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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打误撞”与中医结缘
几乎所有时间精力都给了学习和工作

周一上午，葛琳仪教授的名医门诊室外，候诊的
病人及家属排了一长排。半天门诊一共挂了25个号
子，看完最后一个已接近中午12点了。

这次评上“国医大师”，葛琳仪有点意外，“真的
没想到，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医师。”

在她看来，之所以能获此殊荣，或许更多是因为
她多年来勤恳踏实的工作态度。60年来，她几乎把
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学习和工作上。

说起自己的从医经历，葛琳仪笑称，自己与中医
结缘有些“误打误撞”——当时她母亲总是灌输“中
医好”的理念，葛琳仪就真的去学中医了。

1956 年，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在北京、上海、成
都、广州四地成立了第一批中医药院校。当时还是
浙江省建德第三康复医院护士的葛琳仪，经过刻苦
努力，一举考入上海中医学院。

“当时，整个学院只有一个中医系，一共120名学
生。从二年级开始，我和同学们认识到西医正逐渐
普及，有其优越之处，同样需要学习。”葛琳仪说，后
来经过大家建议，上海中医学院连同北京、成都、广
州四所中医学院一起，统一添加了西医基础课程。

学习期间，葛琳仪先后受到程门雪、乔仰先等良
师的教诲，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中医的临床疗效。经
过6年寒窗苦读，到了1962年，葛琳仪终以优异的成
绩毕业，并被分配至浙江省省立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前身）中医内科工作至今。

倡导“三位合一”中医思辨模式
60年行医见证疾病谱变化

葛琳仪的病人众多，呼吸道疾病、消化疾病、内分
泌及疑难病，以及老年病是她的“拿手活”。在临床上，
她倡导“三位合一”中医思辨模式，融辨证、辨病、辨体
（质）为一体，强调辨体论治在中医治未病中的思辨优
势；在用药上，她以简练、轻重有度为特点，主张以中为
主、衷中参西。

1971年，为响应国家号召，葛琳仪主持了“浙江省
防治慢性气管炎协作组”工作，先后对七叶一枝花、侧柏
叶等52种药物进行了临床与药理研究，在对上万名慢
性气管炎患者治疗基础上，制定了慢性气管炎临床分型
及治疗规范，筛选出多种有效单味中草药及药方。

每次遇到社会上突发的各种疠气疫毒，如1988年
甲肝大流行、2003年“非典”、2008年手足口病等，葛琳
仪总是挺身而出，亲率省内名老中医根据疠毒之气致
病特点，结合地域特征，研讨、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防治
中药处方。

“随着时代变化，疾病谱也发生了改变。”葛琳仪说，
20世纪70年代，老百姓患慢性支气管炎的非常多，那时
候主要生活条件没现在好，很多老百姓得了感冒咳嗽不
会去看医生，有些慢慢拖成了慢性气管炎。“现在大家健
康意识强了，感冒咳嗽都会及时看病吃药，支气管炎的病

人自然就少了。早些年，因为条件差，消化道出血、黑便的
病人也比较多见。但现在的消化道疾病往往是因为吃得
太好引起的。”

注重人才培养，桃李满天下
“中医是一门实践医学，中医前辈们在长期的中

医药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练就了娴
熟的中医技能。我个人就是在浙江省中医院的名中
医前辈们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葛琳仪说，中医思维的培养和传承，对于中医临
床人才的成长至关重要，培育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
是名中医们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名中医们要积极
担负起“为人师表”的责任，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充分
发挥“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

多年来，葛琳仪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
经验，传授给学术继承人以及年青一代的医师，培养并
指导海内外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学术继承人58人，先后
有21位专家被评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
作指导老师及省级名中医，还支持并培养了全国省级中
医院第一位中药学工程院院士李大鹏。

2005年，退休后的葛琳仪发起并筹建浙江省名
中医研究院。2007年2月，经浙江省政府批准，在全
国成立首家“名中医研究院”，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
近平致电祝贺。葛琳仪出任院长至今，成为浙江省
名中医团队的领军人物。

目前，葛琳仪领衔的名中医研究院创新的“群师
带群徒”等模式，已成为传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

“浙江模式”，在各地推广开来。

中医药文化要在传承中发展
20世纪 80年代，时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兼省

中医院院长的葛琳仪，在浙江省中医药医疗、教育和
学术传承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从 1981 年开始，葛琳仪提出中医病房必须有
70%以上的病例单用中药治疗，还规定使用抗生素需
要经过批准；她还大胆提出急诊科也要有中医参与
的意见，领衔在省内开展中医急诊研究，研制了“止
血一号”等七种治疗出血、高热、疼痛及急性菌痢等
的急诊有效药物；其中“止血一号”获 1992年省医药
科技进步三等奖。

刚刚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明确指出
要“中西医并重”“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葛琳仪感到备
受鼓舞，在她看来，中医药历经千载而不衰，延绵百世
而不坠，究其根本，在于传承。而传承是中医药创新发
展的基础，中医要传承，在传承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

随着社会发展，中医学的传承发展也要不断创
新，和时代接轨。这些都需要中医工作者潜心研究，
以科技创新全面推进中医药传承的各项工作，充分利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化技术，探索
形成中医药传承的新方法与新机制，促进中医药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

在“新起点”上重新出发
探索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模式

耄耋之年的葛琳仪，仍坚持“活到老、学到老”。
在临床上遇到用药效果不佳的疑难病例，她总是多
方请教、认真查阅古籍。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临床中还是有很多疾
病，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葛琳仪讲起
前不久自己遇到的一个病例：患者是一位 18岁的男
孩，很瘦，患了溃疡性结肠炎。

“病人跑了很多医院，中医西医都看遍了，最后
找到我。但这种病的发病原因目前还不明，也没有
很好的治疗手段，后来他和他家人离开了诊室。回
去以后，我心里总是惦记着这个事，很后悔当时没有
留下他的联系方式。”

葛琳仪说，后来她回去翻了很多医书资料，还让
学生专门以这个病作为研究方向深入研究，争取早
日找到攻克它的办法。

在很多人看来，获得“国医大师”殊荣，是对葛琳
仪教授从医从教60年最大的肯定。但在葛教授自己
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接下来，葛琳仪将率领“国医大师”工作室的团
队成员，在继承传统中医文化的基础上，融汇中西医
学，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形成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诊
疗服务模式。

国医大师的养生经：心态好，不熬夜
平时吃点铁皮枫斗 冬天吃点别直参

葛琳仪今年85岁，依然头发乌黑，看上去精神矍
铄，讲话中气很足，与病人交流思路清晰，很多病人
对她的保养秘诀好奇。

“很多老病人会问我怎么养生，说实话，我没有
特别的养生经验，平时也没有运动习惯。我觉得要
想身体好，首先是要心态好，性格开朗。”

葛琳仪说，中医认为，心情不好会引起肝气郁
结，容易生百病。从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同样患病
的病人，心态不好的人往往容易恶化发展，而心态好
的病人大多数愈后比较好。

此外，平时作息规律很关键。尤其是不能熬夜，
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我每天晚上10点半左右上床睡觉，早上大概5
点起床，起床后会在家里做一些家务活：擦桌子、扫
地、洗碗，当作是日常锻炼。”

要说进补，因为有高血压，葛教授日常三餐吃得
比较清淡，也没有特别忌口。“我平时会吃一点铁皮
枫斗，磨成粉泡茶喝，对于抵抗力比较差的老年人，
可以适量吃一点铁皮枫斗来提升免疫力。冬至到立
春这段时间，是进补的最佳时节，我还会吃两支别直
参（一般是一周吃完一支），补气。”

6月29日，国医大师及全国名中医表彰大会合影。
第一排中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第一排左二为葛琳仪教授。 医院供图

门诊中的葛琳仪教授 通讯员 于伟摄

葛琳仪教授
我省中医界第二位国医大师诞生！
在“新起点”重新出发 探索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模式

85岁高龄的葛琳仪教授，精神矍铄，说话中气十足，每周坚持坐四个半天的门诊，看门诊时，对病人一视同仁，都很亲
切，没有丝毫大专家的架子。

6月29日下午，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葛琳仪教授获得“国医大师”荣誉称号。
“国医大师”是全国中医界最高的荣誉称号，每一届评选 30 人，今年是第三届评选。在浙江中医界，葛琳仪教授

是继何任教授（已故）之后，第二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名老中医。她的中医生涯，可以说是浙江省中医药事业改革和发
展的历史缩影。 记者 俞茜茜 通讯员 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