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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是中医药科技文化发祥很重要的地方，素有 “秦地无闲草，陕西多

名医”之美誉。自古以来，在陕西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中医药学家，代不乏

人，亦不乏术，中医药在这里不曾有文化上的断层。药王孙思邈，就是隋唐

时期他生活的年代最伟大的医药学家，承上启下，在医林影响一千三百多

年，以至于今。陕西中医药学家、学者，传承医祖医圣药王的医经经方时方

和各科医学思想及经验是多方面的，其内容丰富多彩。

近代以来，陕西中医学院、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陕西省中医医院、西

安市中医医院、各地的中医大专班、各市县的中医医院和各民营中医药医疗

科研单位，荟集了一大批名老中医、名中医、中青年中医新秀，还有众多的

民间名中医。他们的学术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医药科技文化资源，需要及时的

挖掘整理，用以指导后来的学者。同时，也可以为那些因时空等各种原因而

不能亲自在名老中医身边学习的从医人员，提供一个如同在名医名师身边学

习的机会。

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和推广应用的工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一直非

常重视，从“十五”开始，就确立了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证经验的挖掘整理

及推广的专项研究，陕西省也出台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

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实施名医名科名院的“三名”战略。

这项工作是收集整理、继承应用名 ( 老) 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

验，培养中医人才，开展学术交流，进行中医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和

平台，在中医临床、中医药教学，中医学术流派传承，中医药科研等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成为中医学发展中的一项不可替代的重

要工作。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这套 《名老中医师承工作室系列丛书》，

就是基于上述需要而组织编写的。本丛书将每位名老中医的宝贵经验分为

医家传略、学术研究、临床经验、医案医话及个人文集五个篇章来编写。

书中较为突出的特点是 “医案医话”部分，均为各位名老中医的临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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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体现了多种精粹内涵。对继承和发扬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促进中医

诊治疑难病的水平，乃至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具有一定的参鉴作用和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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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我的恩师周清发，是第一批 “陕西省名中医”，陕西省第四、五批名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中医科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临床医疗工作中，勤

奋努力，善待病人，勇于创新医，医术精湛，在中医、中西结合内科、肾病

等学科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涉猎中医基础到临床的诸多学科，如伤寒、温

病、内、外 ( 皮) 、妇、儿各科，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心得。近 40 多年来

老师从事中医肾病、脾胃病肿瘤及内科杂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工作更为深

入，成就卓越，他将毕生精力和心血贡献于中医事业，造福于广大患者。在

中医学术发展上老师从不故步自封，他主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和方

法论将其发扬光大，并积极倡导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及手段进行科学研

究，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大胆探索及其发展作出了贡献。他治学严谨，工作一

丝不苟，受到同仁及病人的尊敬和爱戴。

《周清发临证精华》是由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组

织编撰的 《名老中医师承工作室系列丛书》的首批书籍之一。全书共分 5

篇，开篇简要介绍了周老师学医、行医以及致力于中医药教育事业的经历

和成就，上篇介绍老师的主要学术研究，中篇介绍了老师治疗肾病的临床

经验及老师临床常用经验方，下篇选录了部分老师临证医案医话，附篇简

要介绍了老师的临床研究和论文发表情况。希望本书能对从事肾病专业的

青年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有所帮助。如掌握这方面的有关知识，有助于

患者早日康复，能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尽到一点微薄之力，我们就感到

非常欣慰。

由于我们跟老师学习的时间有限，对他的学术思想和临证治疗及用药特

点领会得还不够深刻，且编写此书的时间较短，所搜集的资料难以概全，存

在疏漏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本书仍是对老师生平和学术经验的一次比较系

统和全面的整理。本书的出版定会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和培养中医药人才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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禆益。

书中若有不妥之处，敬请同道和师门兄弟批评指正。谢谢!

作 者

2014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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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医家传略

开篇 医家传略
周清发，男，1953 年 8 月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1978 年毕业于陕西中

医学院中医系，毕业后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 ( 原为西安医科大学) 第

二附属医院工作。1992 年 11 月至 1993 年 4 月以访问学者赴俄罗斯学术交流

工作; 1993 年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98 年晋升为主任医师、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教授; 陕西省首届名中医，陕西省第四批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传承指导老

师; 陕西省中医药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华医学会陕西省分会和西安市分会医

疗事故鉴定专家库委员，陕西中医药学会第三届肿瘤专家委员会委员。

一、树立志向习仁术

老师早期受其叔父影响，对中医并不陌生，可真正把他带上学医这条路

的还是他的叔父。他的叔父是当地十里八乡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夫，他的医术

可谓桴鼓之功，非常灵验。如治肺结核咯血病人，上午服汤药，下午咯血便

可止住。他用中医药救治病人无数，他高超的医术深受一方百姓的信赖和爱

戴。看到叔父运用医术能为广大农村群众解除疾病，看到当地人们喜爱中

医，需要中医为他们服务，老师便萌发了学习医学的念头。在叔父的启发

下，他找来《汤头歌诀》《医学入门》《医学三字经》等中医书籍学习背诵。

由于受当时生活条件和环境诸多原因的影响，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中学毕

业后，他考入陕西中医学院学习，终于实现了自己学医的理想，他立志要向

叔父那样，当一名受人民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好医生。在校学习期间，老师发

奋图强，刻苦钻研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常常学习到深夜，即使是星期天及节

假日休息时间，在汉江河边，在渭滨湖畔常常可以听到老师琅琅的读书声。

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他系统研读《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

略》 《温病条辨》及 《神农本草经》等多部中医经典医学专著，还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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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历代的医学专著，如 《伤寒来苏集》 《伤寒贯注集》 《脾胃论》

《丹溪心法》《血证论》《外台秘要》《针灸甲乙经》《医宗金鉴》《医林改

错》《傅青主女科》等都进行了认真学习。这一阶段的学习为他打下了扎实

的中医理论基础。在校学习的几年，除系统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知识、中药方

剂以及内外妇儿等学科，他还系统地学习了《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

《生物化学》 《诊断学》以及临床等各学科现代医学知识技能。学习中他始

终认为，无论中医、西医都是治病救人，虽然在当时有人指责中医学院学生

学习西医是不务正业，是违背学校办学宗旨，背经离道，但老师却不在乎这

些说辞，何况技多不压人，多学习些治病技术又有什么不好? 于是他紧紧抓

住这个大好的学习机会，系统掌握了现代医学知识，这为老师以后从事临床

医疗，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奠定了坚实而扎实的基础。此外，他还放弃寒暑

假休息，抓紧时间去叔父诊所学习临床诊疗方法和技能，接诊技巧，坚持学

用结合，勇于实践，将所学知识用于临床，熟悉、掌握临床诊疗方法和技

术。并将学校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采用循序渐进、熟

读而精思的学习方法，做到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思有所悟、悟有所用，敢

于探索和实践。如老师大二暑假回家探亲，遇到一位病人，四肢麻木，下肢

痿软无力，站立不稳，因病人身处偏远村庄，曾到县医院就诊被诊断为 “格

林巴利综合征”。服药未见明显疗效，就再没去医院诊治，听说老师回家探

亲在家，便邀其去诊病。老师看完病人后按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采用中药

配合针灸等方法治疗月余，病人完好如初，感激不尽。时至今日，每次老师

回到家乡，病人及家属仍不忘述说治好了她的病。又如老师治疗一位陈姓男

性“肝硬化伴腹水”，他根据当时患者临床表现: 腹大如鼓，青筋暴怒，纳

差腹胀，面色萎黄且暗，在 5 月季节盖两床棉被蜷卧于床，四肢不温，下肢

水肿，尿少，舌胖紫暗，舌下静脉怒张，苔白滑腻，脉弦滑。肝功明显损

害，腹部超声提示: “肝硬化伴中量腹水”。老师用自己学的书本知识，翻书

对照，分析辨证为: 脾肾阳虚，湿阻血瘀，治宜健脾补肾，活血化瘀，利水

消肿。方选真武汤合附子理中汤配膈下逐瘀汤加减治疗 3 周，病人诉腹胀明

显减轻，怕冷亦较前好转，欲进饮食。老师前方去附子，加益气养血、软肝

散结等中药调治 3 个月，病人肝腹水完全消退，肝功亦恢复正常。可见他在

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学校老师讲授

的课程，他总是认真听讲，下课后复习总结，结合临床实际，应用于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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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疗效。在开门办学中，刚学习了《内科学·风湿性心脏病》章节，当时

他在住院部实习正好管了一位 59 岁的女性风心病患者，是以 “风湿性心脏

病”“心衰 3 度”收住院的。因患者长期服用 “地高辛”，住院检查有洋地

黄中毒现象，不宜再用强心类药物治疗，当时病人表现为心慌气短、不能平

卧、下肢水肿、尿少，舌紫暗，脉结代。他就提出用中药治疗试试，在征得

带教老师同意后，根据患者的症状舌脉辨证为心肾阳虚，水瘀内结，方选真

武汤加活血利水药，让家属抓药 3 剂，水煎服用。服药 3d 后，病人尿量增

多，水肿减轻，心慌气短有所缓解，夜间已基本能平卧休息。按效不更方的

原则，原方继用 7 剂，病人已能下床行走，心慌气短明显减轻，但出现大便

干结，5d 未解，不知何故。经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并请教张大师 ( 即指张

学文国医大师，当时张老正在教学点巡回讲课) 才茅塞顿开，原来是附子使

然，询问其如何解决这种现象，大师笑曰: 解除方法非常简单，服用蜂蜜水

即可。当时告知患者家属购买蜂蜜兑水饮之，翌日清晨便解，病人及家属很

是高兴，即日下午带方出院。过了近 10 个月时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中午，

那位风心病患者的儿子来到教学点，邀请老师去他家给母亲治病，说其母出

院后病情一直稳定，近来由于天气变化感冒，病情复发，因突降大雪，加之

山道，路面湿滑难走，若将母亲送来医院，非常艰难，故其母特意安排他前

来邀请老师去家中治病。老师再三说明自己是个学生，不能去给其母诊病，

但其子仍然坚持要他前往，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老师将其子带往医疗队领

导面前说明情况，经医疗队领导批准，老师才随同其子冒着风雪，踩着泥泞

湿滑、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行走了大约几十里路，于傍晚时分赶到他家。

经过几天的精心调治，其母的病情转危为安。患者及家属为了感谢其救命之

恩，在那生活并不富裕的 70 年代，专为其宰杀了一头猪犒劳，可见当时这

位患者和家属心中对老师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多么重啊。由于老师在校期间学

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又对病人态度和蔼可亲，医疗技能日渐长进，深受

老师、同学和患者的广泛好评，毕业后被优先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高

等学府。这是老师、学校和社会对他作出优异成绩的认可，也是对他的最好

褒奖。

1982 年初至 1983 年下半年老师再次被送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及陕西

中医学院研修深造，经过近两年的学习，中西医理论水平得到更进一步升

华，思想更加开阔，临床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发展和提高，并以优异成绩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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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完成了研修深造的学习任务。1985 年在全院第一个承担住院总医师工作

( “文革”后恢复住院总医师工作刚开始) 。由于老师医疗业务工作突出，教

学和科研工作也作出了较大成绩，1993 年被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副教

授，被遴选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科室支部书记工作。

二、坚定信念为民众

老师常说人要靠自己的努力、要靠自己的勤奋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做一

个有知识、有文化，对家人及社会有贡献的人。他还说道，一个好医生除了

钻研专业知识，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积累经验外，还要不断学习新的医学知

识来随时充实自己，提高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除了知识，一

定还要有信念。信念，是生命的灵魂，又是事业的根本。正因为有了这样的

信念，并能把自己的信念融入事业和实际工作中，他才能做到无论是早年的

求学，还是以后的行医、教学等工作，都十分勤奋乐观。老师在中医学院读

书期间，坚持早起晚睡，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以上，度过了 “三更灯火五更

鸡”的大学生涯。工作后，依然保持勤奋好学的习惯，在参加工作的近 40

个年头里，治学“身体力行，无暇自逸”，白天由于临床医疗和教学工作及

其他事务繁忙，只能将科学研究和自学安排在清晨及夜晚，有时甚至到了深

夜。常是“夜卧人静后，晨起鸟啼先”，其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

令人钦佩。在临床医疗工作中，老师常说，医，乃仁术也，作为医生，一定

要有仁爱之心、责任之心，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要用高超的诊疗

技术及方法，努力为患者解除病痛，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要想方设法尽

量让患者的病痛缓解得更快一点、效果好一些、费用能省就省一点是他的从

医宗旨，他始终将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良好的医德、医术传播党的温

暖，营造和谐气氛，使患者和家属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馨。一天

晚上 10 时多，老师在家正准备休息，一位素不相识的病人经人介绍登门找

他看病，见他已卧床准备休息，欲启齿告辞，老师见状却赶紧起来，给病人

看了病，病人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还有一次，在回家乡为老母办丧事中，

他从早到晚整整忙碌了一天，傍晚刚进门，连水还没有来得及喝上一口，便

碰到前来邀请他为其妻治病的人，当时虽然他感觉非常疲惫，但却本能地站

起身来，随那位患者家属赶往家中，为其妻诊治。几十年来像这样的事例真

是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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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作为一名中医名医、大学的学者、专家，登上高等学府的讲台，传

业、授道、解惑，他常常感慨地说，是共产党拯救了中医事业，是社会主义

给我们这些人带来了今天，给予了荣誉，我们一定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去努力，尽自己微薄之力报答社会。老师的这种信念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并

不断地将朴实的感情升华为理性认识，坚定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实际

行动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道路。他还把这些传授给青年学生，不但教育

学生要爱国，为国家服务，还要求自己的孩子也一定要这样做。虽然目前自

己的女儿、女婿身居国外，但他始终要求他们要牢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忘

记祖国，忘记人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尽最大的努力，服务于祖国和人

民，为社会多作贡献。

三、医德高尚树新风

医术是根，医德是本。老师在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中，始终坚持热情周到

地对待患者，谦虚真诚地对待同道。临床应诊中有一个特点就是极为耐心地

听取患者的倾诉，详细询问病史。尽管临床工作繁忙，但他从不因此而简单

地处治病人，特别是对于初诊的病人，他总是通过恰当的问诊，详细认真了

解其发病原因及过程，了解前面医生的诊断处理及患者的反应，然后结合望

诊、问诊及切诊，将收集的临床资料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分析、归纳，找出病

变的原因，做出正确的诊断，据此拟定恰当的治疗方法与药物进行治疗，并

详细记录在案。对于一些外地或偏远农村来的病人，老师更是给予极大的同

情和关心，不仅精心为他们治病，还尽量使用简便却有效的方药治疗他们的

病，为其节省开支。正是他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平易近人的态度，使

很多远至新疆、宁夏、山西、河南、陕南、陕北等地久治不愈的患者都慕名

前来，每次门诊不论是预约的还是没预约的，只要是病人有需求，他总是全

力满足病人的需求。遇到门诊时间，有时一坐下来就是三四个小时，有时连

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加班加点更是常事。无论是节假日，还是晚上，许多

病人还找到家中看病，对这些病人他总是有求必应，无论认识不认识，无论

是远亲还是近邻，从不推辞，而是耐心地给予诊治，受到广大患者及家属的

尊敬。不少病人成了老师家里的常客，甚至成为朋友和知己。作为一名大

夫，老师在尽自己最大努力为患者做好诊断和治疗工作的同时，还时常向患

者解释病程中可能出现的发展变化以及饮食、起居、情志等方面的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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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并形成了一套言简意赅的防治方法，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临床医疗工

作中，不乱用药是他的行医准则。西医医院中医科最大的特点就是病人多，

病种杂，而且都是慢性病，病程长且病情复杂。他从不开大处方，坚持做到

正确诊断、合理用药，能口服的不打针，能用中医中药治疗的，不开西药，

廉价药能解决的不用贵药，能用小方治疗就用小方，并告诉患者小方也同样

能治大病，而且讲清楚用药的道理，以解除患者的后顾之忧。对于不该用药

的坚决不用，尽量注意使用简、便、廉、验的方药，为病人减少费用。这样

不但为患者节省了医疗费，又减少了药材的浪费和药物的不良反应。如治疗

一位“强直性脊柱炎”和 “桥本氏亚甲炎”的住院患者，时值夏日，天气

非常炎热，患者晚饭在外吃了碗凉皮，夜间开着空调睡觉，半夜便出现腹

泻，起来上厕所 3 次，又未穿衣服，早上出现感冒发热，流鼻涕，口干，腹

痛腹泻，全身疼痛症状，体温 38． 4 ℃，检查血象不高，但患者及家属坚决

要求静脉点滴抗生素消炎退热，担心不打点滴抗菌消炎热退不下去，会加重

病情。老师反复做患者及家属的思想工作，告诉患者仅仅是胃肠型普通感

冒，不需要抗生素治疗以及抗生素的副作用，并告诉患者及家属中药同样能

退热治疗感冒，在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给其开中药配抗病毒中药制剂治

疗，发热很快得到了控制，患者及家属都感到很满意，认为他不仅是个好医

生，还是患者的 “贴心人”。老师常常告诫学生说，业精于勤，医善于德，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神圣职责，虽然现在社会上很看重金钱，如果想要在病人

身上捞好处，崇高的职业就会被金钱葬送，那么就不要从事这个职业。作为

一名医生，应当懂得自重、自爱。正是有了这种思想理念，老师在社会生活

中创造了多元的价值观和平凡的人生观，过着自己平淡的生活，但把全部的

心血和精力倾注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上。老师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

论是严冬还是酷暑，总是按时上好专家门诊，按时巡查病房，周六周日也不

例外，几十年来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记得 2007 年冬天的一个门诊时间，

由于天气突变，气温骤降，老师感冒发热，浑身疼痛，体温高达 39℃以上，

病人及学生都劝他不要上班，抓紧治疗，他却说，自己这点病算不了什么，

病人大老远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赶来要求给他们治病，你又怎么能忍心丢下

病人，让人家失望呢? 真是于心不忍啊! 他硬是从早上 8 时门诊开始直到下

午 6 时下班后，才去病房治疗，学生和病人都被他的这种忘我的敬业精神所

感动、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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