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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院长对病人真好！”“罗院
长治病就是灵！”这是百姓们对灵
宝市中医院副院长罗跃东的评
价，也是罗跃东“仁医、仁心、仁
术”的真实写照。

罗跃东已是近60岁的年纪，
数不清的荣誉和奖章见证着他对
工作的兢兢业业。2000 年 2 月，
罗跃东被三门峡市人民政府评为

“三门峡市第三批跨世纪学术和
技术带头人”；2007年，被三门峡
市总工会授予“2007 年度三门峡
市职业道德建设十佳职工”称号；
2009 年 4 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
授予“河南省劳动模范”光荣称
号；2009年至今一直居于“三门峡
市拔尖人才”之列；2014年5月被
评为“灵宝市十佳名医”；2015年
2月被灵宝市委、市政府授予“十
佳最美灵宝人”称号；2017年8月

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全国卫生
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罗跃东还是灵宝市政协委
员。除了本职工作以外，他也积
极参政议政，发挥民主监督的作
用，共上交提案11份、调研报告3
份，多次参与政协调研。特别是
对卫生、中医工作，他提了许多合
理化建议，对中医发展及尊医重
卫风气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6年2月，他被评为“灵宝市第
十二届委员会优秀政协委员”，
2016年4月被中共灵宝市委授予
统战工作先进工作者。

视患如亲
以患者信任为己任

2011 年元月的一天，罗跃东

像往常一样加班到下午1点多才
处理完最后一个患者。他拖着疲
惫的身躯刚下到一楼，一位风尘
仆仆的老人拦住了他，恳求他帮
忙给自己的老伴儿诊治胃病。该
老人说老伴儿患胃病多年，他们
多方求医，跑了很多地方，但收效
甚微，这次也是听了别人的介绍
后，专程从深山区倒了好几次车
才来到这里。罗跃东了解情况
后，不顾自己还未吃午饭，立刻返
回诊室了解病情。他没有让患者
的希望落空，经过两个疗程的治
疗，使患者康复了。

这种加班加点的情况几乎算
得上是罗跃东的工作常态。长年
下来，他积劳成疾。2012 年 7 月
的一个深夜，他因剧烈腹痛，被紧
急送到上级医院。经过治疗，症
状缓解，医生要求他住院观察。

但他一想到第二天还有很多患者
在等他看病，就坚持不住院，要回
家治疗。第二天早上 8 点，他又
准时出现在诊室里。2012~2013
年，他先后住院3次，次次都是在
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毅
然回到工作岗位上。对于自己的
身体，他很少担忧。但从 3 次就
医经历中，他更深切地体验到了
患者的不易，从而在工作中换位
思考，将心比心地对待患者。“患
者的信任比任何称赞都来的实
际。”罗跃东常这样说。

妙手回春
以不断钻研为己责

曾有一位患者患头晕目眩
症，严重的时候连行走都踉踉跄
跄，尽管去了多家医院治疗，但效
果都不尽如人意，一拖就是 6 个

月。无奈之下，患者向罗跃东求
助。经过仔细诊察后，罗医生诊
断患者为郁证，是痰浊阻滞、清阳
不升所致。他对症下药，用半夏
白术天麻汤合黄连温胆汤治疗。
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患者的眩晕
症状明显减轻，但仍然不能除
根。看来仅仅用这样的办法是不
够的。于是，罗跃东查阅了大量
的中医古籍，同时与西医专家频
繁通话，讨论疗法。最终，在中西
医结合治疗下，患者的病情得到
控制。

但是，罗跃东从未满足于已
有的成绩，而是不断刻苦钻研医
学知识，力求精益求精。除了大
量阅读书籍，他还立足于临床，潜
心科研，主攻内科疑难杂症。他
对反流性食管炎、部分妇科疾病
如月经病、乳腺病的治疗有独到

之处。这些年来，他已在国家级
杂志及中医药核心期刊上发表论
文 20 余篇，获科研成果奖多项，
获灵宝市科技杰出贡献奖 1 次。
生命不息，学习不止，这是一位医
者的使命与责任。

清正廉洁
以服务人民为己愿

对罗跃东稍有了解的人都知
道，“不要红包，拒收回扣”是他
的原则。对于患者，他的付出
永远多于回报，借钱给贫困患
者治病也是常有的事，而自己
的生活却远谈不上富裕。几年
前，他在北京理工大学读研的
儿子考上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博
士，虽然罗跃东很为儿子高兴，
可高昂的学费和家庭财产保证
金对于他来讲却是一大难题。

看到这种情况，懂事的儿子提
出了放弃深造……罗跃东自始
至终坚守道德，坚守良心，一心
为人民服务。

“关爱乡村，服务农民”是罗
跃东矢志不渝的夙愿。尽管他晕
车严重，但这些年来他经常深入
矿山、农村，为工人、农民义诊，平
均每年下乡义诊10次左右，接诊
近千人，走遍了灵宝的所有乡
镇。他还多次带领中医院专家团
队深入阳店、豫灵等乡（镇）的卫
生院指导中医治疗，传授中医实
用技术，受到基层卫生院欢迎。
他常说“医乃仁术”，宁愿自己受
点儿累，也要方便群众。

把职业当使命，把患者当亲
人。罗跃东撒下的大医精诚的种
子会在崤函大地、黄河之滨生根
发芽。

杏林春暖满金城 医者仁心惠民生
——走近灵宝市中医院副院长罗跃东

□范怡雯

俗语说：“好记性不如
坏笔头。”读书背诵固然重
要，但面对汗牛充栋的中
医典籍、博大精深的中医
理论及丰富多彩的临床经
验，都记住不忘是不可能
的。因此，对重要段落、观
点做好笔录是非常重要
的。系统学习中医理论是
必要的，这是一个循序渐

进、由浅到深、登堂入室的
过程，但也不能忽视平时
对零星知识的积累。每次
读书勿求于多而求于精，
重要部分摘录卡片，积少
成多，逐渐丰富自己、壮大
自己，为临床、教学水平的
提升起到重要作用。以

“学源不能断，起点作零
点，求实不求虚，思近更思
远”作为学习的指导思想，
坚信只要学而不厌，乐此
不疲，久而久之，自能千丝
成锦，百花成蜜。

如何读中医书？
□张 磊

在唐朝，有一位副宰相名叫崔知悌，许
州鄢陵（今河南鄢陵）人，历任洛州（今河南）
司马、度支郎中、户部员外郎、殿中少监、中
书侍郎（副宰相）、尚书右丞（副宰相）、户部
尚书等职。崔知悌仁厚，表现在他把全部业
余时间用来悬壶济世上。崔知悌医术精湛，
尤其擅长针灸，在临床诊治、审病制方方面
颇多新意。

崔知悌的医学著作，有文献可考的主要有
《纂要方》十卷、《骨蒸病灸方》一卷、《产图》一
卷，现在均已亡佚。书中部分内容被唐开元年
间王焘编著《外台秘要》收录，从中可见其梗
概。《纂要方》是《本草纲目》的引用书目之一，
据说崔氏八味丸、黄连解毒汤、桃花散等方剂
就来源于《纂要方》。

《骨蒸病灸方》是崔知悌的代表作。“骨”
表示深层的意思，“蒸”是熏蒸的意思，形容
阴虚潮热的热气自里透发而出，故称为骨
蒸。骨蒸病就是现在所说的结核病，过去俗
称“痨病”。《骨蒸病灸方》是最早的用针灸治
疗结核病的专著，书中专门论述骨蒸的灸疗
方法，并附有图形，易学易用。原书已经亡
佚。《外台秘要》载其文，称《灸骨蒸方图》。
至于应用这种灸法治疗结核病的疗效，据作
者自序称“前后瘥者（痊愈的人），数过二
百”。据考证，崔知悌在书中提出骨蒸（肺结
核）与瘰疬（颈淋巴结核）同源，这是最早的
关于肺结核和颈淋巴结核关系的科学论
述。据外国学者考证，崔知悌还在书中最早
论述了单纯性甲状腺肿和颈部实体肿瘤的
鉴别诊断和治疗。

除了用药物和针灸治疗疾病外，崔知悌还
发明了多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如蒸汗法、熏吸
法、通便法、导尿法等。据说，崔知悌还发明了
许多医疗器械，可惜也都失传了。

宅心仁厚，审病制方有新意；宵衣旰食，良医良相是一人。
崔知悌，既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宰相，也是一位宅心仁厚的医
生。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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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吃完中药后，往往把
煎过的药渣倒在路口，有时还
一一摊开。这到底有什么讲究
呢？据说这跟药王孙思邈、名
医李时珍有关系。

相传，孙思邈的医术实在
是太高明了，于是就连天上的
飞龙和山中的猛虎都来找他看
病。有一天，一只斑斓猛虎咬
住孙思邈的衣角不放，苦苦哀
求他为它治病。孙思邈把老虎
医好后，老虎为了报恩，答应不
再伤人，还自动担当起孙思邈
的警卫和坐骑，每天随孙思邈
出诊。但这一来，却引起了老
百姓的不安与恐慌，人人谈虎
色变，不寒而栗。孙思邈见事
与愿违，就想出了一个两全其
美的办法：他告诉老百姓们，只
要把吃剩的药渣倒在门口的大
路上，他就知道谁家有病人了，

不用去请，他自己就会登门造
访。

而此事的另一个版本却相
传与名医李时珍有关。有一
天，李时珍来到江南一个偏僻
的村庄，病人格外多。病人虽
然吃了很多走方医留下的药，
但因为多是假药或者代用品，
所以病情不见好转。李时珍从
行囊中拿出药品为大家治病。
于是，全村人都赶来求神医治
病。李时珍分身乏术，就让众
人把吃过的草药全都倒在地
上，一一摊好，以便逐个查验。
故事很快传遍了江南，人们纷
纷把药渣倒在三岔路口，希冀
李时珍或者是别的什么神医经
过时能为他们查验，消灾除
病。踏药渣的风俗也就这样慢
慢地盛行起来了。

（安济生）

精神调养在秋天非常重要，
人们容易“悲秋”，所以要培养乐
观情绪，保持神志安宁，以适应秋
天平容之气。

白露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降
水显著减少，气温逐渐转凉。俗
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
夜。”

秋分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已

经进入凉爽的秋季，南下的冷空
气与逐渐衰减的暖湿空气相遇，
降水频繁，气温下降明显，白天、
夜晚温差进一步拉大。《春秋繁
录》中记载：“秋分者，阴阳相半
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天气好的时候，多外出走走，
享受大自然的美景，排解一下秋
愁。最适宜的运动莫过于登山

了，在晴朗的日子里，登高望远，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使自己身
心愉悦，心旷神怡。登山使心情
愉快的同时，还锻炼了身体，使身
心都得到放松，从而消除不良情
绪。

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人们
往往会出现口干、唇干、鼻干、咽
干及大便干结、皮肤干裂等，可适

当地多食用一些含维生素的食品
或用中药食疗。

饮食宜忌
宜多食：西洋参、沙参、百合、

杏仁、川贝、冬瓜、黄瓜、萝卜、梨
等，还可用葱白、生姜、豆蔻、香菜
预防、治疗感冒。

忌食：鱼、虾、海腥，如带鱼、
螃蟹、虾类、韭菜、辣椒等。

推荐食疗
梨粥
用料：梨两个，粳米100克。
制法：洗净后连皮带核切碎，

加粳米100克煮粥。
功用说明：有生津润燥、清热

化痰的功效，亦可用作秋季保健
食品。

（张 涵）

书要多读，又不能尽读，怎样读才能效果更好呢？我个人体会，应有选择地读。对于中医书，我大致分为精读之
书和粗读之书。对于精读之书，要反复读，多下功夫；对于粗读之书，顾名思义要读得粗略些，一览而过。但不可忽
视粗读之书也有精的部分，这一部分同样要精读。如何读中医书才更高效？我概括为“七重”。

学习固须勤奋，亦应讲
究方法。以读书而言，背诵
是打好中医基础最根本的
方法，而且越早背诵越好。
如盖房一样，一块砖一块砖
砌起来，然后才能粉刷。背
诵也是为后来领悟、理解和
运用中医知识打下基础。初
学医时先背诵《雷公药性赋》

《汤头歌诀》《濒湖脉学》等，
继背《黄帝内经》《难经》《伤
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

作。背诵时不用默诵，可在
僻静处朗朗诵读，使声出之
于口，闻之于耳，会之于
心。内容多的篇章，采取分
段滚动式背诵方法，背诵着
后边的，复习着前面的，垫
一层夯实一层，如此，才能
强记不忘。背诵开始要少，
由少而多，集腋成裘，积沙
成丘。俗话说得好：“少年
背书如锥锥石，锥入虽难，
但留痕不易消失；中年背书
如锥锥木，锥入较易，但留
痕不如前者牢固；老年背书
如锥锥水，锥入甚易，消失
也快。”这个比喻，非常形
象。

我认为，为医者，尤其为上医
者，四大经典不可不读。纵观历

代大医家、有突出成就者，都是从
读经典起家的。根深则叶茂，本
固则枝荣。《黄帝内经》为中医理
论之渊薮，为医不读《黄帝内经》，
则学无根本，基础不固。后世医
家虽然在理论上多有创建，各成

一家之说，但就其学术思想的继
承性而言，无不发轫于《黄帝内
经》，故读《黄帝内经》《难经》《神
农本草经》，目的在于掌握中医理
论之根本。读经典著作时，要参
阅相关著作。

除经典著作之外，还要阅读
很多后世医家著作。我常说，医
家要博览群书，广得其益。学习
病因病机，除背诵“病机十九条”
外，还要读《诸病源候论》，可以明
了病因病机学理论；中医诊断方
面，要读《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
诀》，该书造精微，通显幽，易学易

懂，切于实用；方剂学知识，应读
《医方集解》，该书辨证论方，贯通
理法方药；中药学方面，可参阅

《本草纲目》，其内容丰富，理明义
详。我崇尚《脾胃论》，善用李东
垣的补中益气汤治疗气虚发热、
气虚头痛等疾病。王清任的《医
林改错》本着求实精神，敢于创
新，敢于纠古人之错，论述了血瘀
所致病症，丰富发展瘀血学说。
我主张多读名家医话医案，因为

医案是医生临床经验的体现，是
非常珍贵的医籍，读之能得到很
多启发。根据不同内容，或取其
论，或取其方，或取其法，或取其
巧，或取其妙，对其中最精要部
分，更要细读，反复读，悟其理，会
其意。对各家学说合读则全，分
读则偏；去粗取精，扬长避短。学
问并非尽载名家论著，广采博搜，
不嫌点滴琐碎。

（作者为国医大师）

读书不仅要“博”，还要由博
返“约”，能够领会或掌握一本
书、一段文章的精华所在，对重
要 篇 章 或 段 落 ，要 精 读 ，反 复
读，重点语句还要朱笔圈点，得
其要旨。阅读《医学心悟》后，
我认识到医生应具备“五知”。

一是知理。《景岳全书·传忠录·
明理》中说：“万事不能外乎理，
而医之于理尤切……故医之临
证，必期以我之一心，洞病者之
一本，以我之一，对彼之一，既得
一真，万疑俱释，岂不甚易？一
也者，理而已矣。”二是知病。知
病首先要求本，其中最重要的是
求病因、病性和病体之本。《素
问·至真要大论》中说：“必伏其
所主，而先其所因。”三是知动。
人是一个时刻不停的活动机体，

疾病是一个动态的病理变化，尤
其用药治疗后，其变化更是明
显，所以医者不但要知病之为
病，而且要知动之为动。四是知
度。要把握好对患者的治疗尺
度和用药尺度。“谨察阴阳所在
而调之，以平为期。”五是知误。
既要知他医之误，又要知自己之
误，误必纠之，即“观其脉证，知
犯何逆，随证治之”。最怕的是
不知误，“一逆尚引日，再逆促
命期”。

学习中医典籍，不能仅停留
在字面意义上，尤其对经典著
作，其理深，其义奥，非潜心研
读，穷思精悟，莫得其要。如我
对《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
地之道也……治病必求于本”中

的“治病必求于本”体会较深，临
床治疗中应该求病因之本，求病
机之本，求病性之本，求病位之
本，求病体之本。再如《素问·至
真要大论》中“谨守病机，各司其
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
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
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和平”这
段 经 文 ，我 从 中 悟 出 了“ 疏 利
法”，提炼出“动、和、平”的学术
思想。所谓“动”，是指正常情况

下，人体是一个时刻不停地在
“和”的状态运动的有机整体；其
次，人体的病理是在“失和”状态
下运动变化着的机体；再次，针
对运动变化着的机体、疾病、病
症，其理、法、方、药也应随之而
动；最后，治疗的目的，使失去

“和态”的机体，得到纠正，重新
建立新的和平动态，达到“阴平
阳秘”。这些都是所强调读书
要读到无字处的体现。

自学医以来，我看书学习从
不间断，持之以恒。如“达郁法”
的形成，我首先取法于《素问·六
元正纪大论》的“五郁”，继以《伤
寒论》中治“少阴病，四逆”的四逆

散和《丹溪心法》治疗“六郁”的越
鞠丸化裁，组成“达郁汤”。随着
临床实践的深入，理论知识的不
断积累，我结合吴又可《瘟疫论》
中达原饮之义，在原方的基础上，
又加入槟榔、草果、黄芩，使治疗
五脏六腑之郁的力量更大，功效
更全面。又如在阅读医案方面，
我读《临证指南医案》《吴氏医话
二则》等。这些书涉及疾病广泛，

论述精辟，见解独到，对临床治疗
启发很大，对完善临床辨证思维
很有帮助。《程门雪医案》《蒲辅周
学术经验集》《岳美中医学文集》
等，均为辨证精细、理验俱丰、见
解独到的医著。当好一个中医不
容易，尤其当一个水平较高的中
医，更不容易。深知自己的不足，
在祖国医学博大精深的海洋里，
奋力搏击才能前进！

阴平阳秘防秋燥

踏药渣的传说

重背诵

重笔录

重经典

重得要

重心悟

重持恒

重广博

关于节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