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 岁的张大宁现在依然很忙，到各地

医院会诊疑难病例、参加学术研讨等。无

论多忙，每周三，他都会在天津中医药研究

院门诊室出诊。多年来，张大宁无论在哪

里出诊，都会挤满慕名而来的患者。

张大宁，第二届国医大师。他作为首

席专家承担了多项国家课题，致力于治疗

肾小球硬化、肾间质纤维化等疾病。同时，

还研制了 20 余种中成药，在治病救人的过

程中，展现了中医药的独特优势。

出诊中解难题——
“累一点没事，希望能帮患

者解决大问题”

张大宁的诊室很好找，门口候诊病人

最多的那间就是。上午的出诊一般都要看

到下午才能结束，还不断有患者想加号。

“加吧，有些患者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我如

果拒绝他们，实在不忍心。”张大宁说，医

生就是给人看病的，“累一点没事，希望能

帮患者解决大问题。”

诊室里，几个人围成半圆。张大宁为患

者诊病开方，两侧年轻大夫专注听、看、记。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肾病科

主任徐英还记得张大宁 60 多岁时的看病节

奏：早晨 8 点坐诊，中午 12 点简单吃个盒

饭。下午继续坐诊，直到晚上 6 点病人还是

看不完，再吃个盒饭，简单按摩一下颈椎，晚

上继续看……有一次离开医院已经是凌晨 4
点，早点铺都快开门了。

“老师常跟我们说，病人是忍受着痛苦

又抱着极大的信任来找医生的，要多理解

患者。”跟随张大宁出诊多年，在徐英印象

里，老师一上午最少看四五十个病人，每个

人的病情都各不相同，老师对待他们，总是

和蔼温和、暖言抚慰。

张大宁说，“敬业、用功、努力，劳累的

是脑子，这不碍事。碍事的是什么？过多

地考虑不该考虑的人际关系，过多地考虑

个人利益。”

古籍中悟医理——
“钻研古代典籍文献是中医

绕不开的基本功”

张大宁生于中医世家，家中藏书 1 万多

册。在装满各种医学古籍的家里长大，张大

宁手不释卷，现在依然如此。“看书时他常常

会忘记时间，到了深夜，得提醒好几次他才

会睡觉。”张大宁的家人说。

徐英的印象里，老师没有什么业余爱

好，不管什么时候去他家，他不是在看书就

是在写作。他出书的全部文稿，都是自己

整理的。

张大宁喜欢钻研经典，常能从古籍中

悟出医理。在张大宁看来，中医学博大精

深，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

内涵，需要学习者具备广泛扎实的典籍功

底和广博深厚的知识。他常说：“钻研古代

典籍文献是中医绕不开的基本功。”2016
年，《医经必读》一书四卷出版，这是张大宁

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

《神农本草经》四大中医经典的研究力作，

汇集了他多年的学习心得和结合临床实践

的成果。

受唐代医家孙思邈的“心肾相交”理论

启发，张大宁提出“心—肾轴心系统学说”，

认为肾对其他脏腑和气血循环具有重要

作用。

20 世纪 80 年代，张大宁在老一辈中医

大家的理论和经验基础上，主编了《实用中

医肾病学》《中医肾病学大辞典》，规范了

“中医肾病”的概念、范围，以及临床常见病

症辨证论治的基本规律，使“中医肾病学”

形成一门独立、系统、完整的中医临床学

科。他将中医学传统理论与现代医学“神

经—内分泌”调节系统有机结合，有效地指

导了临床。

张大宁曾展开调研。对 40 岁以上的

不同年龄组慢性病人群、亚健康人群进行

随机抽样的“肾虚血瘀证”调查发现，很多

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肾虚血瘀证”表现。由

此，张大宁提出“补肾活血法”，将传统“补

肾法”与“活血法”有机结合、高度统一，“通

过补肾促进活血，通过活血加强补肾”，两

者相互协同，以改善机体“肾虚血瘀”的病

理状态。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

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这对中医

大 夫 来 说 是 一 种 挑 战 ，十 年 磨 一 剑 还 不

够，需要几十年磨一剑。在张大宁看来，医

学发展速度很快，治疗手段、用药一直在

变，日新月异。“中医大夫既要读经典，又要

结合现在情况自己摸索创新，从古籍中悟

新意。”

传承中见担当——
“中医讲传承，传承是老师

徒弟一起努力”

徐英还记得，1979 年，她在大学时上

的 第 一 节 课 就 是 张 大 宁 讲 的《中 医 学 基

础 理 论》，张 老 师 从 阴 阳 二 字 入 手 ，引 经

据典，仿佛开启了一道色彩斑斓的大门，

让 徐 英 抱 定 了 一 生 投 身 中 医 药 事 业 的

信念。

学生们跟随张大宁出诊、抄方，其间张

大宁抽出一两个小时给学生们讲课。有

时师生围坐，有时准备一块小黑板，张大

宁讲课会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精气元

气等概念入手，也会从《神农本草经》讲到

《本草纲目》。

他告诉学生，中医对病机的判断一定

要精准，对药物的理解一定要精到，药方一

定要精简。

张大宁的徒弟有 100 多位，大都是医

院的年轻大夫和院校博士，他的儿子张勉

之也在其中。张勉之和徐英把张大宁的学

术思想、临床医理整理成《张大宁临证医案

选》一书，对临床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为了研究补肾活血法，2011 年，张大宁

的学生申请成立了“中华中医药学会补肾

活血法分会”。每次学术年会的参会者都

有四五百人。2017 年，中国中医药研究促

进会张大宁医学工作委员会在天津成立。

“中医讲传承，传承是老师徒弟一起努

力。关键是 9 个字：学经典、跟名师、多临

床。”张大宁常说。

“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张大宁说，

“医学发展快，中医也一样，更需要安下心

来，让中医药在我们手上更好传承下去，不

辜负历史的使命。”

张大宁几十年磨一剑研究传承中医药学

从古籍中悟新意
本报记者 朱 虹 龚相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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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在实现个人价值的
同时，也给家乡带来实实在在的
好处

■民生观R

在风华正茂之时，回到乡村，用自己的知

识和技术、理念和视野，开拓事业，也为家乡的

发展注入活力。如今，返乡创业的“能人”越来

越多。小倪和次央便是其中的代表。

前些年，小倪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回村创

业。他看准当下文化消费需求旺盛的机遇，利

用家乡丰富的资源，制作工艺产品，广受欢

迎。自己的生意火了，还把手艺传授给其他返

乡青年，带着大家一起致富。家在西藏的次

央，则创办了村里第一个专业合作社。她不断

拓宽渠道，将家乡特有的羊毛制品销售出去，带

动上百户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返乡创业，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给

家乡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把致富的门路引进来。有了在外打拼的

经历，不少返乡能人视野开阔，思路活跃，更加

了解新的市场需求。在他们眼里，长年无人问

津的资源，只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加以利用，就

能开发出好的产品，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

新的观念带动新的产业，也就为乡亲们找到了

稳定增收的路子。

把家乡的特色带出去。不少乡村并不

缺乏特色，有的瓜果香甜，有的工艺精湛，有

的风光迷人。守着好资源却没能找到致富

门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少向外推广的手

段和渠道。返乡能人生于斯长于斯，更加了解本地的优势与

短板，更能因地制宜，找到合适的方式，把家乡的好与美传递

到远方。

把乡亲们的干劲鼓起来。俗话讲，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

带。乡亲们能不能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跑起来，返乡能人有

时就是拉动他们的火车头。找对发展的路子，能提振大家的

信心，凝聚大家的力量。你尽一份心，我出一把力，人人劲往

一处使，就能夯实家乡产业的根基，乡亲们的日子就能越来越

红火。

当前，各地正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如何让更多能人舒心返乡创业，

是必须解答好的课题。

首先要搭好平台，为返乡人才提供项目申报等服务。还要营

造良好环境，为返乡人才解决后顾之忧。更要强化政策保障，为

返乡人员在项目落地、资金筹措等方面提供保障，帮助他们创业

创新，带动一方百姓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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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张大宁，第二届国医
大师。坚持出诊、教书育
人、钻研古籍、摸索创新
……几十年来，他致力于
中医肾病学的医教研工
作，提高了中医治疗肾病
的 效 果 ，在 国 内 外 广 受
赞誉。

■走近国医大师R

张大宁近照。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