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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碑碑中中医医来来啦啦！！
首期讲讲国医大师张灿玾的故事

与其说这是一位擅长治病救人的医者，
倒不如说是一位饱经沧桑、兴趣广泛、融汇文
史的智者。

初秋的一个上午，在济南经十路附近一
栋稍显陈旧的职工宿舍楼里，本报记者见到
了山东省首批获得国家最高荣誉“国医大师”
的老中医张灿玾，老人与记者交谈起来思路
清晰，谈吐有致。

60多年来，他从熟读经典、观察父辈坐诊
及炮制饮片做起，随后独立行医，并在临床实
践中磨练出精湛的医术，而后将更多精力投
入医学典籍的整理以及教书育人，一路走来，
已然成为一部中医在当代的传承史。

口碑中医

“不会看文言文，如何学好中医？”

当本报记者见到张灿玾
时，他正耐心地将自己刻的篆
体印章，盖到一位远道而来的
访者的书的扉页上。

在这个名为“琴石书屋”的
斗大居室中，两边书架上摆满
了各种古籍，除了医学典籍外，
还有史书及地方志等与医学看
上去并不相关的书籍。屋子的
显眼处，摆着一架古琴，书橱上

挂 着 京 胡 ，桌 子 上 摆 着 根
雕——— 一股书香气油然而来。

“中医本来就是在古代文
化传统的基础上诞生，是一门
综合性的学问。你不会看文言
文，不会写繁体字，怎么能学好
中医？”在张灿玾看来，学好中
医，不仅要培养自己在医学方
面的兴趣，能够看得下去古代
医学典籍，更重要的，是培养自

己多方面的兴趣。
他本人正是这方面的典

范：琴石书画，诗词戏曲无不涉
猎，且绝大多数属传统文化艺
术，而且都是他生活不可分割
的部分。

“不管什么学问，学到最后
都是相通的。即便你是学医，也
不能只埋头于医学一科，而是
要广泛涉猎。”张灿玾说。

当选新中国首批国医大师

1928年出生于荣成的张灿玾，
少时遭遇日本入侵，出身中医世
家的他上完高小后，就不得不留
在父亲身边学医。开始时他主要
是在父亲指导下诵读《药性歌》等
医学典籍，同时学习司药和饮片
的炮制，以及丸散膏丹的制作等。
同时，认真观察祖父和父亲在给
人诊病方面的方法和技巧，听取
对病情病因等的分析讲解，是张
灿玾的主要任务。

1 9岁这年，这个学业渐精
的年轻人，开始独立行医。刚行
医不久，一个患肺炎的女患者
一直发热咳嗽，恶心呕吐，西医
曾用大量抗生素药物治疗，但

效果不好。张灿玾通过观察，认
定其为湿热困于中上二焦，处
以和胃清热，宣肺化痰之法，一
二剂服后，恶心呕吐咳嗽均减
轻，继续服用调理肺、胃的十余
服药剂后，她就痊愈了。

从医几十年，他救治过的患
者不计其数。内、妇、儿科的疑难
病例都在他手上化险为夷。2009

年，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
批30位国医大师之一。

不管平时多么繁忙，张灿玾
都没放弃对传统典籍的研读，以
至于到现在，对于《黄帝内经》等
经典中的段落，他都是张口就来。

张灿玾认为，身为中医，不

仅仅会看病，还要对各种医学典
籍做到了然于胸，对各种中药材
的品性都有着透彻了解，这样再
行望闻问切，开方抓药，才更有
的放矢。

在本报记者拜访张灿玾期
间，恰好一位病人登门求治。记者
粗略算了一下，病人从进门到离
开，其间包括接受问诊、把脉、开
方等，一共耗费了约36分钟。

张灿玾解释，他的习惯是每
个病人看病的时间一般不低于半
小时，因为时间短了，根本无法全
面掌握病人的情况，也就无从对
症下药，“这是对病人负责，也是
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81岁时还收乡镇中医为徒

事实上，不仅看病如此，张
灿玾做学问同样讲究“精益求
精”。

几年来，他先后整理过《素问
吴注》《松峰说疫》《经穴解》和《石
室秘录》等十多部中医古籍，出版
个人专著十余部，还发表论文百
余篇。在中医业界，张灿玾在《黄
帝内经》《针灸甲乙经》等医学典
籍方面的研究，影响尤其深远。而
从2012年起，他整理自己医学经验
的速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每年

过百万字。
不仅如此，自上世纪50年代末

进入山东中医学院(后改名山东中
医药大学)工作以来，张灿玾培养
出一批又一批中医药方面的人
才，经他培养出的18位博士，现在
已经成为各学科的骨干或学术带
头人。

特别是2009年为响应中央“中
医向农村发展”的号召，已是81岁
高龄的张灿玾，招收了福建的许
文灿、李宝泉两名乡镇中医为徒，

并加以悉心指导，为中医的传承
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

“爷爷这种精神境界，很值得
我们学习。”已经跟随祖父学习多
年的张鹤鸣，谈及自己的长辈，同
样敬佩不已，“学无止境在祖父身
上体现得最明显。”

如今，即便得到了国家在中
医方面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张
灿玾依然有个心愿，“希望中医能
够很好地传承下去，希望更多年
轻人能来学习中医。”

猝猝死死多多是是““心心头头””事事

阿联酋迪拜酋长长子拉希德王子突发心脏
病去世，年仅34岁，引发极大关注。猝死，生命中
一道突如其来的休止符。近来，各地与猝死相关
的消息频出，猝死事件的不断增加以及日渐显现
的年轻化趋势让人心有余悸。专家指出，猝死多
是“心头”之事，90%的猝死者都存在心脑血管疾
病病史。

上午10点前，猝死发生率高

“前两天刚刚接诊了一位33岁的男性，突然倒地
发生急性心梗，非常危险。”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急诊科
主任医师刘纪改告诉记者。随着工作压力增加和生活
方式的改变，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中青年人已经越来越
多，“30来岁却不幸猝死的能占到10%”，刘纪改说道。

所谓心源性猝死，国际上普遍认为从发病到死亡
不足1个小时，“很突然，患者和周围的人往往没有任
何心理准备。”济南市中心医院介入科主任关玉庆表
示。

2 0 1 4年，心源性猝死夺走了全球约3 0 0万人的生
命，俨然成为心血管疾病中的头号杀手。而由于人口
基数大、急救能力普及度较差，其中54余万人发生在
中国，居全球之首。

“猝死发生前多数病人都会提前有感觉，但是很多人
并不在意，觉得硬撑一下或者休息一下就好，导致不能及
时得到抢救和治疗，死亡率也就更高。”刘纪改介绍道，劳
累、情绪激动、睡眠不足、气温骤变等往往是猝死的诱发
因素，并且猝死在上午10点以前发生率较高。

熬夜、剧烈运动是危险因素

专家表示，心血管疾病患者是猝死的高危人群，
应该尤其注意，例如冠心病、扩张性心肌病、心肌炎
等，其中冠心病是导致猝死的第一因素。

同时，恶性心律失常也是导致猝死的重要因素，
“年轻人和老年人都会发生，有的恶性心律失常是发
生在器质性心脏病的基础上，有的则是独立存在的疾
病，需要做射频、消融手术等解决。”关玉庆表示。

近日，在济南市某中学，一名十几岁的男孩在学
校跑操过程中，突然倒地，送到医院后已经宣布死亡，
引起不少市民的强烈关注。

关玉庆解释，其实不少猝死的青年人的冠状动脉都
是正常的，但是在运动时身体条件不好，有腹泻、感冒、发
烧、脱水等情况，导致血液浓缩。在这种基础上，剧烈运动
会引起冠状动脉痉挛，心肌大面积缺血，引发恶性心律失
常，最终导致猝死。因此，关玉庆建议，在剧烈运动前，一
定要注意身体状况，如果出现上述不适症状，应避免剧烈
运动。

“会出现恶性心律失常的还有工作过度劳累的白领、
彻夜上网玩游戏的青少年等，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过劳
死’”，关玉庆解释道，“人的身体都有承受的极限，长期劳
累并且缺乏睡眠，会造成交感神经过度兴奋，肾上腺素分
泌过多，心脏承受的压力就特别大，容易诱发恶性心律失
常导致猝死。”

健康的生活方式可预防猝死

刘纪改表示，绝大部分发生猝死的人都有心脏方
面的基础疾病，只是可能平时没有发现，或者已经出
现症状但是没有及时去检查确诊。如果身体是完全健
康的，并保持健康规律的生活方式，发生猝死的可能
性则非常小。

如今，中青年高血压、肥胖、糖尿病等发病率持续
升高，应注意低盐、低脂、低糖饮食，把体重、血压和血
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从而降低冠心病早发的几率，
也是预防心源性猝死的重要办法。

要注意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素质，并且在运动时
一定要适量，不要强求；尽量不要熬夜，过度透支体
力；大量吸烟和饮酒更不可取，最好戒烟限酒。

如果在运动或日常生活中，有胸疼、胸闷、憋气等
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做检查，不可有排斥和侥幸心理。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为中医热又加了一把火。屠呦呦坦言，每
年能够挽救数百万人生命的抗疟“神药”青蒿素，正是中医药送给世界的礼物。

随着近代西方医学的迅猛发展，中医受到冲击。不过，身处其中的医者，从
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本报策划“口碑中医”栏目，寻访省内知名中医专家，挖掘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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