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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书文，男，山东单县人，1941 年 12 月生。

1978 年考取首届中医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中

医学家周次清教授。现为山东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

山东中医药学会心脏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全国第三批、第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

承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全国中医药传承

博士后合作导师。

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五十余年。率先提出心血管疾

病的热毒学说，深入研究并初步形成了学术框架。创新性地将抗疟

中药青蒿、常山引入抗心律失常的临床治疗。参加编写《中药新药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等书籍十余部。开发研制4 种中药新药。培养

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 53 名，师承高徒 5 名。



丁书文教授与周次清教授合影

丁书文教授在查阅文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丁书文教授在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成立及从医五十年庆祝会上讲话

丁书文教授与学生在一起



1

序 言

恩师丁书文教授是全国第三、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指导老师、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至今已从事中医药工

作五十余年学验俱丰，德高望重。作为先生的开门弟子，深以毕业后未能

继续跟随先生从事学术研究为憾，但追从先生学习的步伐一直未曾间断。

先生举办的学术会议、讲座，均能参加; 特别是在先生的生日及传统节日

同门聚会时，都能够得以聆听先生的教诲，因此对先生学术研究的思路与

方法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1993 年春天，我顺利地通过硕士研究生统考，选择导师时得到了高

树中老师的指点，高老师大赞先生人品好、学问好，跟着先生学习，定会受

益多多! 初次拜见先生，就感觉到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心里的紧张、慌

乱顿时烟消云散。当年的中秋节，先生邀请我和丁霞去他家里过。先生

亲自下厨，做了满满一大桌菜，与全家人一起欢度仲秋，使我在济南有了

家的感觉! 与其他师门的研究生交流时，很多人都挨过导师的训斥，可是

在我的记忆中，先生从没有训斥过我们，与我们讲话总是笑眯眯的，即使

我们做错了，先生也只是说这事应该怎么办，一定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总是让我们感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先生出身贫寒，年轻时求学吃了不少苦头，人到中年，靠自己锲而不

舍的努力考取研究生，临床、科研，皆为能手，很快晋升为硕导、博导。先

生不仅在学术上对我悉心指导，而且在生活上对于这位来自于农村的穷

学生也关爱有加。记得有一次参加某个鉴定会，每人有三百元的劳务费，

先生专门带上我去参会、做记录员。别忘了，那时我读研究生每月的生活



2

补助才七十元。先生的良苦用心，唯有我才能感知并且一直铭记在心灵

深处!

本书是学生对老师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的总结，基本反映了先生的

学术特点及治学方法。先生思想解放，与时俱进，不断接受现代研究的新

成果，又能穷源朔流、衷中参西。尤其是将热毒学说引入心系疾病的治

疗，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并以此为基础，获得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支持，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前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多强调气虚

血瘀，先生认为根据当今患者的临床表现，冠心病的病机往往不局限于气

虚血瘀，常常伴随一个重要的病理因素———热毒。我经常在临床实践中

运用老师的观点，体会到清热解毒确实可以提高冠心病患者的临床疗效。

窃以为这与李东垣的阴火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是阴火论在当代临床的发

挥。至于将抗疟中药引入抗心律失常的治疗更是先生的神来之笔，我在

先生的指导下所做的课题《心速宁胶囊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的临床及实

验研究》就是将常山、青蒿为主药组成心速宁，后来心速宁被研发成国家

级新药上市。“医案部分”收录了先生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部分验案，从

中可窥探先生的辨治特色及用药特点;“医话部分”反映了先生对于心脑

血管治疗中一些常见问题的思考，对于后学有较强的启发与指导意义 ，

譬如治疗胸痹要注重安神定志、怎样认识冠心病的痰证、风药在心脑血管

疾病中的运用、治疗老年高血压勿忘祛除实邪等，均展示了先生对常用药

物的独到见解和心得体会。在养生方面，先生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

尤忌滥补，只要运用得当，清也是补、通也是补、调也是补，善用食补、神

补、动补，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全面诠释了中医养生的丰富内涵和独特

优势。

先生年逾七旬，至今还奋斗在临床一线，出门诊，带徒弟，忙得不亦乐

乎。先生桃李满天下、师生情谊深，和学生们每年都能聚上几次; 工作在

海外的学生每每趁回国研讨之际专门来济看望先生。与先生闲聊，先生

常常以自己是中医人而自豪，常说医乃仁术，可以事亲、养生、救人，可以

生命不息、工作不已，给学生以坚定的职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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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常常鼓励学生: 现在你们可以打着我的旗号去办些事，我还有点

影响，可以给你们点帮助，将来我就以是你们的老师为荣，希望你们好

好干!

回忆这么多年来先生对我们的关心帮助、知遇提挈，感激之情难以言

表。行笔至此，词不达意，权作序言。

最后，祝愿先生健康长寿，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为后

学留下更丰富、更宝贵的临床经验，以造福于人类的健康事业!

岁在甲午仲秋受业苑嗣文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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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 20 年来，国家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工作日益重视，探索了多

种经验传承模式。名老中医是中医学术造诣最深、临床水平最高的群体，

是将中医理论与当前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名老中医鲜活的临床经验

和学术思想，是中医药薪火相传的主轴，也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源泉。因

此，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是继承、发展中医药学术的需要，是时代赋

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先生是全国第三批、四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教师。

2007 年科技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名老中医临床经验、学术思想

传承研究”项目中设立了“丁书文临床经验、学术思想研究”。2010 年首

批成立了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工作室。吾等弟子在学习和承担研究项目

研究中，深深感到，不仅要学习继承先生的临证经验、学术思想，更重要的

是探索先生的中医思维过程，以启迪后学，寻找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源泉。

本书首论先生的成才之路、治学方法，从治学经历中总结学术思想;

中医疗效是硬道理，从先生鲜活的临床病例中整理了医话医案，“先议

病，再议药”，从先生对药理药性的独特阐释中整理成用药心悟; 治病还

要防病，从先生在养生保健的身体力行中，体会到养生和治学的相通性;

最后，本书梳理了诸位弟子的学位论文及先生撰写的论文，以供读者进一

步研究。

自古国运兴则医事兴。中医药学根植于五千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

今逢盛世，必定再放光辉。对先生经验传承，亦做过数据挖掘及统计分

析，但已经失其鲜活灵魂。笔者体会，若要传承，还需侍诊左右。“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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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也”，惟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岐黄衣钵方能薪火相传。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医之道，在乎精诚。先生从医五十载，博极医

源，精勤不倦，以虚极静笃之谦虚，以厚德载物之明德，以勤奋创新之精

诚，投之于岐黄至精至微之术，中西互参，锐意进取，终成一代名医。我们

需要传承的，首先就是明德和精诚。

弟子愚钝，虽是竭力，却是挂一漏万，只为辑要，只为一窥门径，若有

斑豹之力，则幸甚!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丁书文传承工作室

负责人 李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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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成才之路

丁书文教授生于 1941 年 12 月 21 日( 农历十一月初四) ，自 1960 年

开始正式步入医林，五十多年来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用自己的亲身实践

踏出了一条“多读书，勤临证，善思维，创新知”的学医、研医之路。

第一节 学医经历

一、初涉医林，抱定悬壶济世心

先生祖籍山东省菏泽市单县丁楼村，和许多医学大家立志学医相似，

当时的思路也是朴素的。先生自幼生长在农村，能见到的有文化的人，只

有教师和医生。因姐姐患病，常常随父亲请邻村医生为姐姐诊病，因此，

“医生”这一职业在先生少年时期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菏泽地区人民生活较为困苦，各种疾病的发病率较高，先生自幼

便目睹父老乡亲多罹患疾病，遂逐渐坚定了学医的决心。初中毕业的时

候，由于家境不富裕，于是放弃升高中，报考了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1960 年，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开始系统学习

医学。先生的父母虽不曾饱读诗书，却是深明大义、眼光独到的老人。他

们深知: 若要儿女成才，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先生自知读书机会来之不

易，遂更加奋发图强。初入医门，便如饥似渴，日夜孜孜不倦。四年时间

里，系统学习了医学的基础知识，为日后的成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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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敢说是披星戴月，至少也是早出晚归。其他同窗在电影院里，在操

场上的时候，他在教室，在图书馆。他相信，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就

能获取更多的知识，就能不负父母期望，成为一名好的医生。这个时期是

先生医学知识的初步积累期，厚积而薄发，正源于此。

二、二次深造，医海遨游获新知

1964 年，先生毕业后分配至山东中医学院 ( 现山东中医药大学) 任

教。从农村到省城，最大的变化是工作生活在中医的环境中，对中医产生

了浓厚兴趣和学习欲望。他一边完成教学工作，一边从事临床医疗，面对

教学和临床的压力，先生克服了很多困难，边工作，边学习，开始自学中

医，并于 1970 年参加了山东省西医学习中医班，从此开始了中西医结合

的工作和探索。这一时期，先生在实践中发现: 西医的模式虽然规范，但

有“工厂化”的弊端，不论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病情，使用的药物相差

无几，很难形成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而中医学辨证施治，一人一方，一病

一方，更贴近患者实际。先生决定潜心研究中医，发展祖国医学。

与自幼学习中医的某些名家不同，先生 23 岁才开始自学中医，一面

临证，一面从头开始学习中医著作，由于当时就面对病人，先生从《内经》

《金匮要略》《脾胃论》《景岳全书》入手学习。初读中医典籍，也觉得晦

涩难懂，于是便时时向中医教师、同学请教，勤学好问，很快就初入门径。

先生学医未从《医学心悟》《医学三字经》等启蒙读物开始，而是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由《内经》等经典著作开始，反而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20 世纪 70 年代初，山东省中医院内科开始成立心血管专业组，是后

来心血管内科的前身，资深西医专家、全国首批西医学习中医专家肖珙教

授任内科主任兼心血管组组长。当时先生跟随肖珙教授工作，学习心血

管病学，通过几年的中医理论学习，加上自己的勤学善思，对心系疾病的

中医源流、病因病机、发展演变、各家学说有了系统、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为以后自身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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