而把着力点放在病原体进入人体后与
人体正气斗争所表现的证候，进而辨证论
治，既注重祛邪，又注重培养人体自身的
正气，不单讲究治病，更讲究治病人，在

“非典”防治中有独特优势。
第二天，邓铁涛就和弟子邱仕君、邹

旭一起执笔，撰写中医防治“非典”的文
章，附上诊治的典型病案，供全国中医参
考。文章发表后，立刻激起千层浪。

邓铁涛再次上书中央，请求中医介入
“非典”治疗，并临危受命，担任专家顾问
组组长。在他的支持下，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取得了“零转院”“零死亡”

“零感染”的战绩。
中医抗击“非典”的经验赢得了世界

卫生组织专家的认可。考察了广东的救
治效果后，香港在历史上首次邀请广东中
医进入公立医院参与救治。

广东省中医院派出青年中医专家林
琳、杨志敏前往香港支援。两位“女郎中”
刚开始压力很大，邓铁涛给她们壮胆：“你
们两位不是孤军奋战，身后有整个省中医
院，有我们这班老中医在撑着你们，有什
么困难，随时在晚上7点到9点来电话，我
随时支援你们！”杨志敏回忆，那段时间，
邓铁涛家的电话成了“热线”。

截至当年 5月 30 日，林琳、杨志敏共
诊治 39名患者，包括 19名 ICU患者。39
人中，10人已出院，9人病情有改善，1人
离开 ICU。成功抗击“非典”使中医得到
了香港医管局的认可，也促进了香港中医
药事业的发展。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危急时刻
敢于迎战“亮剑”，中医在重大疾病治疗中
的特色优势更加深入人心。

而这样的考验，邓铁涛经历得太多
了。正如烈火煅烧、急剧冷却才能淬炼出
过硬的钢铁，临危不惧、迎难而上、千锤百
炼，铁杆中医就是这样炼成的。

铁杆中医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赵维婷

邓铁涛的名字是年轻时自己改的，因为他相信中医是行的、是“铁”的，他也是公认的铁杆
中医，一生为中医振兴殚精竭虑——

本报讯 日前，广东省云浮市委、市
政府联合印发《云浮市中医药局职能配
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正式成立云浮市中医药局。
云浮市中医药局作为市政府工作部门，
加挂云浮市南药发展办公室牌子，级别
副处级，由市卫生健康局统一领导和管
理。内设综合科、医政与科技教育科、中
药管理科、产业发展科，行政编制13名。

根据《规定》，云浮市中医药局主要
承担七个方面职责：包括贯彻执行国家
和省有关中医药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
法规，规划、统筹，指导全市中医药产业
发展；规划布局推广全市南药种植主导
品种；牵头组织对辖区内中药材种源、产
地、种植、品牌等进行保护；承担中医医
疗、预防、保健、康复等监督管理责任等。

云浮市是南药产地之一，全市有利
用价值的药用植物达 164 科 670 余种。
近年来，云浮市委、市政府把发展中医药
事业和南药产业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乡村振兴的重点工程来抓，并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为更好推进全市中医药事
业和南药产业发展，云浮市委、市政府在
本次机构改革中整合了中医药管理以及
各有关部门南药产业发展的职责和资
源，新组建了中医药局。

广东云浮市成立

副处级中医药局

编者按：事业的发展总要有些榜样，邓铁涛就是这样一位引领者。家传、师承、院校，一心
传承经典、躬耕临床，从他身上我们能探寻一代名医的成长轨迹；为良医、为人师、为扛鼎者，为
事业殚精竭虑、奔走呼吁，从他身上我们可一窥行业大家的风骨气度。百余年人生，从医八十
载，邓铁涛的事迹给每位中医人以启示：如何把热爱的事业做到极致，把个人追求和国家命
运、行业兴衰、百姓安康结合起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平凡的一
日日中写就一个大写的“人”字……从本期开始，本报推出“向邓铁涛学习”系列报道，带您走
进邓铁涛的壮阔人生，学习邓铁涛精神，汲取前行的力量，创造中医药事业新辉煌。

本报讯 记者徐婧从复旦大学获悉，日前
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第47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
上，复旦大学自主研制的“自主交互中医体检机
器人”荣获银奖。

此项发明由复旦大学教授甘中学牵头，复
旦大学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青年研究员罗静
静等负责研发，在团队前期研制的“复旦小华”
中医机器人、脉象传感仪基础上研发而成。利
用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此项发明
首次实现了中医四诊信息采集与分析的全流程
标准化、客观化，通过中医机器人与用户的直接
交互，生成基于中医原理的个性化健康状态体
检报告，帮助用户方便快捷地了解自己的健康
状况。

中医体检机器人可以通过自助的方式为大
量用户提供标准的中医体检服务，满足用户自
我健康管理的需求。未来将通过多种形式向用
户开放中医体检服务，提供更佳丰富和精准的
中医体检信息和健康管理内容。

此次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集中展示了来自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多项发明。日内瓦国
际发明展创办于 1973 年，由瑞士联邦政府、日
内瓦州政府、日内瓦市政府、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共同举办，是全球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
的发明展之一，尤其侧重于发明成果的成熟度
和完整性。

中医体检机器人获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银奖

吴威德（左二）在称量中药。

壮丽70年党领导中医药发展历程

纠错正偏纠错正偏，，重振中医重振中医

新中国成立伊始，废止中医的思想一
度回潮，卫生部的工作甚至出现了排斥和
歧视中医的现象。毛泽东主席对中医药工
作多次亲自批示和指示，让中医药事业再
次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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