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领导、同仁：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邹燕勤。

很荣幸这次能够获得国医大师荣誉并受到隆重表彰， 深感这是

国家对我们既往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全体中医药人的褒奖，在此

深表敬意。 同时，特别感谢各位领导能够利用这样的机会专门听

取我们老中医药工作者的意见。 我想就自己在近一个甲子的中

医人生中对中医药发展和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切身体会谈点建

议。

1957

年，我毕业于大学生物学专业，留校任教；

1962

年，组织

上安排我进入南京中医学院 （现南京中医药大学）， 跟随我的父

亲———著名中医学家、我国现代中医肾病学开创者邹云翔教授学

习中医。父辈的成就和经历，以及自己

60

年来的学习和实践体会

告诉我，中医药学的发展始终都是理论学术和临床实践不断积累、整理、总结、提炼和升华的过程，只有紧密

结合临床实践做好中医药学术传承工作，才能使中医学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得到不断的延续、深化、补充和

提高，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关于中医药的发展，我也认为应以继承、创新、发展为原则，要基于自身特色

和发展规律，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

事业发展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培养根本在于教育。 师承教育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也是历

经千百年而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形式。我很幸运，出生在中医世家，从小就看着父亲治病救人。学医也

是自然而然，兴趣所在。 不管是在中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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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医疗系学习期间，还是独立行医，我一直坚持跟随父亲出

诊抄方、临床查房、整理医案。 除跟随父亲系统学习外，我还充分利用江苏中医名家荟萃的优势，先后拜学

多位名师，博采众家之长，补己之短，力求做到融会贯通，厚积薄发。 这样系统知识和临床经验相互印证，相

辅相成，让我获益匪浅，得以快速成长。

为此，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和中医药行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积极探索中医药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相结

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师承教育有机融入院校教育之中，使中医药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都能发挥其优

势，相互弥补其不足，既提升院校教育水平，又增强师承教育效果，培养更多合格的高素质的中医人才。 在

此，我提出以下一些具体建议：一是鼓励中医药院校与当地中学联合举办高中预科班；二是条件较好的中

医药院校直接举办中医药特色的附属中学，毕业后优先直升中医药院校；三是给予中医药院校自主招生的

政策。 以上几点皆可吸引具有家传背景的学生学习中医药。

回顾我几十年来亲历的中医药事业发展历程，当前是中医药发展的最好时期。 我相信，我们中医药人

一定会抓住机遇，坚定信心，努力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 在此，希望党和政府及相关部门给予更多的支持。

在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特别要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改革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加大对中医药人才

培养的投入力度，给中医药人才成长以更好的环境、更多的机会。

谢谢！

在第三届国医大师、首届全国名中医表彰座谈会上的发言

邹燕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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