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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届、河南首位国医大师李振华驾鹤西去，享年94岁

临走前自言自语只有两件事：
给学生上课、给病人开方子

郑报融媒记者昨日从河南中医药
大学获悉，全国首届、河南首位国医大
师李振华于5月23日上午11时53
分去世，享年94岁。本周六上午，李
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郑州市殡仪馆
举行。

李振华离世的消息传开，他的学
生、弟子、病人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去吊
唁，拜别恩师。国医大师、陕西中医药大
学张学文教授也送去了花圈和挽联。5
月24日下午，郑报融媒记者来到李老
所住小区，楼下已经摆满了花圈。
郑报融媒记者 张竞昳 邢进 谷长乐
图片提供 李富成

悬壶济世:卧病在床还为上门求医的患者看病
李振华，河南中医学院原院长，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是全
国首届、河南首位国医大师，是医
学界公认的脾胃病国医圣手。他
的科研成果和理论，丰富和发展了
中医脾胃学说。

“大年初二，因为感冒住院了，情
况一直不太好，也就再也没离开过医
院。父亲清醒的时候，会反复嘱咐我
们多看病案，病人再多，工作再累，也
不能偷懒懈怠，要好好给病人把脉，
把脉很重要。就连神志不清时的自
言自语也只有两件事：给病人开方
子、给学生讲课。”在李振华的儿子李

郑生眼中，父亲就是一个为中医事业
而生的人。老人身体没有特别大的
疾病，年龄大了以后，腰部不太好，经
常需要卧床，即便如此，他还会经常
为慕名上门求医的患者看病，平均每
天会看十来个病人。

“住院治疗、休养期间，父亲的身
体时好时坏，最后一个月更是一天不
如一天，离开的时候很安详，也没什
么遗憾。”李郑生如今是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医生。他说，父
亲离世前，最操心的就是中医发展，
“会不停地问，最近国家有没有新的
中医药政策。”

济危扶病：正在上中学，一场瘟疫使他走上学医之路
李老的从医经历，是一个长长的传奇

故事。
李老出身中医世家，1924年出生在洛阳

市洛宁县王范镇，闻着自家诊所“广济堂”的
药香长大，和着捣药声读书。

父亲李景唐是豫西名医，不但医术精湛，
而且医德高尚，《洛宁县志》颇多记载。

子承父业是中国传统家庭理所当然的事
情，但是，真正引领李振华走上中医之路的，
却是豫西一场惨绝人寰的瘟疫。

1942年夏天，洛宁霍乱肆虐，四野有新
坟，村村有哭声。

李景唐虽然竭尽全力治病救人，十里八
乡的患者仍然络绎不绝向“广济堂”内汇集。

有一天，李景唐把正念中学的李振华叫
到身边说：“孩子，趁着我身体好，你就跟我学
医吧，学医可以治病救人。”

这时，李振华还不足 18岁，一共上了 14
年的学，其中 10年私塾，4年中学，高中还没
有毕业。自此，就纵身投入了中医的“汪洋
大海”，如鱼得水般在浩如烟海的历代中医
典籍中遨游。

背诵汤头歌诀，明辨药性之别，领悟诸方
之妙，起早贪黑，冷暖自知。

侍诊、试诊、试方，虽然由父亲授业，但是中
医学徒该经历的阶段，李振华一个也没有缺。

1949年，李景唐病逝，跟随父亲晨昏不
辍、苦学7年的李振华开始子承父业、坐堂行
医。他背着药箱徒步山路出诊，骑着毛驴为
急症病人送药，凭着一颗医者仁心，这个年轻
的“先生”很快就赢得了患者的认可，在洛宁
站稳了脚跟。

1950年全省中医统考，他以全县第一的
成绩获得中医师资格。

1953年，洛宁县人民医院成立，李振华
成为唯一的中医医师。

此后，他历任河南省中医学院附属医
院副院长、省中医学院副院长、省中医学
院院长等职，成为声名远播、妙手回春的
中医药专家、终身教授。

2009年 6月 1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次评出 30
位“国医大师”，李振华教授成为河南唯一的
当选者。

传承中医：桃李满天下，常年卧床还带10余名徒弟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李振华在三尺讲台上，已经站了半个

多世纪。他的学生遍布大江南北，海内海
外，这些学生，都是他的骄傲。李老生前
只要提起学生，总是一脸满足。直到离世
前，李老还不断鼓励后辈把握机会好好发
展中医。

每次开两会，李振华都会积极呼吁国家
出台相关法律，来保护中医的发展。今年 7
月1日起，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体现中医药
特点的综合性法律《中医药法》将正式实施，
听到消息后，李振华很欣慰，也很兴奋。他不
停地交代自己的弟子和学生，一定要把握机
会，好好发展中医。

今年 4月份，在得知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张磊入选新一届“国医大
师”公示名单时，他很兴奋，表示要向张
磊祝贺。这次住院李振华在清醒的时候
提出，想见见张磊，当俩人在病房见到的

时候，李振华拉起张磊的手，却又犯了迷
糊：“你也来开会啊，不知道这次有啥新精
神，我们共同把中医事业做好。”

弟子郭文回忆说，当天，师父和张磊聊了
一个多小时，讲的全是中医，“队伍建设啊，药
材质量啊，中医发展啊等等，中间看到我，还
问我是不是也是去开会的”。

就算是已经退休，就算是常年卧床，李老
也仍然带着 10余名徒弟，坚持在家中给他们
上课。

“住院的时候，师傅还给大夫、护士们
上课，教他们开方子，说将来有一天可能
会用得着。十几天前，师母还跟我说，师
傅深夜两点多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开方
子。”指着散落在房间里的小凳子，郭文的
眼眶红了，“曾经，我们就是坐在这些凳子
上听师傅讲课的。”

如此呕心沥血、如此殚精竭虑，源于李振
华对中医的无比挚爱。

苍生大医：神志不清，还经常喊着给病人开方子
如今，李振华家已是五代中医世家，家中

有近 20人从医，但是他深知，中医瑰宝不属
于家族，而是民族的，是国家的。

因此，他毕其一生所学，毕其一生积累，
毫无保留地给他的学生们传授着他的“独
门绝活”。

“慈祥如父，授道如神，无私如天”，这是
“河南省名中医”、李老的高徒郭淑云教授对自
己恩师的评价。而这也能代表所有追随李老的
学生的心声。

郭文说，李振华神志不清时，经常喊着他
给病人开方子，每每几味药还没说完，就昏迷
了，醒来时会喊他继续开方子，“我问他给谁
开方子呢，师傅就说，病人刚走，赶快开方子
吧”。离世前一周，李振华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了，拉着郭文的手叮咛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

了，希望他能把心思全部用在中医上。
李老的授课，纵横捭阖、博古贯今，精思

明辨、趣味百生，更重要的是可以学到丰富
的临床经验。他治疗妇女功能性子宫出血，
益气健脾止血方药加用米醋，每每不出 6服
即可止血。

类似的神来之方，往往让学生叹为观止。
“清醒的时候，师傅会念叨，要是能再扛

些日子，就能多给我们上几节课，多看几个病
人。”李富成是李振华学术传承工作室的专职
秘书，在他的印象中，师傅很严谨，还常常告
诉自己的学生要心怀慈悲，医者仁心。

这就是国医大师李振华的人生境界，他
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医事业。

这一生，他与中医早已无分彼此，血肉
交融。

卧病在床，李振华还在给病人把脉

2014年12月4日，本报《中原访谈录》对李振华进行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