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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上海启动海派中医传

承建设工作， 我就一直参与其中， 六

年来获益很多。 在此期间我常问自己：
海派中医传承， 我们传承到了什么？

上海的海派中医传承项目里， 有

内科、 外科、 妇科、 针灸、 推拿、 儿

科等。 听这些海派中医传承人口述历

史时， 我们有了不少新发现。
比如， 国医大师刘嘉湘是丁氏内

科的一个分支， 60 年代时他曾跟随张

伯臾老师学习， 刘老说， 张老看病没

什么特定套方， 用药平淡， 看上去没

什么惊心动魄的药， 剂量也少， 但治

疗效果却非常好。 张老的治疗特色体

现的正是丁派用药特色。
访谈过刘嘉湘老师后， 我开始寻

找刘老的书， 希望加深了解。 刘老在

科研方面的成果很多， 但他的专著却

很少。 我找到两本他主编的专著， 20
万字左右， 非常薄。 这个特点在丁氏

其他几家也很明显。 比如， 徐嵩年老

师集一生心血编著 《肾与膀胱证治经

验》， 也只有 13 万字。 徐老在书的最

后列有 162 张处方， 把一生中用得最

好、 临床经验最足的处方告诉了大家。
徐老曾说， 书不一定要编得很厚， 把

学术经验讲清楚即可。
整个丁氏内科十二家传人基地里，

传人写的书都很薄。 这是我们在推进

传承工作时的发现 ， 也给我们启 发 ：
快节奏的当下， 如果要贪多、 贪全地

学习， 可能就是囫囵吞枣， 能总结精

华、 掌握精髓， 或许才是传承要义。
海派中医传承， 有共性也有个性。
从共性来看， 海派中医离不开上

海的文化、 经济和社会特点。 近代的

上海踊跃出一批中医人才。 论早期中

医教学，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上海中

国医学院、 新中国医学院这 “老三校”
是绕不开的。 这三校的教师是来回走

动的， 在这个学校讲课， 也去那个学

校讲课， 所以形成了很多共性的东西。
论海派中医的个性， 以丁氏内科

为例， 我们对丁氏十二家的流派传承

史略梳理后发现， 有的著书立作较多，
比如陈存仁、 秦伯未、 严苍山、 裘沛

然。 有的在教学领域颇有建树， 丁氏

内科最引以为豪的就是出了五任校长。
还有一些人文造诣深厚， 比如程门雪、
严苍山、 秦伯未、 裘沛然等， 书画水

平不亚于专业人士。
谈个性还有一点， 我国中医发展

史上的很多全国 “首创” 跟海派中医

有关。 比如， 民国早期热病、 伤寒等

传染病多， 丁甘仁在这些疾病诊治领

域贡献很多， 尤其是对当时流行的烂

喉痧 （即猩红热）， 丁甘仁形成了独到

的诊治经验， 造福大众。 我们在整理

学术思想的同时， 将丁氏流派优势病

种梳理、 收录在大数据库里。
在严世芸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还

走访了丁氏十二家的不少故居， 比如

程门雪的故乡婺源、 韩哲仙在慈溪的

韩家大院、 裘沛然在慈溪的裘家村等。
我们在当地获得了很多珍贵资料， 也

从侧面走近大师。 比如， 在慈溪图书

馆专辟一个大房间 ， 全是裘老 赠 书 ，
我们看了很感动， 老一辈重德、 重教。

除了个性和共性的梳理， 我想海

派中医传承里还有 “非常道”。 我的理

解是， 非常道是在整个客观事物的发

展过程中 ， 我们对某些领域的 过 程 、
某些领域的认知 ， 有限的一些 反 应 。
在这个非常道的思想影响下， 我们也

在考虑， 除了对丁氏内科流派的传承，
是不是还要跟其他流派进行交叉学习。

我们跟妇科流派做了交叉， 在拜

访朱氏妇科传人朱南孙时， 我们竟都

不知那天正是朱老生日， 老太太非常

平淡， 当场掏出一笔捐款， 说要给学

校庆生 （上海中医药大学当时正值创

校 60 周年）， 因为这是她父辈曾倾注

心血的地方。 短短几句话， 给我们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 看到老人的情怀。
整个流派传承中， 我们的体会是

如何从非常道趋于常道， 这个常道就

是客观事物正常运行的规律， 也是我

们追求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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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问 ： 当下海派中医要传承
下去， 难度在哪里？

王庆其 ： 我 是 丁 氏 流 派 裘

沛然先生的学术传承人 ， 跟 裘

老 20 多年， 承担这个流派传承

项目有六年 ， 我的体会是传 承

老中医的经验时 ， 传承医药 这

方面的难度不大 ， 关键在这 一

方医药背后的学术思想及对 其

文化的领悟 、 传承不容易 。 记

得跟随裘老时 ， 老师不仅要 我

读历代名著 ， 还教我读四书 五

经 ， 要背给他听 。 我当时已 经

49 岁了， 每天要像小学生一样

背给老师听四书五经 ， 真难 为

我。 背几条原文还不等于学到精

粹，传承中最大的难度是文化思

想的传承 ，中医思维方式 、学术

思想的传承，是难度最高的。
裘老还是 《辞海 》 的 副 主

编， 知识渊博， 出版社问他的难

题， 他能随口答出。 如此道行，
我们这代人里很少见了。 这也使

我感到很有紧迫感。

问 ： 中国传统的技艺传授
有家传或师徒 ， 到了近现代又
出现学堂教育 ， 中医的流派传
承也走了这两条路 ， 未来该怎
么走 ， 变或不变 ， 还是变中要
有不变 ？ 希望也给上海中医流
派传承工程提些建议？

王庆其 ： 现 在 无 论 是 石 氏

伤科 ， 还是丁氏内科 ， 都已 经

把经验写进教材 ， 把学术思 想

渗透到高等教育系统里 。 很 多

名派大家也都是中医药学校 的

教 授 ， 我 们 有 幸 专 门 跟 师 的 ，
好 像 “开 小 灶 ” ， 学 问 又 精 进

些 。 所以我的体会首先是 ， 海

派 中 医 流 派 传 承 工 程 很 及 时 ，
培养了一批人 。 第二是 ， 流 派

将归为无派之派 ， 实际上 ， 这

些流派的学术经验已通过现 代

信息手段渗透到整个中医学 术

界 ， 我认为目的已达到 ， 至 于

某个具体流派今后是不是存在，
并不重要 。 最终目标应该是 培

养人才、 造福人民。

徐燕 ： 流 派 传 承 工 作 给 我

们的最大获益就是两个字 ： 提

高 。 我是流派传承工作者 ， 也

是被培养的人 ， 我们的临床 疗

效 、 学术研究因此都获得很 大

发 展 ， 病 人 也 有 很 好 的 获 益 。
流派传承是一个政府项目 ， 我

想 ， 政府项目的最终目的就 是

造福民众。

孙武权 ： 因 为 流 派 传 承 工

作 ， 让我们涉及了一些以前 没

接触的工作和领域 。 我感觉 像

穿越到古代， 遍访名山、 名师。
这些人我们原来不太接触 ， 但

接触后发现 ， 每个老师都有 自

己的一套学术思想 、 手法 ， 对

我们产生了许多新启发。

� � � � � 如今 ， 我们常提到的海派或海

派文化， 主要指上海地区的文化风格

和生活方式 。 进一步考据字面解释 ，
海是海洋 ， 汇流百川 ， 意味着开放 、
容纳； 派是派别和流派的意思， 意味

着个性鲜明独特。
海派文化里， 海派中医是重要组

成部分， 即具有海派文化特征的上海

中 医 药 。 据 记 载 ， 上 海 中 医 始 于 唐

代， 兴于宋末元初， 盛于明清。 海派

中医不是一个新兴医学流派， 而是在

近代上海特定的社会、 经济、 文化背

景下形成的、 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医文

化现象。 海派中医是具有海派文化特

质的医学现象 ， 即具有开放 、 兼容 、
吸纳、 创新的特色。

海派中医的辉煌有目共睹， 海派

中医的传承也日益紧迫。 上海近年来

开展海派中医流派传承工作， 对中医

药事业的发展真是功德无量的事。
正本清源， 要做流派传承， 先得

搞清楚什么叫流派。 这里引用一段我

认为比较准确的说法， 出自上海市卫

计委一份文件： 中医流派是指某一地

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具

有某种特定的医学风格， 或以某一诊

疗技术、 特色技法的传承发扬而构成

的医学现象， 该流派应具有独特的学

术思想或学术主张， 有独到临床技艺

和 诊 疗 特 色 ， 有 较 为 清 晰 的 学 术 源

流、 传承脉络和一定的历史影响和公

认度。
概括说， 我认为构成流派要有三

要素： 独特的学术思想、 独到的诊疗

经验、 形成代代相传的人才链和学术

链。 三条缺一不可。
那么 ， 学术流派是怎样形成的 ？

我认为离不开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 。
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 会产生

有不同的科学思维、 方法， 造就不同

类型的科学体系。 发源于黄河、 长江

流 域 的 中 国 古 代 科 学 ， 倡 导 天 人 合

一 ， 强 调 顺 应 自 然 。 理 解 了 这 个 背

景， 就能明白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

和医学相结合的结晶。 从人类学意义

上说， 中医学是关于生命和健康的文

化， 既是一门技术， 也是一种文化。
时代、 地域的文化特征是中医流

派形成的重要土壤。 我国近代的地域

性医学流派有孟河医派 、 新安医派 、
永嘉医派、 岭南医派、 钱塘医派、 燕

京医派、 齐鲁医派、 中原医学、 川蜀

医派等， 都与地域、 文化影响有很大

关系。
回到上海， 正是海派文化缔造了

海派中医。 近代的上海西学东渐， 上

海的中医逐渐形成了中西医学汇通的

倾向。 其次， 近代上海经济的繁荣为

中医名家办学校、 办诊所、 办药店提

供了各种金融手段， 也吸引了海内外

中医人才来到上海。 海派的经济造就

了海派的中医 。 另外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的思想以及新文化运动对

海派中医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
形成了海派中医开放 、 兼容 、 吸纳 、
创新的特点。 我们上一代名医大多不

来 自 上 海 ， 有 来 自 江 苏 、 浙 江 、 安

徽、 广东、 四川等各地的名医。 因为

上海是华东地区的金融中心， 吸引人

才汇聚， 流派交融。
所以， 裘沛然先生谈海派中医时

说， “海派” 是无派之派， 即海纳百

川， 包罗万象， 各派均归于海， 精英

高才， 聚集上海， 汇集成大派， 学术

海量， 不拘一格， 吸收众长。 这些理

解对我们研究海派中医学术内容具有

很好的借鉴。
海派中医的学术特点， 我归纳了

六个方面。
第一， 深远的家学渊源， 独特的

学术经验。
第二， 较深的文化底蕴和经典造

诣。 我近日翻阅石氏伤科的书目， 几

张处方吸引了我， 书法极好， 伤科大

家的文化造诣真不低。
第三， 传统师承与学校教育相结

合。 近代的上海先后出现几十家中医

学校， 当年这批人既有家学渊源， 又

通过学校教育接受了各地中医流派的

经验， 他们的知识结构很完善。
第四， 兼容各派。 名医汇聚上海，

必然在学校、 在杂志、 在各种场合互

相交融、 嫁接， 促成在上海形成了各

具特色的流派。
第五， 重视衷中参西。 当时， 西

方的医学、 文化和学术思潮也影响到

中 医 界 ， 查 阅 早 期 中 医 教 材 会 发 现

“中医心理学 ” “中医病理学 ” 等内

容， 说明当初已经中西医汇通了。
第六 ， 具有代代相传的人才链 、

学术链。 这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海派中

医能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
海派中医流派里有许多响当当的

名字， 比如孟河丁氏学派。 其中， 丁

甘仁是孟河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他真

正出名是到上海以后， 特别是办了中

医专门学校 ， 培养了大量中医人才 。
海派中医里时间较长的是何氏医学 ，
从宋代就开始， 到青浦白鹤乡青龙村

定居， 流传了七百六十年， 家族里有

三百六十多人行医。
另 外 还 有 张 氏 内 科 、 夏 氏 内 科 、

夏氏外科、 顾氏外科、 蔡氏妇科、 朱

氏妇科、 陈氏妇科、 徐氏儿科、 魏氏

伤科、 石氏伤科、 施氏伤科、 杨氏针

灸、 陆氏针灸、 朱氏推拿、 姚氏眼科、
陆 氏 眼 科 等 。 这 是 根 据 1998 年 的

《上海卫生志》 摘选的， 实际远不止这

些， 可窥见海派中医当时之辉煌。
最后我想强调从文化角度研究中

医流派很重要。 过去， 我们研究中医

流派， 偏重研究学术思想、 独到的临

床经验， 这不够， 还要研究、 传承这

背后的文化！ 优秀的流派之所以能流

传百年 ， 一定是有深厚的文化根基 。
文化研究对海派中医有三层意义。

第一， 有助于深刻领会海派中医

学术经验的真谛。 我们不光是研究几

个方、 几个法， 还要研究背后的指导

思想和学术理念， 这就是文化。
第二， 有助于传承海派中医学术

思维方式。 我们研究海派中医， 不仅

是研究它的技术、 经验， 还要研究它

的思维方式。 这些经验和技术到底从

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方

式？ 这都需要加以关注。
第三， 有助于弘扬海派中医的人

文精神。 这样才能真正传承它的核心。

海派中医在当下的生命力：传承与发展

海派中医， 形成于上海， 繁荣于上海 ， 成为我国

中医大花园中一朵灿烂夺目的奇葩。 为弘扬这份宝贵

资源， 2011 年起， 上海将 “海派中医流派传承工程建

设” 列入第一轮中医药三年行动计划， 包括丁氏内科、
顾氏外科、 石氏伤科、 丁氏推拿、 蔡氏妇科等 15 个流

派纳入其中 。 此举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认可 ，
从而启动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 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流派非一日所能形成， 传承亦非一日之功 ， 各具

特色的古老流派在新时代如何应对新形势 ， 以进一步

服务大众、 服务患者？ 近日的第六届文汇中医药文化

讲堂上， 沪上中医名家热议 “海派中医在当下的生命

力： 传承与发展”。

嘉宾：
王庆其
孙武权
徐 燕
崔 松 （主持人）

王庆其
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 上海市
名中医

流派形成离不开文化土壤

丁氏推拿流派算是一个新名词。
此前上海推拿有三大流派： 一指禅推

拿流派、 滚法推拿流派和内功推拿流

派 。 在上海决定做流派传承工作时 ，
为了协调， 有几个老先生提出， 上海

推拿两个流派的老祖宗都姓丁， 那就

叫丁氏推拿流派。 自此， 我们在正式

报告中使用丁氏推拿流派这个说法。
上海的中医建设工作很多走在全

国 前 列 ， 中 医 流 派 传 承 就 是 一 例 。
2011 年 ， 上 海 开 始 推 进 流 派 传 承 工

作 。 当时全国的推拿手法流派不多 ，
大多还不是纯推拿流派。 比如长白山

通 经 调 脏 手 法 流 派 ， 包 含 了 伤 科 手

法、 针灸手法与推拿手法， 整合当地

几个流派获得这个流派新名称。 类似

现 象 还 有 北 京 的 清 宫 正 骨 、 清 宫 理

经。 探路前行， 上海就这样率全国之

先开始了流派传承工作。
丁氏推拿流派在清朝同治年间已

有， 口头流传下来的说法是老前辈李

鉴臣把手法传给了丁凤山。 李鉴臣据

说是御医， 但清宫名录查不到他。 也

有人说他出身少林寺， 但相关文献也

没查到他。 所以， 现在只是有这样一

个姓名， 文字、 照片记录都没有。 丁

凤 山 是 确 实 存 在 的 ， 他 是 清 宫 的 武

官， 学了一指禅后， 回扬州行医， 并

收了些徒弟 。 到 20 世纪初 ， 他的徒

弟到上海 “闯码头 ”， 把师傅带到上

海， 然后又收了些徒弟。 这十多个弟

子各有特色， 都有些故事可说。
丁氏推拿的传承中， 丁树山这支

影响较大。 他之下， 丁季峰发展出了

滚法推拿 。 丁季峰是丁树山的儿子 ，
在中学时代就接触到一些西方文化 ，
和西医也有很多交往， 他是推拿流派

里较早开始中西医结合的。
丁树山这支里另一影响较大的传

承人是朱春霆 ， 他是丁树山的学生 ，
也是朱氏推拿创始人， 他后人提出的

“朱氏一指禅 ” 目前已入选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 朱春霆本身的一指禅手

法很好 ， 被赞誉为 “不二宗师 ”。 他

的另一大贡献是创办推拿学校、 担任

第一任校长， 开创了推拿传承从师承

教育转为现代学堂教育。
我们做流派工作时， 重点放在学

术传承、 创新研究、 临床诊疗、 推广

应用、 文化建设等方面。
流 派 建 设 先 得 确 立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丁氏推拿流派的代表性传承人较

多， 曹仁发、 严隽陶、 金义成、 罗志

瑜、 沈国权、 朱鼎成等。
推 拿 的 传 承 和 其 他 流 派 不 大 一

样， 或与针灸类似， 即手法的传承非

常讲究。 到底达到怎样的手法， 才算

标准， 这个我们还在探讨研究中。 我

们 梳 理 了 丁 氏 推 拿 的 学 术 思 想 、 观

点 ， 提 出 三 点 ： “柔 为 贵 、 刚 柔 相

济 ” “点 为 主 ， 点 面 结 合 ” “动 为

先 ， 动静结合 ”。 这些也都是对临床

手法操作的提炼。
这些年， 我们还开展了大量继续

教育。 最早以上海的丁氏推拿流派为

主， 后来把外省市流派也纳入， 大家

一起交流、 切磋。
在搜集 、 整理推拿文献资料时 ，

我们发现推拿的旧资料很少， 丁氏推

拿流派的书更少， 这两年我们也在向

社会广泛征集老材料。 与此同时， 我

们很注重推拿流派的现代推广， 设计

了丁氏推拿、 海派儿科推拿、 健康行

走等相关品牌标识。
推拿在我国简单说可分成北派 、

南派。 我们在传承研究中也发现， 北

方 手 法 相 对 较 重 ， 南 方 手 法 相 对 温

柔， 这和上海的文化也有关系。 上海

的推拿手法普遍比较细腻， 比如上海

的推拿会推人的前额这里， 而不会去

捏头皮区域， 这或许是因为上海人讲

究 “头势清爽 ， 不好弄乱 ”。 海派推

拿讲究手法的细腻技巧， 与文化潜移

默化的作用不无关联。
这两年为了流派建设， 我们也走

访了全国一些地方。 到扬州发现， 这

个一指禅推拿流派的发源地， 如今的

传人很少了 ， 传人目前主要在上海 。
不过， 上海在这一领域做得好的人也

越来越少， 因为学艺不易， 得吸引人

来学， 还得愿意留在临床， 不然手法

传承不下去， 流派的生命力就成问题。
总的来说， 传承是一项重要而艰

巨的任务， 我们将继续努力推进。

孙武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
合医院推拿科主任、 上海市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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