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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诊中的张磊（图片由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提供）

国医大师91岁仍坚持坐诊

张磊：愿为病人服务到100岁

“我是学医的，学医就是为人民
服务，有了医术如果不用在临床和
病人上是很可惜的。”已经91岁高龄
的国医大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教授张磊现在仍坚持每周
三次门诊。

“每周一、三、五的早上7:35，我
都会准时在医院诊室看今天的第一位
病人。过去我都是看到下午一两点，现
在医院照顾我，基本上都是12点下
班。”张磊微笑着说,“我觉得学无止境，
医无止境。我得努力学到老，干到老。
小车不倒只管推，争取看到100岁。”

从医以来，张磊以“方精、药少、
量小、效奇”蜚声中原杏林。2017年
6月，他被人社部、卫计委和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授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
郑报全媒体记者 翟宝宽 文/图

为生活多谋一个门路
早年边教私塾边学中医

在郑州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91岁的
国医大师张磊家中窗明几净，十分整洁，一
张很有年代感的书桌就摆在门口的位置。
“经常会有一些在医院没挂上号的病人来
到家里寻诊，也是为了方便病人，就把桌子
摆到了这。”刚送走几位远道而来的病人和
家属，张磊热情地招呼着前来采访的记者
落座。

张磊11岁那年，穷苦出身的父母节衣
缩食毅然送他走进私塾，开始了艰难困苦
的求学之路。张磊特别珍惜上学的机会，
他不但把每天所学内容背会，还把曾经学
过的都背一遍。他的勤奋与禀赋受到了私
塾先生的关注和厚爱，认为他记忆力超强，
学习特别刻苦，假以时日，必成大器。私塾
6年，为张磊后来学习中医奠定了深厚的
古汉语基础。

1947年，张磊拜在当地名老中医张炳
臣门下，从背诵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
歌诀等最基础的中医药知识开始，开启了
学习中医的生涯。“那个时候就觉得学中医
也是为生活多谋一个门路，自己又念过书，
就去学了中医。”张磊如是说。

那时的张磊既是私塾先生又是中医
学徒，他在跟师学医的同时，还设私塾教
学，惠及乡里。跟师 3年后，张磊出师，开
始行医。“那时掌握的中医药知识虽不多，
但已经入门，运用所学知识，也能治好一
些病人。”

1952年，张磊在臧集联合诊所工作学
习。诊所医生不多，但都是经验丰富的当
地名医，好学的张磊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
少东西。他又先后在固始县郭陸滩区、黎
集区卫生院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临床
经验。1956年，张磊被调去一个乡卫生院
任职，边管理边诊疗。

数年的医学实践中，张磊看到了病
人治愈后的欢喜，也看到了不少病人不
治后的离世，更有很多疑难病症久治不
愈的痛苦。他迫切期待自己能够有学
习深造、提高本领、为病人更好服务的
良机。

1958年，机会终于来了。作为全
国第二批中医药高等学府之一、河南
中医学院宣告成立，开始招收第一届
学员。通过组织推荐和考试，张磊满
怀喜悦踏进河南中医学院的校门，成
为该校建校后的首届六年制本科生。
中医药高等院校教育为张磊的医学人
生展开了新的一页，也为他的大医人
生夯实了根基。

当时的学习条件异常艰苦，同学
们要边学习，边建校。29岁的张磊深
知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繁重的劳动
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学习。之前的中
医根底和积累的困惑难题，促使他学

习尤其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系统的
中医药理论和专业知识，使他树立了
牢固的中医信念和坚定的中医思维，
脚踏实地、不畏艰苦的勤奋也赢得了
同学、老师的一致好评。

“因为艰难，很多同学选择了退
学。当时总共有两个班，100多人，但是
到最后毕业时就剩不到100人了！”张磊
回忆，那时候粮食极其短缺，长期的营
养不良导致他和很多同学全身浮肿。

“我的情况稍好一点，因为我来上
大学之前就有工作，学校按照工龄会
发一些助学金。”苦难不但没有使张磊
屈服，当个好学生、做个好医生的信念
反而与日俱增。

1964年，张磊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留校任教，教授《黄帝内经》和中医
基础理论等课程。他在坚持临床工
作的同时，潜心中医教学、科研和管
理工作。

留校的张磊历任教研室主任、医
教部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处长，
1983 年，他调任河南省卫生厅副厅
长。当时的河南省中医药事业人才匮
乏、基础薄弱，他力推县级中医院建
设，引进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今，河
南县县有中医院，中医机构、队伍、服
务能力等得到了大力发展。

“做医生不易，成大医则难之又
难。古今之成大医者，必当有大医情
怀，这种情怀就是‘精诚’。”张磊特别
推崇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他认为医
德和医术是医生展翅高飞的两翼，要
想成为一名好医生，既要有精湛的医
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德。

关于一名合格的医生应该具备的
素养，张磊这样说：“医术就是必须通晓
中医理论和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这需

要长时间的勤奋苦读和积累。医德更
为重要，老话说‘欲精医术，必先端心术’，
要想医术精，心术必须要正。”

1988年，张磊从领导岗位上退休，
之后的30年时间里，每周三次门诊，他
都会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地到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坐诊。3万余
例保存完善的门诊医案，累计 400多小
时的影像资料，记录了张磊习医以来
的辛劳。

他的家中也是一个“诊室”，一张
对门摆放的书桌，加上 3把椅子。门
里门外，病人或站或坐，他们来自省内
省外、城市乡村，数十年如此，不曾改
变的是他那颗宽厚仁慈之大医仁心。
根据医院统计，张磊在家免费为病人
开的处方和在医院开的处方数量几乎
对等。

大师风范
视病人如亲人

“当医生不能急，慢工出细活，诊病用药
来不得半点马虎。”张磊经常这样说，他谦恭
和蔼，视病人如亲人，看病认真，医嘱详细，
在广大群众中有着良好的声誉和口碑。

除了坚持在医院坐诊，张磊还在家中
为慕名而去的患者看病。

“一般找到家里来的都是熟人介绍的
和很多挂不上号的病人，几乎每天都会有
四五个病人或更多来家里就诊。”今年 57
岁的张登荣是张磊的小女儿，平时在张磊
住处照顾年迈的父亲母亲。

对于张磊，除了为病人看病是他最为
重要的事情以外，还有一件事对他来说也
非常重要，那就是坚持不懈地学习。“活到
老，学到老，干到老，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张磊笑着说。

近年来，张磊先后获得“国医大师”、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河南省卫生系
统“影响河南突出贡献人物”、“中国好医
生”2019年月度人物等荣誉。

面对诸多荣誉，张磊说每一项荣誉对
他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他要做的就是
以起点做原点，再接再厉，争取为病人服
务到100岁。

1958年考入大学深造 为医学人生夯实根基

大医者必有精诚情怀 医德和医术是双翼

张磊在家中给慕名而来的患者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