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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千年来，中医师徒传承是培养中医人才行之有效的主要教育方法。
近年来，党和政府在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学术传承等工作，大力培养中医药人才
。
自2009年12月河南中医学院国医大师李振华传承工作室正式成立以来，我们在李老的指导下著书立说
、开展科研等工作。
本书所收录的内容大都是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学术传承人跟师学习和临证的感悟。
其内容丰富，集中体现了李老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
其中一些传承人已经成为省级名中医或学科带头人，医教研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医德医术颇受患
者和社会的好评。
李老可谓桃李芬芳，香溢九州，为党和人民的中医药事业鞠躬尽瘁，有口皆碑。
　　本书除导论外，分三个部分。
导论是李老的医论，主要反映了李老对中医学和中华文化的认识与真知灼见，体现了李老对中医学的
渊源、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的哲学思想、中医的思维方式、大医精诚的医德医风等独到的见解。
李老指出，学医必先具仁人之心，精研四大经典，博采众长，方可学有所成。
李老所倡导的“仁心、仁术”，“文理通、哲理通、医理通”，在中医学术传承中显得弥足珍贵。
　　上篇是学术思想篇。
主要是传承人总结整理李老的学术思想及治法、辨证论治、用药技巧，以及他的学术观点、养生思想
、治未病思想等。
本篇也反映了李老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理解和应用、临证观外知内的象思维方法、善抓病机等具有创新
性的学术思想。
　　中篇是临证治验篇。
传承人通过李老的言传心授，或是随之临证，结合一些病案，将其临证经验和辩证思维展现给广大读
者，启迪后学。
本篇包括李老治疗胃痛、慢性萎缩性胃炎、肝硬化、痛风、梅核气、复发性口疮、脂肪肝、急性脑出
血、荨麻疹、心脏室性早搏等几十个病种，也收录了“十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名老中医学术
思想传承经验研究”的部分成果。
　　下篇是跟师感悟篇。
传承人用朴实、真挚的语言结合自己所学及其在临床医疗学术水平提高等诸多方面的体悟，真实地展
现了李老忠于中医药事业、大公无私，把家传和自己的临证经验倾囊相授，造福于社会的风貌。
　　中医学术如何传承，传承人如何学习，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益于中医学术的传承，有益于探
索新形势下中医人才的培养途径和方法，发人深思，给人启迪。
　　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有限，对李老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传承整理尚有待提高，希望同仁给予斧正
，以便再版时修正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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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医大师李振华学术传承集》包括中华文化是中医学之本、谈中医的辨证论治、学术思想篇、
李振华学术思想精要、李振华的中西医结合观、国医大师李振华教授谈养生、发挥中医学治未病优势
造福人类、中篇临证经验篇：治疗胃痛的经验、诊治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思路与方药、下篇跟师感悟篇
等。

　　《国医大师李振华学术传承集》对中医临床工作者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特别对提高辨证论治水平
有极为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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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振华，男，1924年生，河南洛宁人。
中共党员。
全国首批500名名老中医之一，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中医学院院长、终身教授、主任中医师。
2009年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国医大师。
　　李振华从事医疗七十载。
长于治疗热性病和内科杂病，尤其重视脾胃学说，对脾胃病、伤寒、湿病、鼓胀、胸痹、心悸等。
有独特的学术见解。
倡导“文理通，医理通、哲理通”的中医教育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
获“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和“河南中医事业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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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9年腊月二十八，我父亲突患重病，不省人事。
县医院婉拒治疗，院方已下病危通知，说能够活过两天都很难。
我连夜赶回去，只见家父奄奄一息，高烧40℃，不禁潸然泪下。
第二天早上，我给李老打电话，家父服了他开的药后，出了一身微汗，神志清醒了，高烧很快退了下
来。
这给我内心极大的震撼！
自那时起，我内心就有一种学习中医的冲动，我感觉中医太神奇了。
　　2010年春节，我去拜访李老，谈话间，他谈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拟出版反映他医学人生的书籍。
我毛遂自荐，愿帮助他整理。
李老听后很高兴，但又担心我没有中医基础，不能把他的学术思想原汁原味地展现出来。
我也感到忐忑不安。
我常常一边把李老口述的东西整理出来，一边抓紧时间学习常用中药及中医基本理论。
2011年10月份《走近国医大师李振华》一书出版，深受广大中医药同行和爱好者的青睐。
　　令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整理该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跟李老学习的过程。
使我对学习方法和中医理论有了一定的认识。
李老见我学医心切，要求我学习中医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第一，学医要具备高尚的医德。
医学乃仁人之术，医者必具仁人之心，治病救人，刻苦钻研，勤求古训，方可学有所成。
　　第二，学好中医基本理论。
重点学习四大经典著作。
《内经》中的阴阳五行、藏象、诊法、治则、经络等都要重点掌握，进而树立中医的整体观念、辨证
观念。
通过学习《伤寒论》，要掌握其辨证的恒动的论点。
学习《金匮要略》，李老特别强调要背诵并理解其中警句。
如“黄家所得，从湿得之”，“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等。
学习温病，李老要求熟读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温热病篇》、王孟英的《温热经纬》、吴
鞠通的《温病条辨》等名著。
　　学习方剂，要把学习现代方剂学和《汤头歌诀》结合起来，掌握方剂的君臣佐使，理解它的相反
相成，达到对立的统一。
对有效的处方，要达到熟悉，记住方义组成与主治功能、君臣佐使，明白它的主药是什么。
　　学习药物，要把学习中药学和《药性赋》结合起来，明确药物的性味归经、常用药物的配伍禁忌
及副作用等。
比如酸易人肝、咸易入肾、苦易人心、甘易人脾、辛易入肺，以及归经和走上或走下。
又如药物的寒、温到什么程度，都要认真掌握。
　　学习脉学，李老让我看《濒湖脉学》，结合脉诊。
遇到有患者求治，他有意识地给我讲解患者的舌脉、病因、病机等，并手把手教我如何摸脉。
我白天跟他抄方，学摸脉，晚上躺在床上看书，自感进步挺快。
李老常提问我，有时我结合李老的问诊，摸出患者左手寸脉沉细无力，诊断出患者的心脏功能弱，李
老也很高兴，鼓励我要多学摸脉。
李老说虽然脉象只是中医四诊其中一项，甚至有时需要舍脉从症，然而切脉之后，一般可知病犯何逆
，因此脉诊不容忽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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