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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 '$$("&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一根针!一把草!很神奇

!"#! 年，匡调元考上了上海医学
院。匡老毕业后选择的专业是西医病理
解剖学，就是按人身上组织结构的形态
变化诊断疾病的专业。!"$"年，毛主席
提出了西医要学中医，%"&'年，他在重
庆医学院图书馆看到了南京中医学院编
著的《中医学概论》，里面有中医病因病
机学。他看了很高兴，原来中医也有病理
学！自此，他从头到尾自学了《中医学概
论》及中医学院通用的第二版教材。

当时，匡调元经常下乡巡回医疗，亲
眼看到，一根针，一把草，作用神奇，威力
无穷。!"&(年，他被派去搞“$)*”战备科
研他率领了一个四川小分队，一直在农村
走，寻找中草药制作“驱避剂”，如何要让
解放军站岗 +小时一班，不让蚊子叮咬！

%"()年，匡调元回到了医学院，虽
有满腹中医药学经纶，但不会看病，这可
怎么办？于是正式提出要求到中医学院
去进修。幸运的他走上了拜师学艺之路，
跟重庆市六位名老中医学了一年。他一
周六天住在医院，只有星期日才回到家
中松口气。一年后，他回到西医学院，坚
持每周五上午半天中医门诊，把学到的
中医全都用上了。

几本书!一体系!创学派

对匡调元来说，%",'年前后是他学
术生涯和从医经历的关键之时。当年，匡
调元出版了《中医病理研究》一书，成为
名噪一时的中西医结合的代表作。其间，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分
卷》中的中医病因病机部分也由匡老协
助任应秋教授编辑，不少内容还是由匡
老执笔的。

%"(( 年，匡老正式提出了“人体新

系设想”，这是中西医如何结合的理论根
据。%",%年钱学森来信支持他：“你的人
体新系设想，我很赞成。”对“人体体质
学”，全国名老中医邓铁涛评论：“是派生
的新学说，积十多年之探索已初具规
模。”对由匡主编的十卷《中医病理研究
丛书》，沪上中医名家裘沛然则赞誉道：
“自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后，又一中
医病理学巨著。”

此前，%"((年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岳
美中派一助手过来，听了匡调元主讲的
八节讲座，其中有“体质病理学研究”一
章。中医体质病理研究，先后在 *'%医
院、协和医院开讲，结果下面轰动起来
了。后来，天津市卫生局也请他去，安排
了 %'''余人听讲。因此，在 %"("年召开
的全国中医工作会议上岳美中说道：“据
我所知-在全国西医学中医的人中，有五
个人学得比较好的。其中有陆广莘匡调
元。”这是事后全国中医名家陆广莘告诉
他的。

四川省委在 %",'年把匡老调到成
都中医学院。可是，在为“人体体质学”申
请自然科学基金时，第一关在基础部就
没有获得通过，中医专家认为：中医只有
体质，没有体质病理学；而西医专家则
说：西方体质学说早已过时了，现在讲的

是基因。受挫后，年过半百的匡调元准备
出国。

在美国 ./01 234156 大学 7389/:

;4/<医学院，匡调元和两位美国博士协
作，研究了白种人和黑种人的体质类型。
其中一位是儿科医生，一位是美国研究
舌头的组织学专家。经过三人协作组的
验证：无论黑人、白人、黄种人等，都是六
种体质类型：一种是正常质，五种是病理
体质，这些都符合匡老提出的辨质标准。

幸调动! 建平台!向世界

匡老的治学之路，曲折而幸运。
他曾两次有机会调往北京中医研究

院，直到 %",&年卫生部副部长胡熙明亲
自对四川省副省长做了工作，又经上海
市中医药研究院两位领导同意，%",,

年 , 月 % 日，$( 岁的匡老终于来到上
海，埋头和全院 %,位专家协作进行了动
物实验，证明了各型病理体质在机能、结
构、代谢上的特异性。

)''% 年，匡老出版了《体质病理学
和体质食疗学实验研究》一书。这就将历
来只有“一个老头、三个指头”创新学派
的传统，建立在现代实验研究的基础
上。由此，人类六种体质类型的动物实
验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做了出来。于是，
荷兰、韩国、美国、中国台湾、中国香
港等纷纷请他去讲学，日本把他的第一
版《中医病理研究》也翻译了过去。自
%""* 年起，匡老又开始在龙华医院看
专家门诊。他的理论多来自亲身的临床
实践和实验观察。

一个 !"岁的老者! 畅谈一天!居

然没有一点倦意" 笔者试问其原因!他

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不乱吃东西" 先天

条件有利!但是后天非常重要"

话题回到六种舌苔上! 匡老说!现

代人许多病都是瞎吃吃出来的" 怎么

吃!吃什么$大有讲究"根据五种有病的

舌苔针对性地开出了 #$个方子"每一

种 %个方子!随诊加减!进行微调" 现

在!匡老还带了两个徒弟!只要培养五

年!基本上就能根据舌苔看病了"

如今!匡老出去会随身带着一本小

册子!名为%辨明体质!选对食物&&&把

健康送给大家"'这是赠阅的"管住嘴是

大家知道的!但是管得太紧是不是也会

失去许多美味$ 不料匡老一笑说#好东

西多得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吃对自己身

体不利的食物呢$健谈!爽朗!时不时冒

出来的幽默话语!令来访者倍受感染"

&$$'年!'"岁的他治好了一位

画家的心脏病! 转而向那位画家学画

画!他在上海中国画院名师的指导下创

立了一门%生命微观意象艺术'" &$$!

年迄今!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令人啧啧

称奇" %不知老之将至'!斯人堪当并有

惊人之举"我们期待匡老为人类带来健

康的理念和健康的法子"

2016年5月3日上午，笔者驱
车去无锡寻访蛰居太湖之滨的上海
中医药大学教授匡调元。除了吃饭，
交谈持续进行了7个小时。

1997年，匡老66岁退休。匡
老成名较早，迄今共有学术著作
300万字。最近两年，他在无锡郊区
隐居不出，潜心重读《黄帝内经》，从
中悟到了“神本论”才是《内经》的核
心思想。

从古到今，公认中医学史上已
有伤寒派等七大学派，匡老几十年
之用心创造的“人体体质学”实为第
八个学派。如今，他根据对《黄帝内
经》最新的研究成果，即将推出一本
《太易心神学》，这是从本来就存在
的一个理论的角度，诠释了中医学，
并提出了崭新的观点。

匡调元

文!殷为中

为中医药学
奋斗了60年

不知老之将至

采访手记

老老琐言

有些老人!一到季节转换!便这里

不舒服!那里不妥帖!于是去看西医"

验过血!拍过片!会过诊!结论#没病"

再转看中医!望$闻$问$切一番!

医生刷刷写出药方" 患者谨遵医嘱!

一段时间后!哎!身子居然好了"

像湿气重$ 内热$ 腰酸$ 疰夏$

畏寒这类中医里的专有名词! 我称

之为 %中病&! 西医一般束手无策!

而中医却能凸显优势"

我是非常主张老年人如果得的不

是那种 %硬病&! 只是 %亚健康& 状

态! 最好多看看中医! 多服服中药!

相信这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曾经有段时间! 社会上传出一股

谬论! 认为中医药是 %伪科学&! 应

该取缔" 我不知道这样不负责的言

辞! 有什么有力证据支撑没有' 与此

相反! 我们却可以拿出绝对压倒性的

数据来说明中医药必须存在而且应该

得到更大鼓励的理由"

我们单位附近有家上海中医医院

的分支机构! 里面藏龙卧虎! 名老中

医扎堆! 许多患者悦近来远" 试想!

如果中医药不灵验! 此地还会门庭若

市吗'

%中病& 用 %中医&! 对老年人来

说! 行之有效"

文! 剑箫“中病”需要“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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