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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roblem in doct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single inheritance model, the lack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the lack of outstanding inheritors, and so on.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we need to build a famous doctor evaluation syste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qu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rry out academic thought and literature basis re-
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cavate and protect the folk resources of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 play the role of modern medicine in succession, actively explore and solve the 
problems, ideas and methods of project design and system planning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ized personnel, the inheritance of academic thought and t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special treatm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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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传承模式单一；传承中缺乏传统的文化教育；传承缺乏优

秀的继承人等方面。鉴于这些问题，需要从构建名医评价体系，加强中医人才队伍质量建设，开展名中

医学术思想和文献医案研究，挖掘和保护民间中医资源，发挥现代医学在传承中的作用，做好顶层设计

和系统合理规划等方面积极探索和解决所面临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促进专科人才队伍建设、学术思想的

传承、特色疗法技术的应用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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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老中医经验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 传承中的模式问题 

师带徒，主要是通过跟师门诊、查房，整理名医临床病案，或以方药为纲，或以疾病为纲，通过横

向与纵向的比较分析，领悟名老中医的临证思维特征、组方用药思路等[1]。师带徒方式，对名老中医学

术经验的传承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名老中医临证用药经验和传统操作技术传承方面具有优势。但

是，由于师带徒多以临床侍诊抄方、总结病案的方式进行，加之跟师时间有限，难以全面系统地传承研

究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且名老中医各有擅长，容易出现各承家技，始终循旧之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

定的经验传承的局限性和近亲繁殖的趋同性。同时，存在传承信息量相对较少，继承结果又受继承人的

个人能力、科研素质、与老师之间的配合与默契、跟师学习时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能真正体现名老中

医经验内涵和精髓的结果不多。因此，传统师承主要的问题是过度依赖传承人的智慧和能力，而面对大

量临床数据时提取分析能力不足，难以发现复杂数据之间的规律，不能进行有效提升，致使经验难以推

广应用[2]。 

1.2. 传承中的文化教育问题[3]-[5] 

中医院校教育，是现代中医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也是名老中医学术传承的重要途径。据相关文献

报道，目前中医院校教育受西医教育思想、模式的影响，基础教育普遍重视外语、计算机，基础课程设

置西医理论比例越来越大，古汉语、中医传统理论(中医经典著作、名医名方)等越来越少，要求越来越低，

严重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培育，教育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医院校这种不重视传统文化的改革

实践，违背了中医药教育的自身规律，培养不出热爱中医事业、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丰富临床

实践经验的中医人才。同时还存在中医院的中医教授，在利益的驱使下，不加辨证，大量开西药，时间

久了不会辨证用药，开不了汤药；在教学上，给学生灌输的教育思想是用西医的诊断方法，治疗时为了

面子也告诉学生用中医中药治疗，开出来的中药处方四不像，严重误人子弟。当然也有许多名老中医真

心向年轻的学子们传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但是由于年龄、知识结构、医疗任务繁重等因素不能或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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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台给学生们授课，因此在院校教育接受名老中医的知识传承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1.3. 传承中的人才问题 

中医院校毕业的中医学生就业形势的不乐观，且中医院的地位不及西医院，在高考填报志愿上很多

成绩优秀的考生都不会报考中医院校，致使中医院校的生源普遍较西医院校差；即使进入中医院校学习

的很多学生，在学期间花大量时间去学习西医的知识，期望毕业进西医院或考取西医类别的研究生，放

弃了对中医的学习。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好的名老中医的知识和经验，没有优秀的继承人花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去系统学习、详尽总结把它继承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名老中医的精髓也都消失了；这就是

很多名医虽然带了很多徒弟，老师也认真教了、真心传了，但是最后这些名医的经典却没有很好传承下

来的真实原因。 

2. 解决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2.1. 建立“名中医”评价体系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切实可行的“名中医”的评价指标体系，以“重临床、

重疗效”等为评价重点，让“名中医”切实成为中医临床医疗的骨干，为经验传承工作找准老师。 

2.2. 构建合理中医人才梯队 

建议构建各级“名老中医”、“名中医”体系。并大力培养青年中医人才，使之有利于名老中医学

术思想继承、发扬、推广，更有利于构建中医人才培养的合理梯队。同时，“名中医”的评选需要向基

层和民间倾斜。 

2.3. 开展名中医学术思想和文献医案研究 

目前大部分名老中医年岁已高，身体也日益衰弱，他们的学术思想与中医诊疗技术是非常珍贵的资

源。通过科研型传承方式，开展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研究工作和文献医案收集整理工作，

这不仅有利于名老中医个体和群体经验的研究总结，提高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水平和效率，而且通

过集体传承的方式，更有利探索新型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中医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2.4. 挖掘和保护民间中医资源 

民间中医是振兴中医药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无论历史上闻名于世的华佗、张仲景等，还是当代的

中医名家吕炳奎、董建华等无一不是来自民间。有许多民间中医具有一技之长、掌握特技疗法，他们的

治疗方法不但具有中医特色，而且效果好、费用低。因此，一定要把这些民间的名老中医的技术和经验

加以挖掘和保护，并花大力气做好民间名医评选和传承工作，这些技术和经验只要加以重视和整理提高，

有很多成果可成为中医的特色疗法。 

2.5. 发挥现代医学在传承中的作用 

建立名中医传承工作室，配备相对稳定的传承团队，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发挥现代医学在系统整理、

研究和传承名中医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中的作用。将“转化医学”应用于名老中医的传承中：根据中

医学的特点，采取临床→基础(实验)→临床的模式，将老中医的经验方剂结合现代医学技术，进行实验研

究，探讨其靶向作用机制，或者优化组方和剂量，在临床和实验研究后，以此作为基本方，进行推广应

用、完善和传承名医经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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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做好顶层设计和系统合理规划 

组织成立专门负责中医药传承和发展的工作机构，从抓顶层设计入手，合理制定一套长远的中医药

传承与发展规划；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政策法规，为中医药传承与发展提供宽

松的环境。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营造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氛围；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应

用研究，不断创造和发展中医药原创性成果；逐步建立中医药自己的标准体系，合理搭建有利于中医药

传承与发展的平台。 
名老中医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是中医药薪火相传的脉络，是专科建设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也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源泉。传承，是中医学术经验延续发展的主要形式。正是由于世代传承，才使名

老中医的学术经验得以延续发展，并不断发扬光大，促进专科建设发展壮大。目前，在专科建设中，名

老中医经验的传承是中医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而在传统中医专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

方法对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及经验进行继承挖掘，可能是今后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及经验传承工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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