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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传承要务本
创新必临床

汇海
北京汇海中医医院创办人

□本报记者 白莹

“老中医”是个80后

李云飞
知春东里卫生站站长

“现在中医院的学生在西医院学
习临床， 而且中医院开西药的情况太
多。 长此以往， 不利于中医传统的发
展？” 北京汇海中医医院的创办人、 北
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特聘专家汇海
对记者说。 作为一名老中医， 汇海对
中医药的感情很深， 对如何发展中医、
如何将国医传承下去， 汇海大夫有不
少建议。

今年69岁的汇海大夫， 在中医行
当干了一辈子， 最近又带本科生、 硕
士生学习临床门诊。 1994年， 汇海大
夫被中国中医研究院 （即中国中医科
学院前身） 聘为副主任医师、 副研究
员。 1996年被北京中医药大学聘为名
誉教授， 在东方中医院工作。 2017年，
他被聘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特
聘专家。

记者一走进汇海中医院的大门 ，
就看到挂号处贴着一张提醒， 告知各
位患者， 汇海教授在每周三都会在国
医堂问诊并作为特聘专家为北京中医
药大学的本科生、 研究生授课， 所以
周三汇海教授不在本院出诊。

汇海介绍， 每周三， 他一边在国

医堂问诊， 一边带还在学校就读的本
科生和研究生。 学习方式就是孩子们
在他问诊时观摩学习， 从中学习经验。
只要学生肯学肯问， 他愿意将自己常
年的总结经验传授给他们。 “我看病
靠的是三个手指头把脉。 我认为， 中
医的治疗手段以传统的 ‘望’‘闻’‘问’
‘切’ 为核心。 纯粹的中医， 应该以传
统的问诊手段， 用汤药、 针灸等治疗
手段来看病。 而现在不把脉就开药的
中医医生太多了。 开药和诊断都依赖
仪器出来的各种数据。 这在我看来都
不能叫中医。” 汇海将自己总结出来的
脉象整理成文字， 他告诉记者有机会
打算出书，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理论
的精妙。

“现在一上来就开单子的大夫太
多。 中医院用西医的手段来诊断， 有
些甚至开的是西药。 纯粹的使用中医
手段来治病的中医并不多。 真正倡导
中医的医院也不多 。 中医受到抑压 ，
对于中医的发展不利。” 汇海说。

在汇海的影响下， 几个子女、 孙
子女都在学习中医药。 “我两个儿子，
都是中医大夫。 一个儿子在外开中医

诊所， 另一个在我这里问诊。 两个孙
女都从中医大学毕业。 去年大孙子又
考上了大学的中医药专业。 我影响其
他人还需要时间和精力， 希望自己的
孩子能将中医传承下来 。 要是挣钱 ，
还是西医， 但是我坚持让孩子们学中
医， 做中医。”

汇海表示现在的中医教学也存在
一些问题。 “首先， 传道授业的教师
没有中医临床经历。 都是从学校毕业
直接任教， 擅长做学问， 临床经验少。
第二， 学习中医的学生在大学学程期
满之后就要去医院 ‘规培’ 3年。 学生
自己联系医院， 能联系到什么医院都

可以。 学了好几年的中医， 大部分学
生却去了西医医院。 3年之后， 怎么还
会中医呢？ 第三， 即使学生去了中医
院， 但是中医院也开西药， 也用西医
的检查方法。 几年之后， 这些孩子也
都不会把脉了。”

汇海认为 ， 要真正发展中医药 ，
就要追本溯源， 让纯粹的中医有话语
权， 改变现有的管理机制。 “组建以
倡导中医、 从事中医诊疗的医生为主
的领导班子管理中医院。 让学习中医，
从事中医临床医学的教授来负责中医
院校的人才培养。 这才是真正的重视
中医， 从源头发展中医药。”

提到中国医学的传承者和践行
者———中医师， 人们总是下意识地认
为， 年纪越大的大夫经验越丰富， 医
术越高明， 只有老中医才能悟出中医
的精髓， 望闻问切， 妙手回春。

其实也不尽然。 到海淀区双榆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知春东里卫生站采
访李云飞之前， 就早有耳闻， 近年来
他早已成为众多患者热捧的对象。 可
是一见面才知道 ， 这位 “老 ” 中医 ，
医术老练， 竟是个80后。

眼前的李云飞说话不急不缓、 温
文尔雅， 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浓浓的书
卷气， 颇有老中医的成熟与自信。 和
大多数大夫的从医经历相似， 今年36
岁的李云飞在攻读完本科和硕士之后
被招聘到海淀区双榆树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工作。

他进入中医之门还是受到了家人
的影响 。 小时候到舅舅开的诊所里 ，
看到就诊的患者很多。 舅舅医术很好，
在患者的口碑甚好， 好多患者都是慕
名而来的。 舅舅的这份尊重， 让他觉
得这个职业很高尚。 当时报考大学的
时候， 他不假思索就选择了中西医结
合专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云飞觉得自
己对中医更感兴趣， 研究生时专修了
中医。 攻读期间， 别人看医书晦涩难

懂， 他却看得饶有兴味。 “中医诊疗
是个奇妙的过程， 越学越痴迷。” 他被
传统医学的魅力深深吸引。

“在我看来， 西医研究的是微观，
中医则是宏观， 治疗手段很多。” 李云
飞打了个比方， 就像头晕， 在西医没
有发现器质性的病变， 但病人就是不
舒服， 中医就会考虑用一些补气活血
的方子， 结果没过几天， 病症没有了。
这就能看到中西医的不同。

望闻问切， 切是基础。 脉络的强
弱、 张弛是辨别脏腑功能的关键。 李
云飞一边看书学习， 一边思考其中的
奥妙 。 “想要准确把握病人的脉象 ，
手上的功夫很重要。” 为此， 他每天都
抱着沙包练习指力， 练手的敏感度和
灵活度。 常常练得忘记了时间， 也忘
记了疼痛 。 舍友笑他已经 “走火入
魔”， 他却乐此不疲， 直到把沙包里的
石子全都揉碎， 手上血肉模糊。 这是

功夫， 也是毅力和信念。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打交道最

多的是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 按理
说， 李云飞会给人年轻、 没经验的印
象， 但事实并非如此， 长期找他看病
的患者很多。 做签约医生， 他受到病
人的信赖， 多年的医疗关系， 让他和
很多病人成为了忘年交。

姜奶奶， 今年83岁， 一直找李云
飞就诊。 2014年， 突然有段时间， 姜
奶奶不来了， 李云飞很纳闷， 趁着中
午午休， 跑到姜奶奶家中， 发现她脑
溢血了， 卧床不起。 知道情况后， 李
云飞利用个人休息时间， 每天到奶奶
家里， 给她扎针灸， 做康复训练。 一
段时间后， 姜奶奶站起来了， 还能下
楼了……

“其实患者来就诊， 他们内心是
相信你的， 也是依赖你的。 但是有一
点， 作为医生的我们一定要有同理心，

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想这些问题。 患者
自然而然就会遵医嘱了。” 李云飞说。

工作后， 他不仅为辖区的病人看
病 ， 还积极报名参加各种义诊活动 。
2012年7月， 他随市医疗队来到西藏那
曲 、 日喀则 ， 忍着严重的高原反应 ，
为那里小学的孩子们筛查先天性心脏
病、 为百姓检查是否患有白内障。 看
到当地的医疗条件差， 他把带去的听
诊器等医疗器械全部捐赠给了当地的
医疗站。

“我从没有把它当作一份养家糊
口的工作， 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医， 进
入这个领域， 就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
广袤的世界， 慢慢咀嚼细细品， 回味
无穷。” 李云飞说。

“中医学浩瀚无边，博大精深，一辈
子都学不完。 ”热爱中医的李云飞一直
有个“中医梦”，想要深入地挖掘中医的
治疗优势，为更多病患解除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