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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为玉，1945 年 9 月出生，男，汉族 , 中共党员，湖北省天门市人，大学

本科毕业。现任天门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湖北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曾任天门

市中医院院长、湖北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医师协会理事、天门市中

医学会第 1 ～ 4 届理事长、湖北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专家库专家等。

1965 年，程为玉由湖北省天门中学考入湖北中医学院（现为湖北中医药

大学）医疗专业，1970 年本科毕业被分配在天门县人民医院（现为天门市

第一人民医院）工作 13 年，其间曾担任门诊部副主任、中医科主任。1983
年初调天门市中医院任院长。1993 年被天门市卫生局授予天门市名老中医

称号，1997 年晋升为主任医师。1999 年卸任天门市中医院院长后一直坚持

每周一至周六半天专家门诊。

程为玉理论功底深厚、临床经验丰富，学贯中西，在繁忙的临床与行政

工作之余仍不忘治学著书，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主编、合编医学著作 9
部。2002 年被湖北省卫生厅授予“湖北省知名中医”称号。2011 年被评为

湖北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14年评为湖北省县级中

医技术传承骨干培训项目指导老师。在传承带教中，程老为人师表、醉心教

学，无私地将其宝贵临床经验传授他人，严格制订教学计划，并督促、检查，

高质量地完成学术传承带教任务。2014 年被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授予“湖北中医名师”称号。

程为玉介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本书是编者跟师治学，并根据 “湖北省知名中医”“湖北中医名

师”程为玉从医 50 年医论、医案资料归纳整理而成。编者在介绍

程为玉从医经历和学术思想形成过程的同时，通过对其公开发表过

的医论和 80 余例临床验案进行深入剖析，较为客观地阐述了程老

“四诊合参，注重问诊”“病证同辨，唯重辨证”“学宗东垣，注重

脾肾”“博采众长，明求真理”“内外同治，疗效显著”“喜用药对，

注重食疗”的学术精髓。全书内容严谨、案例真实、剖析透彻，是

一部全面介绍中医名师程为玉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传承与发扬中

医的学术著作。适合广大中医院校学生、临床中医师及中医爱好者

阅读。

内容提要



序

中国五千年文化灿若群星，中医药学就是群星中的珍奇瑰宝。中华传统文

明的延续、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离不开中医药学的传承与发扬。湖北省知名中

医、湖北省中医名师程为玉主任医师就是中医药学的继承与传播者之一。

程为玉医师出生于农村，接受专业中医学教育，能扎根基层，广结地气，

从事中医药工作 50 年，始终保持中医理论自信，中医方向坚定，以中医药

为人民健康服务，爱岗敬业、难能可贵。在长期中医临床实践中，他不断感

悟和提升，善于从古今中医典籍中汲取营养，注重经验积累和总结，笔耕不

缀；在基层医疗服务中，他不断弘扬和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传道、授业、

解惑，为广大基层中医药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信赖，

获得青年中医临床医师的尊敬和爱戴。这种精神值得褒扬。

《中医名师程为玉薪传》正是基层中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纵览

全书，其结构严谨有序，内容翔实易懂，既有中医理论上的独特见解，又有

多年典型病例验案的分析总结，辨证论治、理法方药齐备，可见没有较为扎

实的理论功底、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意志坚定的事业心是难以完成的。作

为一名当代中医工作的亲历者，甚感欣慰。望此书能对广大中医临床医师有

所裨益。 
兹为序。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

　　　　　　　　　　　　　　　2015 年 12 月 12 日



前　言

程老出生于农村，年少时体弱多病，立志学医，高中毕业后如愿被湖北

中医学院（现湖北中医药大学）录取。入学后，程老学习非常刻苦用功，潜

心攻读了《黄帝内经》 《伤寒论》 《金匮要略》 《医宗金鉴》 《医学心悟》 《温病

条辨》等中医经典著作。在校期间，程老有幸得到刘武荣、张梦侬两位中医

大师的指导和教诲。刘武荣、张梦侬两位老师博古通今，治学严谨，医德高

尚。程老深受其影响。后来，程老又和同学一起随名师洪子云赴黄梅县开门

办学，聆听洪老师讲课，侍诊于洪老师身边。洪子云老师用乌梅丸加减治愈

一位急性胆囊出血的患者，用指针（手指）按摩期门穴立即止住呃逆，让程

老称奇叫好。程老学习认真，加以悟性超敏也深得洪子云老师的夸奖。

程老毕业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回乡参加县中草药展览，展览让他了解到了天

门中医中药前进的曲折道路，更加清楚了中医中药对人民健康所做出的贡献。

展览结束后，他又赴农村当赤脚医生，用一根针一把草药为老百姓防病治病，

在乡村掀起针灸热，程老和当地的农民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程老回

县医院工作，正赶上“中西结合”，医疗繁忙的程度可想而知，但程老始终不

忘根本，坚持临床上中医药和针灸诊疗疾病。1983 年程老调任天门市中医院

院长，在此他获得了施展中医药为人民健康服务更为广阔的舞台。任院长 17
年，程老除了抓管理、抓业务，将天门市中医院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外，他

仍还坚持定期查房，接待门诊患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退休后程老返聘

专家门诊，就医者络绎不绝。

我们近年来有幸作为“全省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及“县级中

医临床技术传承骨干培训”项目传承人侍诊于程老左右，亲聆程老指导，受

益匪浅。程老每于诊查患者，必望闻问切，毫不疏漏。程老常常告诫我们，

中医精髓当是四诊合参、辨证论治，马虎不得。每每遇到疑难病例，更是详

查细诊，深思熟虑，然后遣方。如有行动不便患者，程老总是下位搀扶，嘘



寒问暖。程老诊疗患者，总是和颜悦色，仔细聆听，耐心解答，遇到经方验

案，总是引经据典为我们解疑释惑，不厌其烦。程老注重笔记，在休息时间

整理验案，分门别类，指导我们理论联系实际，举一反三。所以我们才有了

今天的临床经验积累，并能整理出程老的验案、医论医话，以飨读者。

程老年逾古稀，仍然退而不休，坚持专家门诊。虽然工作很累，但程老

都能热情服务，提供咨询，深受患者的好评。程老为人厚道，友善同事，不

论长少，不论中医还是西医，都能坦诚相待，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全力支

持青年医生的医疗工作，宣传青年医生，帮助年轻医护药人员修改学术论

文，深受年轻医护药工作人员的爱戴。程老从医 50 年，学验俱丰，现在仍

然坚持看书学习，笔耕不辍，退休 10 年，又写论文 10 余篇，主编并出版了

《饮食与保健》 《中医养生辑要》，合编天门蒸菜美食文化丛书《蒸菜与健康》

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正如他 70 岁有感而发：“杏林奔波至古稀，

医理精深未敢息，老朽竭力扬国粹，只学春蚕吐尽丝。”

“鸳鸯绣成凭君看，也把金针度与人”，这是程老的真挚愿望，弥足珍贵。

笔者整理了程老医论医案精选，镀名《中医名师程为玉薪传》。承蒙中国中医

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杨德昌、湖北省天门市中医医院王传明等领导及程老本人

倾力相助，在此一并致谢。书中谬误之处，敬请读者谅解，不吝批评指正。

湖北省天门市中医医院　王以兵　肖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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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名师程为玉薪传

一不可，这是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环节之一。《素问 • 徵四失论》曰：“诊病不

问其状，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

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所以临床医师必须养成一个认真、细心、

严谨的望闻问切的习惯。

受刘武荣、张梦侬、洪子云 3 位恩师的影响，程老反对将脉诊搞成玄学。

脉诊是中医四诊的重要部分，是中医诊断疾病的明显特征，但对患者不望不

问不闻，只凭脉处方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是对中医四诊的一种歪曲和曲解，

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医四诊的玷污。明代李中梓早就对此有过尖锐的批评，他

说：“古之神圣，未尝不以望、闻、问、切四者互相参考，审查病情。然必先

望其色，次则闻其声音，次则问其病源，次则诊其脉状，此先后之次第也。

近世医者，既自附于知脉，而病家亦欲试其本领，遂绝口不言，惟伸手就

诊，而医者即强为揣摩。若揣摩偶合，则信为神手；而揣摩不合，薄为愚昧”

（《诊家正眼》）。

二、病证同辨，唯重辨证

中医、西医均是前人千百年来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各

有长短，不可厚此薄彼，应当兼收并蓄，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造福

大众。程老临床中重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和治

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对疾病的一种独特的研究与处理方法。是中医的

特点与优势，也是中医的精髓。中医学在辨证论治、辨病论治和对症治疗三

种手段中，对辨证论治最重视，这是因为证比症更深刻，更准确。证比病更

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辨证论治既要注重症状、体征和各种检测的数据与

结果，明确疾病的诊断（即辨病），又要根据四诊所收集的患者资料，运用

中医理论加以分析，综合和归纳，找出各个症状、体征、病史之间的内在联

系，以判断疾病发生的原因，部位和性质，以此得出证候的概念。

辨证论治时既要注意致病的因素，更要重视疾病即刻的症状与体征，也就

是就诊时的证候，根据证候定出合理的治则，才能拟出有效的方药。程老曾

治疗一郭姓男子。因右眼外伤，行右眼球摘除术后，右眼眶疼痛不已，经中西

药治疗半年余症状越来越重。诊见：痛楚面容，面色㿠白，语言低微，且不愿

多说话，食少神疲，脉沉细弱，舌淡苔薄白。脉症合参，程老认为外伤，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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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疼痛固然血瘀是其病因，但外伤重创、随即手术，再加之服用大量活血化

瘀方药致气血亏虚。患者表现出面色㿠白、语言低微、纳少神疲、脉沉细弱，

舌淡苔薄白，证属气虚下陷，故投补中益汤加减，仅五剂而愈。

三、学宗东垣，重视脾肾

程老从医 50 年，临床经验丰富，主张中西贯通，推崇李东垣的学术思

想，临床既强调脾肾之气的重要性，又极看重二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早

在 1991 年就明确提出了“治脾不忘肾，治肾不忘脾”的学习观点。

疾病的发生与变化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总其大要，不外“正”与“邪”。

“正”就是正气，所谓正气盛就是气血旺盛，津液充足，且升降出入正常。脾

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升降出入之枢纽，所以疾病的发生与变化和脾

胃功能健全与否直接相关，尤其是内伤病。脾胃功能正常，健运水谷、升清

降浊，气血津液得不到补充，而且由于水谷不化而成积滞，水湿内停成痰成

饮，气机不畅而成气滞、气逆、气陷、气虚和血虚、血瘀等证。凡此种种，

皆为疾病之因，故李东垣讲：“内伤脾胃，百病由生”。

就其病机而言，大多数疾病都出现本虚标实，只是孰多孰少、孰轻孰重

的不同罢了。所以程老遣方用药，时时照护脾胃、黄芪、白术、白扁豆、莲

子、薏苡仁、山药、黄精、大枣、甘草等健脾益胃之药都是程老临床喜用、

常用之品，且用量较大，反对乱投大苦大寒的败脾伤胃和大辛大热的辛燥损

气耗血的药物，即使非用不可，则投以小剂量，且中病即止。

“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之健运，化生精微，必须借助肾

阳的温煦，而肾中精气也有赖于脾所化生的精微的培育和充养才能不断充盈

与成熟，正如李东垣所言：“真气又名元气，乃生身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

之。”同时，体内水液代谢的协调平衡，也主要是靠脾肾相互配合完成的。脾

与肾无论是生理上还是病理上，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临床上治疗肾虚证加

健脾益气药，治脾胃虚弱证加温补肾气的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博采众长，明理求真

程老既研究中医经典，又善于学习历代名家的临床经验，博采众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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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用。对名家的经验不理解的地方，就查资料，翻书籍，甚至直接请教，

直到弄懂为止。

如 20 世纪 70 年代程老在《中医杂志》上看到著名老中医魏龙骥的“医话

四则”，其中明确提出“白术通便秘”的记载。程老当时疑惑不解，所有版本

的中药教科书都明确记载白术味苦、甘，温，有补气健脾，燥湿利水，止汗，

安胎之功效，并无“白术通便秘”的记载。经过查阅资料，浏览方药书刊，才

冰破疑释，深感魏老学验诸丰，仿而效之，用大剂量生白术治疗便秘，多获

良效，并撰有《治便秘话白术》的体会。看到《上海中医药杂志》1996 年第

8 期登载《黄吉赓治咳喘善用泽漆》的文章中说：“泽漆用量一般 30 ～ 150g/d，
最大剂量 250g/d，视痰量之多少逐渐加量，以咳吐痰爽，痰量开始减少为度。

泽漆量大时先煎汤化水，再煎其他药物。”中药教科书中都言其有毒，不宜过

量或长期使用，为了学习黄教授的用药经验，保证用药安全有效，程老直接给

黄教授写信请教，黄教授也及时回信，详细进行了解答。

程老善于思考，不人云亦云。如自明代方约之首次提出治疗崩证的“塞

流、澄源、复旧”三者次第治之之法，后世治崩大多遵是说，程老认为此说

有商榷的必要。辨证论治，治病求本，审证求因乃中医之特色与精髓。塞流

也好，复旧也罢，不澄源是达不到目的的，故三者次第治之之法，应是“澄

源、塞流、复旧”，否则动手便错。

民间甚传“吃人参忌食萝卜”，一些中医书籍也有这样的记载，不少临

床中医师也赞同此说。程老认为，萝卜生吃辛大于甘，辛散下气，熟萝卜则

以甘温为主，没有辛味，不但有顺气之力，且有健脾运食之功。正如《随息

饮食谱》所云：萝卜“熟者下气和中，补脾运食，生津液，御风寒，已带浊，

泽肥养血。”故有土人参之美称。说吃人参不能吃萝卜的理由是萝卜行气降

气有损人参补气的作用，按这种说法，人参是不能与行气、下气、破气药同

用的，否则人参的补气作用就会被这些同用的行气、下气，破气药解掉，达

不到扶正祛邪的目的。事实上人参与行气、降气、破气药配伍的方剂很多，

有些还是久用不衰的行之有效的千古名方。如旋覆代赭石汤（《伤寒论》），

鳖甲煎丸（《金匮要略》），四磨饮（《济生方》），中满分消丸、枳实消痞丸

（《兰室密藏》），丝毫没有降气、破气药有损人参功效之虑。李时珍在《本草

纲目》转载《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用人参、黄芪研末，红皮大萝卜蘸食治阴

虚血尿。张锡纯亦云：莱菔子“若用以除满开郁，而以人参、黄芪、白术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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