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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是中医学术和临床经验传承的重要

宝库，目前，国家对名老中医学术传承研究投入了

巨大的力量，从五批全国名老中医师带徒工作的开

展，到科技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全国名老

中医学术思想传承研究课题的延续，以及对于中医

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启动，都是希望能够在

较短时间内有效地对中医学术和临床进行保护与

传承。 笔者有幸参与了国家“十一五”全国名老中医

学术传承的课题，深切感受到有关名老中医学术思

想的总结已较为完备，但是对于名老中医生平学术

事件，尤其是影响其学术发展事件的细节描述和研

究尚不够深入和细致。 因此，笔者期待以全国著名

妇科专家夏桂成教授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为基点，

寻找具有历史价值的节点，从而客观科学地把握其

学术源流及发展脉络，以更好的进行学术传承。

1

全面完善文献资料

学术的载体主要是学术著作，因此，名老中医

的学术论文、著作乃至笔记以及其他讲稿、讲演记

录、视频之类的文献材料对于研究其“学术”有着不

可或缺的作用。 笔者认为，仔细梳理其各种文献载

体，进行归纳分类，能够获得全面的第一手资料。 国

家“十五”、“十一五”的名老中医课题对于诸位名老

中医的文献资料收集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笔者

认为，对于名老中医的文献资料收集并不能仅仅局

限于一两个课题，而是应当建立起新的平台，在充

分切实解决了版权归属等老中医关心的问题后，进

行长期、稳定的学术资料收集工作，这不但有助于

国家获得第一手全面的文献材料，同时可以为名老

中医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对于名老中医的

文献材料收集更要对其所阅读的书籍及其理解程

度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由于相当多的知识是游

离于书面文献之外的，这就需要资料收集者本身应

当有意识的去了解相关知识方面的情况。 比如在某

一个知识节点上，名老中医明显是受到某一部传统

著作中某一个观点的影响，这一现象在文献中虽然

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对于理解相关知识点却至关重

要。 故而，资料收集者应当定期进行有目的的名老

中医访谈，带上事先准备好的“问题”。 问题研究决

不能简单忽视，它可以提供大量的线索，也是激发

名老中医进行授业的动力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于探究名老中医前期成

才之路具有重要作用的笔记资料，整理分析很少，可

能与年代久远， 部分名老中医早年笔记资料散失严

重有关。 江苏省妇科名老中医夏桂成教授早年曾经

积累了笔记资料数本， 这些资料来源广泛， 记录详

细，有跟师学习心得，有文献摘抄，也有民间医药经

验积累，临床验案记录，临证用药心得等等，值得进

一步挖掘研究。 名老中医的笔记资料是其在漫长学

习和行医过程中不断学习借鉴他人经验为己所用的

积累， 各个阶段的名老中医的笔记能够反映其阅读

的习惯，知识获取的偏好以及学术研究的兴趣所在，

同时，往往是促发其学术思想发展的节点，对于了解

其临床经验的提高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2

深入梳理学术理路

所谓学术理路， 是指治学者遵循的治学逻辑、

路径，所认同的治学重心、目标定位、价值标准，所

摘 要 在整理全国名老中医夏桂成教授学术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名老中医学术思想源流的重要性， 通过全面

完善学术文献资料，深入梳理学术理路，切实明辨名老中医学术方向，从而进一步做好名老中医学术的继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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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

[1]

。 探索学术理路，对于

明晰名老中医的学术历程来说至关重要。

以夏桂成教授学术理路的探寻为例。

20

世纪

50

年代夏桂成教授进入江苏省中医院妇科工作，他

所接受的师承教育及正规院校教育以内科为主，较

少涉猎妇科内容。 因此，开始阶段他在学习前人治

疗经验基础上，以调理气血为基本思路进行妇科临

床。 但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夏老运用月经周

期节律调节法进行临床实践，这一学术创新的萌发

点在何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的，这就应该是

我们关心的问题。 夏老的月经周期节律法，最初希

望通过阴阳盛衰的观点加以解释，然而随着临床的

深入，又以阴阳转换来尝试论述，在这些转变的同

时，他又完善了月经周期的分类，从四期分类到七

期分类，这些在对女性周期生理、病理、治疗的阐述

都是不断进步的。 了解这个过程，研究这个过程，仔

细分析每个变化发展节点的影响因素，有利于我们

进行学术思想发展的梳理。

再以夏桂成教授对更年期综合征疾病的认识

和治疗方剂的演变为例。 我们的研究发现，夏老通

过文献复习、临床探讨、科学研究，对更年期综合征

的认识可谓层层提高，对于心、肝、肾等脏腑的关

系，主次矛盾认识的变化也是逐步深入，这些除了

体现在其著作中对于更年期综合征表述的变化上

外，还直接体现在方剂用药治疗的变化上。 笔者曾

经对夏桂成教授各个年代的著作及论文中的治疗

更年期综合征的主方清心滋肾汤进行仔细分析，发

现各年代的清心滋肾汤的用药成分都有所不同，而

每一位药物的增删都体现了其良苦的学术用心，间

接传达出对于疾病认识的变化。 因此，清心滋肾汤

并非一则普通意义上的名老中医的验方，其创制及

演变透射出：该方是学术理论指导下的结晶，临床

科研相结合的凝练以及研究心路的总结。

这两个例子很好地体现了夏桂成教授学术理

路的变化， 在这个基础上深入对文献进行发掘，可

以得出更多的例证，从而对于我们发现学术发展的

契机必然有所裨益。

3

切实明辨学术方向

引领学术方向是我们梳理名老中医学术思想

脉络源流的宗旨， 但绝不仅仅是学脉过程陈述、材

料的条块辑录和学术观点的分类摘编，而是要在梳

理学术成就的铺陈中，交代学术观点在学术积累上

的贡献及其在方法论上的利弊得失，在总结学术发

展历史的同时预见未来学术发展的动向。 有鉴于

此， 我们尝试探讨一个名老中医一生的学术历程，

总结其学术思想以及临床经验，其中更重要的是在

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过程中获取其学术发展的脉

络。 获得学术方向，应当是我们进行学术梳理的最

高境界，也是学者们孜孜不倦的追求所在。 名老中

医是中医学宝贵的“活化石”，加强名老中医研究的

目的不仅仅满足于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的平面获得

（况且这些还是并不全面的），而是满足学术方向这

个每名中医学术研究者的最高目的。 锻炼学术素

养，力求高瞻远瞩，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培养

新一代的大师级人物，才是我们学术研究的目标。

以夏桂成教授学术理路为例， 从分析月经周期

阴阳盛衰的观点，到阴阳转化的理念，再到相对性

的阴阳消长转化；从完善月经四期分期到细分经后

期和经前期为七期划分并提出详尽的生理病理特

点分析；从经间期填补月经周期分期的完善到以经

间期为着眼点论治未病。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学术

的发展与创新。我们推测，针对临床疾病谱的变化，

遵循传统中医思维并通过实践分析疾病，从而不断

完善中医病机理论，同时发展从完善月经周期开始

探索生殖节律乃至生命节律，不断致力完善治未病

理论，可能是夏桂成名老中医学术发展的方向。

4

结语

当前， 我们对于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的研究，停

留于“是什么”的研究上较多，对于“为什么、怎么体

会、怎么得来”的研究尚不够丰满，所以我们应当将

研究重点放在这些方面，这样更能够具有立体深度

地获得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可以更加方便于后学的

理解和把握。 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将名家散点的学

术思想连接成片，而且能够了解这些思想体系的发

展来源。 毋庸置疑，我们可以学习的知识将会更加

丰满，更加实际，也更加有利于学术的传承。 因此，

研究名家的学术思想，就意味着不能一味平铺直叙

地叙述名老中医生平发展事件，而是有观点的将其

一生中的重要学术影响事件探寻出来，运用科学的

研究方法，从中找寻影响学术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

和事件，从而摸索其学术历史发展的原因，最终探

究出其内在规律。 传承的目的在于不断发展，以学

术发展历史学的观点放眼研究方可提出清晰的学

术发展方向，我们期待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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