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一直在洛宁县，李振华的人生道路
一定会与现在不同。

但是冥冥中似乎有一只命运的大手，不
断推动他去完成苍生大医的使命。

1954 年，他被选派到洛阳地区中医师进
修班学习，第一次接触到了系统的医学知
识。幼承庭训，天资聪颖，易感易知的李振华
像海绵吸水一样如饥似渴地勤学苦读，很快
从一众学员中脱颖而出。

由于学习经验交流会上关于脾胃生理病
理和用药经验的出色发言，他获得了老师和
同学们的一致赞赏。

两年后，他留下来成为专职教师。
1956 年冬天，洛阳一带突发流行性脑膜

炎，伊川县没几天就有70多人死亡。李振华
带队赶到伊川，对症下药，疫情很快便被控
制，河南省卫生部门在全省推广了他的经验。

由于在疫情防治中的突出表现，李振华
在全省医疗界“一鸣惊人”，不久便被调到河
南省卫生厅中医处工作。

河南省中医学院院长了解到他的才干，
又以对调的方式“换来了”李振华这个“宝贝”。

1970 年，许昌地区禹县乙型脑炎流行，
短短几天，就有32人被夺去了生命。危急关
头，李振华主动请缨奔赴疫区。他察病情、梳
病理，很快便拿出了医治方案。

一个昏迷了 3 天 3 夜的 19 岁青年，服药
后3天清醒，5天进食，7天便可以搀扶行走。

在疫区的 3 个月里，李振华接诊 132 例，
将死亡率迅速从 40％降到了 7.23％，治愈率
高达92.7％。

经此一役，李振华声名鹊起，各种诱惑也
开始接踵而来，但他依旧坚守岗位，坚守在三
尺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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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手回春神医声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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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李振华悬
深秋时节，露重霜冷。
怀着一颗崇敬的心，我们走进慕名已久的国医大师李振华家中。
此前，对他的所有印象，全部来自纸面，然而，即便仅仅是在字里行间，其所透
露出的大医风范，也足以让人折服——
他是全国首届、河南首位国医大师，也是目前河南唯一的一位。
在全国范围内，有14个省（市）还没有国医大师。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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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90年人生智慧的结晶，更是72年医者仁心的历练。
…… ……
而与李老的短暂交谈，更让我们如沐春风，获益匪浅。
他的话语所传递的，是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学术思想，是一种悲天悯人、拯救
苍生的大医情怀。他的医道所秉承的，是天、地、人合一的中医理论和养生学
说，更是一种和谐的世界观和为人处世的哲学思辨。
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而李老则用一生去实践着这句名言。
本报记者 石大东 邢进 汪辉/文 白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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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豫西一场肆虐的瘟疫。

1942 年夏天，洛宁霍乱横行，四野
有新坟，村村有哭声。

李景唐虽竭尽全力治病救人，十里八
乡的患者仍络绎不绝向“广济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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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后
他记忆里的这一天还无比清晰。他清楚

地记得，自己上了14年的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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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秋的一个上午，我们敲开了李老
的家门。

走进他的卧房兼办公室，一个30岁
左右的年轻人正在李老的口授下开药方。

由于腰椎不好，李老已卧床两年多，但
90岁高龄的他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每
天卧床为慕名登门求医的患者把脉问诊。

而这个湖南口音，正在写药方的年轻
人，曾是李老的患者，因胃病多年不愈，在
报纸上看到李老的报道之后，不远千里从
湖南赶来求医。李老不仅为他治好了病，
还治好了他家人的病，这名张姓患者从此
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舍弃了当地的
生意，一定要跟着李老学习中医。

像这样由于看病而与李老结缘的
“弟子”还不少，念及他们真心热爱中
医，李老都慷慨赐教。

不过，李振华国医大师工作室秘书
李富成说，这些不能算作李老真正的弟
子，只有行过中医拜师仪式的，才算被
正式收入门下。

在与李老交谈的两个多小时里，不
断有患者前来求医把脉，不断有河南中
医学院的年轻学子登门求教。

他不但要给慕名而来的患者看病问
诊，还要带教学生，整理出版学术论著。

这位早已离休的老人的日常忙碌，令
我们这些在工作岗位上的人都感到惭愧。

苍生大医令人高山仰止

济危扶病走上岐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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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卧病在床，大师依然坚持为求诊的病人把脉问诊，指点“弟子”开药方

2010年12月9日，国医大师李振华在为患者诊病并现场教学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