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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中医药事业已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传播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 总结整理著名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

及独特的# 行之有效的经验! 成为该阶段重要的工作之一" 朱良春

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医药学专家! 首届!"名 $国医大师% 之一! 也

是首批全国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导师" 朱老为医精勤! 著

作等身! 但因其作品分散于上海# 江苏# 山西# 湖南# 北京等地出

版! 不便后学者完整系统地研习" 我社也曾在#""$年出版了 &朱良

春医集'! 但只整合了朱老的部分心得集验! 大量关于医理医论治验

方面的作品因篇幅所限未予收入! 另由于出版时间仓促! 全书在结

构# 规范等方面都留下些许遗憾" 时逾%"年! 朱老在临证中又积累

了相当的经验并结集成新的文章及著述! 也因时有新感悟和新启发

而对旧作提出了修订# 增补的需求" 尤其是对中医临证有很大借鉴

及指导意义的有关朱老的医案类文献还从未整理出版过! 遂议出版

&国医大师朱良春全集' (以下简称 &全集') 一事! 将新作旧文汇成

一部! 以飨读者"

&全集' 共十卷分册出版! 依次为 &医理感悟卷' &临证治验卷'

&用药心悟卷' &常用虫药卷' &医案选按卷' &杏林贤达卷' &薪火传

承卷' &养生益寿卷' &良春小传卷' &访谈选录卷 (附年谱)'"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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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案选按卷' &养生益寿卷' 为朱老新作! 其他各卷收录自 &朱良

春医集' (中南大学出版社)# &朱良春虫类药的应用' (人民卫生出

版社)# &走近中医大家朱良春'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以及部分报刊

杂志新发表的论文和采访报道" 对中医药事业赤诚对学术认真对读

者负责一以贯之的朱老! 不仅逐字逐句地修订旧文! 还夜以继日地

撰写新稿! 年近百岁高龄的老人就是这样以 $知识不带走! 经验不

保守% 的高尚情怀为 &全集' 而殚精竭虑" 责任编辑则按现行学术

规范对其进行全面梳理并统稿完善" 总体来说! &全集' 齐集了朱良

春教授从医&"年的重要著作! 对其学术思想# 治学理念# 临证经

验# 科研成果以及医德医风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提炼! 较 &朱良

春医集' 而言收录更完整# 内容更广泛# 编排也更合理! 堪称集朱

老学术之大成"

此外! &全集' 也是首次从侧面悉数展现了一代名医的成长轨迹

和心路历程" 朱老是目前学界唯一一位僻居地市一隅却名闻天下的

中医大家! 被誉为 $朱良春现象%" 而探究这一 $现象% 背后的成

因! 恰是践行了当今提倡的 $读经典# 做临床# 跟名师% 名医培养

模式的结果" 朱老一生勤求古训! 师古不泥! 博采众长! 济世活人!

孜孜不倦! 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此!

&全集' 不仅对繁荣中医学术# 积累中医文化有重大的意义! 更是一

部研究与探求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的文献通鉴! 对中医药人才的储

备与建设提供了实例! 这对指导青中年中医的成长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 由此! 我们不仅希望藉由 &全集' 的出版保存名老中医的宝贵

财富以丰富中医药宝库! 更祈盼能为探索中医药学的前进方向和人

才的培育模式提供借鉴! 贡献绵力"

然而! 正值 &全集' 中的 &医理感悟卷' &临证治验卷' 准备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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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 &用药心悟卷' &常用虫药卷' 清样也经朱老亲自审订! &杏林贤

达卷' &薪火传承卷' &良春小传卷' &访谈选录卷 (附年谱)' 各卷

书稿修改# 撰编工作业已完成正待配图之际! 于#"%'年%#月%!

日! 朱老不幸因病仙逝" 为此! 我们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 对朱老

不能亲自见证这一巨著的面世深表遗憾和歉疚* 好在! 老先生辞世

前已见到 &医理感悟卷' &临证治验卷' 两卷的打样书! 这恐怕是目

前唯一的一丝安慰" 先生在病榻前分秒必争! 不仅审定完样书并增

订补遗! 对其余六卷 &用药心悟卷' &常用虫药卷' &薪火传承卷'

&杏林贤达卷' &良春小传卷' &访谈选录卷 (附年谱)' 也已定稿完

成! 这份敬业精进的精神无不让人动容与钦佩* 在此! 中南大学出

版社全体参与 &全集' 出版的工作人员谨向朱老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他老对中医药事业的这份执着付出与初心是吾辈后学之典范* 我们

更要衷心地感谢朱老及其门人子女对 &全集' 出版工作的理解和大

力支持! 他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大量心血" 朱老辞世后! 其

子女门人承受着巨大的悲痛接过重任! 细致耐心地全力完成后续工

作! 实现先生遗志! 可敬可佩* 而今! 请允准我们藉 &全集' 以寄

托哀思! 附此志念! 告慰朱老*

同时! 还要感谢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等中央级

出版单位的配合与帮助! 使 &全集' 收录的作品更为完整" 我们虽

竭尽全力保证 &全集' 的学术品质! 但仍可能有疏漏# 遗误之处!

祈望读者斧正! 在此一并致谢*

中南大学出版社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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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章朱学派看 "朱良春全集#

&序一'

孟庆云

在近现代中医学术史上! 朱良春教授可谓是最享师承之福的大

师" 他是名师之徒! 又是名师之师" 他的老师! 就是那位倡 $发皇

古义! 融会新知% 的章次公先生" 他的弟子很多! 其中的何绍奇#

朱步先# 史载祥教授等人! 已是行医海内外! 医名隆盛的临床家了"

是他们以精诚的仁心仁术! 自辟户牖创立了以皇古融新为旗帜的章

朱学派"

人生就是经历与感恩" 今年已经九十九虚岁的朱良春教授! 最

令人击节敬佩的! 就是他在经历# 品德# 学识几方面都推至臻备"

近日阅读朱良春教授颐年集篇隽献的 &章次公医术经验集增补本'

和 &朱良春全集'! 读后心向阳光催律动! 令人敬仰不止"

章次公先生是近现代中医的一座高山! 德艺高乘" 弟子朱良春

大师尊许勉学! 笔底含情! 悉心整理完成了乃师名山大业" 而良春

教授不唯垂绍! 弥重推出! 在辉煌中自己也耸立为一座峻丽的奇峰"

我们看到! 由良春教授整理的这部经验集! 章次公先生之超越及其

临床之卓绝尽在书中!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终结了千余年来的伤寒温病之争! 做出了历史性的提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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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宋以前一直循 &内经' $今夫热病者! 皆伤寒之

类也%! 指认仲景六经辨证系以寒为病因统概外感" 金之刘完素有所

突破! 言 $伤寒是热病%! 把热性病全归于火热之邪" 元明之交的王

履则寒温分立! 言 $伤寒自是伤寒! 温病自是温病%! 主张寒温分

治" 明末大疫流行! 吴又可创 $戾气% 说! 撰 &温疫论'" 清初叶天

士以 $温邪上受! 首先犯肺% 立论! 创卫气营血辨证! 后吴鞠通又

针对温热病创三焦辨证" 由是而从宋代以降! 外感热病就有伤寒派#

温病派# 温疫派! 特别是围绕寒和温! 既有病因病性之争! 也有治

法之争! 不曾消歇" 甚至伤寒学派中尚有陆九芝的伤寒统温病派!

温病学派中又有杨栗山等人的温病统伤寒派" 章次公先生伤寒师从

曹颖甫! 温病师从丁甘仁! 又博览群籍! 对 &伤寒论' &千金方'

&外台秘要' &普济本事方' &世补斋医书+广温热论' 等用力尤勤"

他在自己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许多以伤寒经方和温病时方论治传染

病的经验! 并指出 $叶天士等总结前人的理论与经验! 阐发温病学

正是对 &伤寒论' 的发展%! 慧识寒温一体" 伤寒六经# 温病卫气营

血和三焦是三种不同的辨证方法! 其病种和病因以辨证为要务! 脱

却了历代以来的门户之争! 冶寒温于一炉" 他在总结三种辨证纲领

的共性时! 尤其重视病期 (各阶段发病时间及病程) 和维护心力"

次公先生的这一炯鉴! 已为当代外感热病病证论治之理则! 也载入

了现代医学 &传染病学' 中"

二是开创了中药临床实用药理学" 先秦以还! 中药循 &墨子+

贵义' $药然草之本% 之论! 中药概称 $本草%! 以其气立和神机同

为元气! 借药物之偏以调病盛衰为治" 从 &神农本草经' 至清末民

初! 遗存的本草著作的目录就近(""部! 载药味("""余种" 其中有

综论药性# 药源# 用法# 组方者, 有注疏 &神农本草经' 者! 如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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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景 &本草经集注'# 缪希雍 &本草经疏', 有颁行为药典者如唐代

苏敬等人的 &新修本草', 有百科全书式的 &本草纲目', 也有侧重

植物基源考辨的清吴其!的 &植物名实图考'! 以及释义药性# 取向

简要的 &本草备要' &本草从新'! 等等" 至清末! 在药肆中! $本

草% 始称 $国药%! 后称 $中药%! 以有别于西药# 东药! 精进了

$本草%" 当时对中药的功效! 又从临床和实验方面积累了很多新知

识" 章次公先生首开病机论药性之先河! 并以明晰精减# 适应教学

之需! 在#"世纪#"年代就编著了 &中国药物学' (简称 &药物学')

)卷! 后来不断补充为$卷! 在他执教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中国医

学院# 新中国医学院和苏州中医专科学校讲授" 他的 &药物学' 突

破了 &本草纲目' 的概念模式和分类! 又大异于李东垣的 &用药法

象'! 是以临床为主旨! 在对每一种药物的原植物# 产地# 入药部

分# 性味# 主治# 近世应用# 炮制# 用量# 著名方剂# 前代记载#

近人研究! 以及东洋学说等详细介绍之后! 他突破了四气五味! 以

病机药性为重点! 突出最佳主治" 例如石菖蒲涤痰开窍! 夜交藤引

阳入阴! 龙骨潜阳入阴! 每种药之后都有编者按! 着重说明该药的

应用方法和自己的使用经验" 论述简要! 有裨实用! 诚如他在自叙

中所概言- $撷其精华! 汰其浮辞! 旁取日本! 远采欧西! 剪辟宋元

以来肤廓之论! 发扬古医学之学效研究生药! 以广种植! 苦心孤诣!

另辟蹊径"% 此书发前人之未发! 补古人之未逮! 他以此勾勒出现代

中药学的框架! 时至今日! 也以其理论和实用价值堪为中药学之

佳构"

三是对辨证论治的理论突破与演进" 辨证论治的提高与突破!

是中医学者们的事业性永恒课题" 就思维方式而言! 他主张运用逻

辑! 晰清因果以突破 $医者意也%"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指引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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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印度的因明学" 因明学是古代印度哲学! 后来被纳为佛家通学的

科目 $五明% 之一" 五明即内明# 因明# 工巧明# 医方明# 声明"

因明学是关于推理# 论证# 辨识之学! 即逻辑学" 章次公先生用因

明学的方法研究仲景的辨证方药体系! 结合自己对辨证论治的理解!

认为因明与辨证论治思维多有契合之处! 称赞道- $学问极则在舍似

存真! 因明一学! 乃印度教人以辨真似之学也"% 他将因明运用于临

证! 每一病人必索出主证主因! 按此逻辑推理而用药! 他医案的按

语都是按因明的轨式来书写的" 这实际上是对张仲景 &伤寒论' 及

辨证论治奥妙的一大破解- 辨证论治之所以能够理法方药一线贯穿!

原因在于有其内在的逻辑" 次公先生在#"世纪!"年代即倡导 $双

重诊断! 一重治疗%! 可谓孤明先发" 他主张运用中医之八纲及六

经# 卫气营血# 三焦等各种辨证纲领! 兼采西医诊断方法! 既有中

医诊断! 也有西医诊断" 正因于此! 其辨证论治! 才戒 $有是证用

是药% 之偏" 一重治疗就是作为中医! 一定要采用中医的中药# 针

灸等治疗手段以施治" 他强调疗效! 要求一般病证必须!剂见效!

这是他在实践中的体悟和选择" 他是从中西医学的特点和互补性而

有此认识的! 这使中医学在临床上见之明而治之勇! 是辨证论治规

范的一大发展"

四是超然胆艺# 智圆行方的医案" 中医学重视医案! 形成了传

统# 具有教学承传的特质" 章太炎先生曾说- $中医之成绩! 医案最

著"% 医案有如 &易' 之验辞! $医有按据! 尤事有征符%" 对于学术

体系而言! 医案是传递经验# 启迪思维的读本" 案主的学术胆识#

品德# 心态皆历历在目" 但也有负面者! 如纪晓岚在 &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 中! 曾批评 $率多依托% 的假医案! 所以医案是案主品德

的遗存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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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公医案在行业中传播已久! 其案例很多被援用于学人的论

文之中及课堂讲述" %(''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 前列腺手

术后呃逆连续%"日不止! 每日多至#"余次! 最长延续时间达("分

钟! 既不能进食! 也无法休息和睡眠" 经中国与苏联医学专家多法

治疗无效! 已下达病危通知书! 经次公先生奇药奇法竟然转危为安!

睡了一天一夜! 进食稀饭后逐渐康复" 这个故事曾有几位教授在课

堂讲授过! 听者皆 $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医生司命! 重在胆识" 重病当用峻剂! 医生对重证病人惧担责

任! 只能开个平和方! 投 $子药%" 孙思邈说医生应 $胆欲大而心

欲小! 智欲圆而行欲方"% 次公先生对病人宅心仁厚! $见彼苦恼!

若己有之%! 敢用重剂担当危重! 力挽垂危! 章太炎称他 $胆识过

人%" 案中以全真一气汤治肠伤寒并发出血! 以大青龙汤重用麻黄!

治大叶性肺炎已发生心力衰竭! 等等" 古往今来的名医各有风格!

例如在伤寒派中! 张简斋治病全用经方! 而陈逊斋经方绝不加减!

全用原方" 甘肃的于己百先生! 治病是 $经方头! 时方尾%" 次公先

生则是不论经方# 时方# 单方# 草药! 合宜而用! 这体现了 &灵枢+

九针十二原' $任其所宜% 的原则! 而其具体何方何药用于何病何

证! 更是既擅高韵! 又侥精思了" 他以大剂量杏仁用为解痉药治胃

溃疡, 以一味蚕茧治小儿多尿症, 把地方草药六轴子用于伤科镇痛,

艾叶之用最为熟稔! 用于解胃痛# 止呕血# 蠲泻痢# 治崩漏" 有一

治痢疾的医案竟是小说 &镜花缘' 中的方子" 他的处方笺上! 都印

有 $博采众方% 四字" 这是仲景的垂训! 也是他会通的风格" 他对

博采和会通进一步探索! 概括出临证时当以 $有成法无成病% 的理

念! 走入 $神用无方谓之圣% (&素问+天元纪大论') 的境界"

临床家们常说! 阅读医案! 在 $接方% 处最见切要" 新诊时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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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换方. 何以增减药物. 两次一对比! 案主的意图和思维一目了然"

次公先生的医案! 在这点上交代最为清晰! 堪称典范" 可在一两味

间识妙变之巧" 例如 &暑湿# 湿温'/案%"0! 系虚人病湿温" 湿热日

久! 化燥化火! 气阴不足! 脉来糊数! 神识昏蒙! 垂危待毙" 从第

十二病日接诊治疗! 第五诊时用附子# 党参振奋阳气! 第六诊后始

用高丽参! 皆与大队养阴药同用! 取阳生阴长之意! 而无灼阴伤津

之弊! 九诊而愈" 次公先生书案! 有述原因者! 有引古人语者! 有

述主诉及诊疗目的者! 有述鉴别诊断者! 有述治疗转归者" 已往!

有名医将误诊误治的案例集成 &失手录' 之类! 然不曾刊刻" 次公

先生将自己失败的医案详述始末! 汇编成 &道少集' 与 &立行集'!

不仅成编! 还在课堂上与同学们一起讨论" 医学! 作为一门可能性

的科学! 误失在所难免! 从对待 $失手% 的态度中也可见其心胸"

次公先生说- $对待别人固可隐恶扬善! 若以对待他人之法而原谅自

己学术上之错误! 此必沦为无行之庸医"% 从书案的形式看! 他的医

案最能体现中医医案的传统- 实用性和选择论! 这大异于西医病历

以搜索论为指规者" 其医案文字之简炼# 救贫贱之厄折射其人格"

虽然他为中央主要领导诊病! 但他不以病案标引贵游! 自高荣誉"

他批评那种 $好药不贱! 药少不灵% 的认识! 方子用药少而精宜!

每个方中都有直捣黄龙的药物" 正是见证得药# 见药识证# 以类用

药# 指掌皆在的风格! 是 $方中有药% 的典范" 汉代王充在 &论衡'

中说- $事莫明于有效! 论莫明于有证"% 他治病的疗效全展现在医

案中! 案如其人! 精干务实! 是一部治验擅胜# 托庇福人的著作"

五是自树旗帜! 创始了 $发皇古义! 融会新知% 的临床学派"

次公先生对中医学的发展有超前之悟" 世其业的章次公对中医大业

的发展有笃厚的使命感! 这造因于他的学识! 太炎先生的教益!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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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颜真卿书法濡润的品藻" 士志于道! 他开始在临床的同时教学授

徒! 和弟子一起创立学派! 同时彰显他对中医学发展的殷念"

他毕业后在行医治病的同时! 先是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留校任

教! 后又在中国医学院# 新中国医学院# 苏州国医专科学校授课"

%(#(年! 他和徐衡之# 陆渊雷共同创办的上海国医学院! 题写了

$发皇古义! 融会新知% 八个大字! 作为学校的校训! 也是自己的座

右铭! 并成为他的家法师法"

$发皇古义! 融会新知%! 是对孙中山先生 $发皇中华学术! 恢

复先民技能% 的彝训在时空要素的引申光大" 可谓扬古创新! 苞新

统故! 不论中医西医东医! 科学人文! 乡邦要籍! 民间单方! 唯学

用之" 此发展观! 在当世就 $是以世人之语者! 驰千里之外%" 时至

今日! 不仅对于中医! 在文化上也是永恒的至真名论"

&资治通鉴' 谓- $经师易遇! 人师难求"% 以医为道之大者! 得

人乃传" 朱良春大师为朱熹后裔! 朱家老祠高悬 $闽婺同源% 的匾

额" 他幼读私塾与小学# 中学! 因患病而喜医学医! 先拜在孟河御

医马培之之孙马"卿门下! 从读经背诵学起! 之后诊脉唱方抄方!

听老师进诊讲方" 一年后报考苏州国医专科学校! 又一年后因抗战

爆发! 校长介绍他到上海中国医学院继续完成学业" 就是在这里!

师徒望道相见! 一个得人传! 一个敏求师! 手足砥砺! 共同开创了

以 $发皇古义! 融会新知% 为标格的章朱学派"

在近现代医学史上! 这双星同璧的两位大师太灿然卓如了" 两

人学路相同! 都殊重人品医德! 都业绩昭昭! 特别是在智略特长上

都口碑传信" 在学路上! 都有私塾# 院校# 拜师的经历! 又都曾执

教于院校! 教学相长" 章朱皆艺从高师" 次公先生自幼随父练武习

文! 之后入上海中医专科学校" 他服膺并受其亲炙的教师! 是大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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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斧# 风格泼辣的经方家曹颖甫和纤巧缜密的丁甘仁! 他以此形成

了辨证准确# 用药泼辣的临床风格" 他还是学问博大精深的章太炎

的弟子! 出于对太炎先生的敬仰! 取 $次公% 为字" 章太炎生于医

学世家! 曾向黄体仁习医! 尤嗜仲景之学" 章太炎曾篆书一联语赠

次公- $嗜学当如食鸡跖! 解经直欲析牛毛%! 抬头为 $书赠次公%!

落款为 $宗人章炳麟%! 可见师生情深谊厚" 朱良春因苏州国医专科

学校停办转入上海中国医学院! 转学后即拜次公为师! 除医学外!

也读文临帖" %(!&年从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后! 章次公将一方寿山

石印章赠给他! 印章镌文曰- $儿女性情! 英雄肝胆! 神仙手眼! 菩

萨心肠% 以为勖勉" 清人唐甄在 &潜书+讲学' 中称- $学贵得师!

亦贵得友" 师也者! 犹行路之有导也, 友也者! 犹涉险之有助也"

得师得友! 可以为学矣" 所责乎师友者! 贵其善讲也" 虽有歧路!

导之使不迷也, 虽有险道! 助之使勿失也"% 按学统! 亲传业者称弟

子! 弟子复传于人为门生" 他师徒二人遵之超之! 良春敬次公如父!

次公写信称良春为 $世兄% $贤弟%! 一个对老师推服至极! 一个视

弟子为得人乃传的知己" 师生之谊! 犹如明代王心斋之与王阳明!

清代方仁渊之与王旭高! 近人陈苏生之与祝味菊! 都是学术史上的

佳话" 良春铭记老师一言一行! 珍藏老师一案一信一照片! 有此儒

修相业! 才能有一部 &章次公医术经验集'"

两位大师都是义举赡富的高士" 两人在民国年间开业行医时就

以侠义闻名" 穷苦病人不但免收诊费! 还赠药赙金! 次公被称 $贫

孟尝%! 而良春有 $侠医% 之美誉" 次公继承乃师太炎经世济民! 识

略超旷! 以经史为功底! 重实践治医! 书法学颜真卿 $正襟垂绅%!

外感寒温一体! 杂病学张景岳# 喻嘉言# 王旭高! 为人耿直! 不阿

谀! 不屈从" 他治医的那个年代先是洋学 (西洋# 东洋) 涌进!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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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取消之论甚嚣尘上" 中医虽危机重重! 但中医愈危愈奋! 办学创

刊" 中医界又有 $容新% $排新% 之争! 他遂确立皇古融新之志" #"

世纪'"年代! 次公先生受到国家重视! 应召赴京任卫生部顾问# 北

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等要职" 然而在%('$年! 他发表的 & $从太炎先

生论中医与五行说% 谈起' 的文章! 却遭来非常之诋毁" 本来! 五

行说自古就有常胜派# 无常胜派# 灾异派# 江湖派等诸派流变! 医

学五行也逐渐演化! 如向二火二水# 五水五火发展! 并以亢害承制#

命门等不断突破! 古代就逐渐符号化了" 次公先生立足于 $扬弃%!

亘古常新地对待五行! 通合道理" 然而在那个缺乏弹性的时代! 指

拨一弹便有曲弦立应! 更有跟风浪进批人以鸣高者! 龙头讲章! 令

人寡欢" 但是! 运不长厄! 他毕竟是以其医术与学术曾与毛泽东主

席彻夜长谈! 被主席誉为 $难得之高士% 之人! 高士依然"

%('$年卫生部拟调朱良春进京到中医研究院工作! 在调动过程

中! 省市两级政府再三挽留! 朱良春因担任南通市中医院院长一职!

实属 $一将难求! 暂难调离%! 请求上级允许朱良春在当地发挥中医

领导骨干作用! 故奉调进京未能成行" $为报寰中百川水%! 他在家

乡展开了他彩色斑斓的人生" 他临床佳效! 闻名远近" 学术多创新!

继承有根脉! 管理卓功绩! 献身于桑梓" 他率先倡导弘扬民间医药

遗产! 挖掘单方验方" 他扶育的 $三枝花% 已经成为传奇轶事- 即

季德胜的蛇药# 陈照的拔核丹和成云龙的金荞麦" 在这个过程中!

既研发了新药! 创新了疗法! 还兴办了药厂! 更重要的是! 把三名

民间医生培养成了中医院的医生" 季德胜蛇药! 不仅擅解蛇毒! 还

用于治疗肿毒# 脑炎和肿瘤" 今日用半枝莲# 白花蛇舌草等抗肿瘤!

都始于此药的推广" 他的南通市中医院%('(年曾被评为 $全国红旗

单位%" 对于辨证论治! 朱良春早在%($#年就在 &中医杂志' 撰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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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并指出辨证是绝对的! 辨病是相对的" 其

在肝炎# 风湿痹证等病的治疗上! 都是导夫先路! 以特色和创新引

领学术" 对于学人学术的发展! 近代以来有一个 $码头效应%! 国外

称 $康道克效应%! 就是在大城市的大医院大科研机构的研究者! 能

甫出重大成果和引领潮流" 但置身南通的朱良春恰好是能突围 $码

头效应% 而成为领军的一流学者! 一如乃师! 高士者也"

朱良春对章次公先生的继承可谓 $至著者像也%" 他们都遵家法

师法尚医德! 都办学校创刊物带高徒, 学术上都倡言经典是基础!

师承是关键! 临床是根本, 对于学术大道! 都以 $发皇古义! 融会

新知% 为旗帜! 以传统为自我! $欲求融合! 必求我之卓然自立%,

其学! 旧中见新! 新中有根, 临证都病证结合! 既博采众方! 又创

制新方! 其用药犹如杜甫之 $诗律细%, 在辨证论治最后环节的用药

上都以 $专精细% 见功! 都是擅用虫类药和附子的高手" 章次公先

生以宗师发其端! 朱良春大师广其行成集其医案! 或编撰为专著"

就是在这个传承过程中! 朱良春中年以 $学到知羞% 为座右铭! 而

到白发丹心照汗青之际! 他的座右铭是为 $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

至善在他们这已经是一个道担大任! 任之其能的煌煌学派了"

然而! 医学毕竟是随机转进! 工巧推新" 次公先生的志业! 不

仅在良春大师那里! 以其学术的挺拔超迈! 灿然巨章! 岿派成芩!

势为承传继荣的学派重镇"

而良春大师对老师的全面发展! 更是多有创新" 我们从 &国医

大师朱良春全集' 中的%"个分卷编目中! 就可见其学术内涵的丰

富- &医理感悟卷' &临证治验卷' &用药心悟卷' &常用虫药卷' &医

案选按卷' &养生益寿卷' &杏林贤达卷' &良春小传卷' &薪火传承

卷' &访谈选录卷 (附年谱)'" 我们在这部全集中! 可以看到良春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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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学脉中! 除乃师次公先生的学术传承外! 还有孟河# 吴医乃至

海派的细流" 而其人品是由儒家朱氏家训# 乃师次公家风及中医医

德传统等民族精神所熔铸" 他对于中医人才的成长! 在多篇文章中

论道 $经典是基础! 师承是关键! 实践是根本%" 他对中医学人才的

成长! 呼唤要突破四诊" 古人所云- $四诊合参! 可以万全%! 他以

自己临床的感受则认为 $四诊合参! 也难万全%! 以此重视 $微观辨

证% 的运用" 他是迄今把痹证源流诊治# 理法方药阐述得最系统的

医家! 在治疗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上所获的卓效! 多是他在国内外

行医时所得! 更是他深入研究 $虫类搜剔% 的结果! 从 &大戴礼记'

的五虫到他的 &虫类药的应用'! 继承了张锡纯# 恽铁樵及乃师章次

公先生的成就! 使他在这方面的理论# 临床# 新药研制上都有系列

的创新成果" 例如! 他把水蛭用于风湿性心脏病# 冠心病和卒中!

他创制了健脑散# 仙桔汤# 益肾蠲痹丸# 痛风冲剂# 清淋合剂等著

名方剂! 在当代临床被广为运用"

朱良春大师如今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也是他的成就之一" 除他

从事中医药工作的%$个子女# 婿媳# 孙辈 (朱晓春# 金光彩# 朱胜

华# 蓝绍颖# 朱建华# 朱韧# 朱婉华# 蒋熙# 朱又春# 陈淑范# 朱

剑萍# 郭建文# 潘峰# 朱彤# 蒋恬# 朱泓) 和前文所言及的何绍奇#

朱步先# 史载祥等门人外! 来自南通及广东# 江苏# 北京# 上海#

浙江# 安徽# 福建# 河南# 河北# 湖南# 湖北# 山东# 山西# 新疆

等#"余个省# 市# 自治区! 以及香港# 澳门地区和美# 英# 新加坡

等国家! 经正式拜师的入室弟子百余名, 短期研修# 聆听讲学# 私

淑# 遥从弟子不计其数! 遍布海内外! 可谓众矣"

$书之论事! 昭如日月%! 从宗师创学! 到弟子门人承传光大!

望之俨然" 不论是 &章次公医术经验集增补本'! 还是 &朱良春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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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真知启人! 正如泰戈尔所说! 美好的东西不是独来的! 它伴了

许多好东西同来" &素问+气穴论' 说- $世言真数开人意%! 这就是

一部开人意的真数传品"

)原载 "中医杂志##"%)年第#"期*#"%'年'月略有增补+

#%



01234567+
!!!祝贺朱良春老师期颐之庆暨 "全集#梓行

&序二'

朱步先

我的老师朱良春先生是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的一代中医名家!

先生沉潜治学# 济世度人逾八十载! 其寿弥高! 其志弥坚! 其学弥

醇" 躬逢先生期颐之庆! 衷心喜悦! 虔诚祝福! 先生的风仪谦谦君

子! 先生的风华超群出众! 先生的风范源远流长*

综观中国医学的发展史! 每一历史时期都会涌现出杰出的医家!

不仅能承继前人的精粹! 而且能转移一时的风气! 示来者以轨则!

促进学术的繁荣与提高" 朱师是继章次公先生之后! 在我国医坛独

树新帜! 推动传统中医向现代中医转变的中坚人物" 他精心研究!

深入思考! 从经典及历代名著中抉取精华! 躬身实践! 推陈出新,

他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主张! 将中医的整体观点# 辨证精神与

西医学对 $病% 的认识结合起来! 从而为中医的诊断与治疗开辟了

新境, 他对虫类药的应用致力颇深! 见解独到! 拓宽了药用领域,

先生 $博涉知病! 多诊识脉! 屡用达药%! 对类风湿关节炎等顽疾的

治疗取得了突破! 创立的新方风行于世, 其治学客观的态度# 求实

的理念# 严谨的风格充分体现了现代的科学精神! 为后学指示了门

径" 兹将朱师的生平与学术思想简述如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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