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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壶济世悬壶济世 诗心行医诗心行医
——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张磊

本报记者 杨玉玺刘春兰汪辉 文 杨光 图

张磊（1929—），主任医师、教授，河南固始县人。1958年考入河南中医学院
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历任教研室主任，医教部副主任，教导处副处长、处长，河南
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代表大会代表，曾任河南中医学会会
长，中药学会会长，《河南中医》编委，《中医研究》顾问，河南省中药新药评审委员
会委员。国家二部一局第二批师承制导师，系“十五”国家攻关“名老中医学术思
想、经验传承研究”课题的名老中医。首届全国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获得者，
荣获越人杯河南省优秀医师奖，河南中医事业终身成就奖。

他医理纯熟、医术精湛，临床经验丰富，擅长内科杂病治疗，并总结出临证八
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动、和、平”学术思想，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注释《产鉴》一
书，著《张磊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张磊临证心得集》、《张磊医馀诗声》等专著。

7月初，大型文献纪录片《河南中医1958》
在郑首映。这是全国中医药高校拍摄的首部
电视文献纪录片，社会反响强烈。

1958年，对于河南中医事业发展而言，无
疑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年，河南中医学院迎
来了建院第一批学生。这是我省首次通过高
考录取的学生，在大学课堂接受中医药学教
育。这一年，足以让河南中医学院引以为骄傲
和自豪的是，从这批58级首届毕业生中，走出
了一大批享有崇高声誉的国家级名老中医。

张磊，是镌刻在河南中医学院华表历史上
“1958”名老中医群体当中的杰出代表。

作为中医大家，他悬壶济世，救助了无数
病人；作为杂家，他儒学深厚，集诗、书、琴于一
身；作为医者，他用一颗充满仁爱的诗心行医，
无论出诊，还是在家坐诊，从来分文不取；作为
师者，他熟读四书五经，授课旁征博引，教导学
子热爱中医，要做一辈子“铁杆中医”；为政，他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集大医的责任担当与诗
人的大爱情怀于一身，唯独没有半点“官”气。

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首届全国中医药传
承特别贡献奖、河南省中医事业终身成就奖获
得者，张磊，这位人称“老神仙”的老人，是如何
成为一代中医大家的？

日前，记者走进张磊家中，探寻这位年逾
八旬老人的悬壶济世、诗心行医之路。

凡病必平其心。张磊说，中医治病还
应考虑到人的精神面貌、思想状态，这对疾
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都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既要开好有药处方，也要开好无药处
方，特别是对于因郁致病者，要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使病人心得其平，情志以开，这
样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位女患者，心情烦躁，寐少梦多。这
是因为夫病早逝，伤痛久不能平所致。张
磊在治病之余，赠病人诗一首：“陈罢病情
述病因，病因不幸久伤神。应将往事全抛
却，面对青山总是春。”以一首小诗，抚平了
患者内心久治不愈的伤痛。

“雪里梅花雪后松，冷香高洁耐寒冬。
一支画笔随挥洒，何计歪斜与淡浓。”这是
张磊在为一位女画家问诊后，赠诗一首，以
鼓其斗志。

一个医者，只有入木三分地入乎其内
明察秋毫，才能超然豁然地出乎其外洞悉
其妙。从有形到无形，从有界到无疆，这是
何等的大智慧！

张磊说：“我主业是医，但对旧体诗非
常喜爱，对所遇之事，往往凑上几句，抒发
自己的情感。”

翻阅《张磊医馀诗声》，其摘录诗歌不
下 400 首，给人以朴实感、清新感和美感。
尤难能可贵的是，为起到见诗如见人、见字
如见人之目的，老人常用毛笔写成，更觉别
致，耐人寻味。故有不少病人感叹说：“未
吃药，病已好了几分。”

医者，仁术也。张磊常说，医生对待病
人要有一颗仁慈之心、平静之心，不要被势
位富贫美丑所影响，更不能以术谋私。他
常告诫学生，书要多读，理要精通，自知不
足，勤学莫止。病人为本，热情清廉。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医要传
承，张磊告诫同学们，注重医德的培养，做

一名好医生，要尽自己的力量宣传中医，传
播中医，做“铁杆中医”。如今，有关中西医
的争论甚嚣尘上。不少人认为中医只能治
慢性病，不能治急性病，很多人看来，中医
只擅长日常进补或者慢性病的调养，有大
病还得去找西医看。甚至很多搞中医的不
热爱中医，不相信中医，自己瞧不起自己，
这是非常不好的。

“要系统学习中医理论，要熟读经典。
医生肚子，杂货铺子。医生不仅要向老师
学习，向书本学习，也要向病人学习，广收
博取。”张磊淡淡一笑说，中医是中华文明
的智慧结晶之一，数千年来，中国人依靠中
医保持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昌盛，中
医是被世人公认的“国粹”、“瑰宝”，拥有一
套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理论。如今，社会节
奏快，生活压力大，人们“求快”的心理可以
理解，但中医的优势显而易见。

张磊说，简、便、验、廉，这就是中医的
优势，诊治几乎不受任何时间、空间、条件
的限制，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诊病，看病，没
有药，可以用针灸，没有针灸，可以点穴治
疗。张磊认为，中医不但治小病，而且能治
大病，很多疑难杂症，中医确有独特疗效，
这是事实。

张磊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
短，应该互相尊重。他坚持“择善而从，
以彼之长，补我之不足”，在自己的治疗
中参考现代检验指标，取长补短、兼收并
取，灵活运用，决不生搬硬套，始终坚持
实事求是。

“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处事
断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临别，老人挥
毫题字。张磊服务他人，快乐自己，这六个

“然”，是他的积极人生观，也是这位“老神
仙”集毕生的临症经验，给世人开出的良药
妙方。

这是一个星期日，在张磊老人的家里，一
个从客厅隔出来的小小“诊室”里，早已挤满了
病人。

人堆里一位满头白发、仙风道骨的老人，双
目微闭，神情恬淡，静静地倾听病人的每一声脉
动，间或向患者询问病情，略一沉吟，随之手书处
方，详细医嘱，得到诊疗后的病人无不致谢离去。

这位老人就是张磊。看到记者的到来，他略
微欠身示意，让在客厅等候。

等待的时间里，记者环顾客厅四周，偶见对
面墙上悬挂“清和”二字，由澳门知名爱国人士、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题写。另一面
墙上，是一副张磊自我写照的五言诗：“面如春水
皱，头似白云堆。莫道容颜老，雄心尚不灰。”由
著名诗人林从龙先生书写。

和张磊的老伴聊天，记者得知，本该安享晚
年的张磊，除了到医院坐诊外，家中基本每天都
是病人不断，有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的，有口口相
传介绍而来的。不管是达官富贾，还是小区商
贩，或是环卫工人等，不问贵贱，来了就给看。“老
百姓看病难啊！”这是常挂在张磊嘴边的口头
禅。于是，老伴常常把饭菜热了又热，很多时候
他吃完午饭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

两个小时后，送走一拨病人，乘此间隙，张磊
向记者讲述了他的行医人生。

张磊出生于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的古蓼城固
始县，自幼入私塾，寒窗苦读。

“生命至贵，岂可忽乎者哉？”尽己所能让更
多的生命转危为安，是行医的根本意义，这也是
65年前张磊毅然踏上从医路的初衷。

张磊说，在当时入私塾读书皆得“包本”，所
谓“包本”，即每本书都得从头到尾，一字不漏一
字不错地背下来，老师才允许换新书接着学习。
数年后，出了私塾，又被聘请走进私塾，当起了先
生。这些传统文化的积淀，为他日后从事中医事
业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年纪轻轻，不甘当个私塾先生，张磊后来听从
父亲教诲，拜在当地老中医张炳臣门下学医。三
年便出师，他运用所学知识悬壶乡里，渐有名气。

1952年，张磊进入联合诊所，虽然医生不多，
但都是当地名中医，经验丰富，这期间他学到了
很多东西。1953年，他进入区卫生所工作，积累
了大量临床经验；1958年考入河南中医学院，成
为该校首届六年制本科生。

这段求学经历给张磊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建院之初，我们没有统一的教材，教材都是老师
自己刻写油印的。当时，学院同时盖了两座楼，
一座教学楼和一座病房楼，很阔气，我们也从两
人共一个条凳的平房教室，搬到了新大楼，大家
高兴极了！”

“在1959年参加开挖贾鲁河时，劳动量大，中
午学院送饭免收粮票，我一顿能吃九个馍；在生
活困难时期，饭票不够的时候我用豆腐乳冲水
喝；有时候从泔水缸里捞些白菜疙瘩，洗干净了
用脸盆煮着吃。在那艰苦环境里老师照样教得
认真，学生学得刻苦，不浮躁。”

张磊是58级同学当中公认的才子，毕业后留
校任教，除授课外，一直坚持临床治疗。1977年，
他光荣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1983年，作为医疗卫生战线的优秀知识分子，
他走上领导岗位，任省卫生厅副厅长。

1988年，张磊从副厅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他
写下一首自勉诗：“年将花甲意如何，忆昔思今感
慨多；退政谁云无事事，重操医技镜新磨。”他怀
着愉悦的心情重返医院，坐诊至今。

在张磊讲述中，电话不断，门铃声不时响起，
令人不堪其扰，但他却说：“你们别说我辛苦，到
这个岁数了，被人需要，还能为人服务是件幸福
快乐的事儿。”

从私塾先生
到中医大家

矢志走正岐黄路，丹心护好杏林春。
60多年来，张磊一直在岐黄路上不停跋涉
求索。

他从来都是连一分钟不愿意浪费，每
天早晨起得很早锻炼，年轻的时候是跑，
老了就变成走。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坚
持学习。他常说：“干到老，学到老；学到
老，干到老，医无止境，学无止境。”

虽时隔 60余年，张磊潜心岐黄背“汤
头”之事，仍让58级同学津津乐道。

那是 1959 年秋，一个星期天，张磊和
同学吕靖中相约在宿舍背“汤头”，俩人
整整背了一上午。最终，张磊背了近 500
个胜出，“汤头”里除了书上的，还有他自
编的。

张磊常说，治病救人要有真本领。这
“真本领”被他总结为“六个实”：这背“汤
头”就是其一，为基本功之实。他说，基本
功是慢慢夯起来的，“打好基本功，才会有
后劲”。

“不能强调工作忙无暇读书，展展卷
也可得益，这是读书之实。”张磊除精心研
读《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外，
还博采百家之长，从中获益匪浅。

“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张磊则
说：“熟读王叔和，还得临证多。此谓临床
之实。临床要走长征路，一步一个脚印，
不能‘理论一大套，看病汗直冒’，临床功

夫是练出来的，要在‘实’上下功夫。”
“各个门类皆有其术，只有术精，才能

兴业，医也不例外。”张磊说，为医讲究医
术之实，是因为医的对象是人，对于医术
要求更高。决不能不求进取，满足现状，
更不能以术“杀人”。为医者要提高医术，
精益求精，“我虽不敏不才，但始终是向这
个方向往前走的，而且将一直走到终点”。

中医之所以经久不衰，疗效是根本。
张磊说，中医疗效之实是谁也不可否定
的。医学科学讲究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
虚假，而衡量医生医疗水准的高低就是疗
效这把尺子，尤其对于疑难病症和大症。

张磊认为，中医要有创新之实。中医
发展史，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没有创新
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前进。创新
是在传承基础上创新，包括理论、学术和
经验上的创新，否则创新会离谱。

张磊从医诊病，总能够透过云遮雾
罩的表象，在山重水复中找到柳暗花明
的路径。

国医大师李振华这样评价他：“张磊
在中医理论上提出的动、和、平思想和在
临床实践中总结出的临证八法，具有一定
的创新意义。”

“张磊厚积薄发，把儒家思想引入中
医理论，这是一个创新。”一代针灸大师邵
经明生前也给予高度肯定。

在物欲横流的喧嚣中，不少人都在苦
苦追问，怎样才能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
寞，张磊用行动作出了最好最响亮的回答。

1984年，张磊到上海学习，火车抵达真
如车站，下车后，乘公共汽车到市内，但离
上海第一医学院还比较远，为了节省资费，
他就肩背行囊，一直走到学校，累得浑身是
汗。在上海学习的半年，他只花了八角钱。

身为副厅长，他严于律己，为政清廉的
轶事，至今还被传为佳话。“张老从政时两
袖清风，从不谋私。退休时，家中几乎没有
什么存款。然而，他热情好客，待人诚恳，
家里经常打地铺住着老家来看病的乡亲。”
周友龙说。

“诗声如人生，磊落又光明。为官最
清廉，行医济苍生。”老同学王立忠这样赞
誉他。

在骨子里张磊始终是个医生。虽没有
时间坐诊，却时常有病人慕名到家里求诊，
他也从未中断对中医的研究。1988年，张
磊退政。如同一个闻惯了硝烟的老兵，重
返自己熟悉的战场。退下来一个星期，他
就怀着愉快的心情，到河南中医学院三附
院坐诊了。

如果说医院是个大门诊，那他家是个
小门诊，他在家坐诊从不收费，只要能治
病，什么药便宜开什么药，能用便宜药，不
用贵药；能用两服药，不开三服药。

张磊出诊也不收费。2006年夏天，家
住政七街的一个 80 多岁瘫痪老太太病
重。张磊也是近 80岁的人了，但他冒着酷
暑登门，为弄清病情，老太太吐的黄痰，他
都要看一看。

2008年冬天，张磊因非常严重的腰椎
间盘突出症发作，走不成路，住院期间，躺
在病床上，还在为慕名前来求医的病人看
病。他心里只有病人，一见到病人，就忘了
自己也是个病人！

“其操术不可不工，其处心不可不慈。”
张磊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职业，因为医的对
象是人，人的生命至尊宝贵，对医术精益求
精，对病人要善待。庸医无异于用术杀人。

有这么一位健壮的汉子，如果不是遇
见张磊, 差一点被锯腿。

焦作一锅炉工人，因用装过化学漆的铁

桶贮存的水加温洗澡，继之右胫浮肿，数日
整个右下肢肿胀欲裂，疼痛严重，中西医治
疗辗转月余，不见减轻，西医说非截肢不可。

“锯腿？我不锯，不锯。”直到有一天，
患者慕名找到了张磊。根据患者病情的发
展，张磊摸清其本质下药治疗，数日后由重
转轻,月余后行走自如，后回访病人，已健
康如常人。

上世纪 90年代初，许昌一农村女孩骑
车上坡，被四轮拖拉机挂倒，受到惊吓精神
失常。到很多家医院看过，都没有明显效
果。找到张磊，他开出了一个方子“血府逐
瘀汤”，用药普通，病人吃了疗效很好。

“张老有很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
他开出的药方，如排兵布阵，常引经据典。
厚德载物，博大精深，使得他能在浩瀚如海
的中医方中信手拈来。”提起张磊，河南中医
学院三附院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周友龙说：

“张老经常用一些常用方治愈疑难杂症。就
像一个武林泰斗，化解生死险境用的竟是平
平常常的招式，这源自他深厚的功力。”

熟识张磊的人，提起他来，钦佩之情皆
溢于言表，不仅钦佩他精湛医术，更敬重他
既重医术又重医德的高尚品质。

“医生要敬业，要接近贫困大众，只要
是病人，都要一样看待。”张磊说，70年代提
倡“开门办学”，他和几名学生在驻马店泌
阳赊湾公社卫生所实习。一次，接诊的一
个病人是被家人用架子车拉着到卫生所就
诊的，看到病人瘫痪行动不便，张磊就主动
提出到家里去看病，找到患者家里时，他惊
呆了，家里只有两间破房，患者母亲失明，
父亲去世。

认真检查后，张磊决定用针灸治疗，就
把学生分成两组，每隔两天步行到他家针
刺一次，风雨无阻，坚持数月。张磊每次必
去，每次去还帮病人挑水、打扫卫生。回郑
不久，张磊收到来信，原来瘫痪在床的病人
经过他们的悉心治疗后能下床走路了。张
磊闻讯异常高兴。这封信件老人珍藏至今。

一位郑州东三十里铺的病人是肺癌晚
期，用架子车拉来也比较困难，张磊却马上
说：“不用拉了，我去家里看。”此后，他每隔
六天就骑着自行车去病人家诊疗一次，三
伏天也未间断，直到病人离世。

仁心大爱济苍生

诗心行医 无方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