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个医生，精湛的医术是立身之
本。而勤、恒、博、精、悟，是李振华练就精
湛医术的“五字真言”。

在父亲 7 年言传身教的基础上，他
向 能 者 虚 心 求 教 ，勤 奋 学 习 ；他 在 民
间 收 集 单 方 ，钻 研 琢 磨 ，组 合成效验
方……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成就了自
己独特的医道。

他长于热性传染病，通于内科杂病，
精于脾胃诸病，强调辨证施治，方有别，医
无界，不见病人，绝不凭空下方，被患者们
称为“小神仙”，被中医学界称为脾胃病大
国手。

上世纪 50 年代，洛阳地区一位 32 岁
的女病人不幸患上流脑，高烧昏迷抽搐，
这是典型的外感热病症状，看起来完全可
以使用阿司匹林和中药温辛解表药的治
法，但是李振华却坚持冒雪去见病人，在
仔细察看病情之后，改用清热解毒、息风
透窍之银翘散、白虎汤等，第二天病人的
病情便大有好转。

2007 年 3 月，著名戏曲家、现代豫剧
《朝阳沟》的作者杨兰春因患脑栓塞住院，
几天后汤水不进，医院确认没有继续治疗
的价值。

李振华接诊后，针对他的病情先从调
理脾胃着手，增加饮食，恢复体力，使其病
情很快好转。

2009 年 6 月 2 日杨兰春去世，他的

家人说，是李振华让他又多活了 2 年零
3 个月。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脾胃病成多发病，李振华又开
始潜心钻研脾胃病的诊治。

他提出，脾本虚证无实证，胃多实
证；脾虚是气虚，甚则阳虚，脾无阴虚而
胃有阴虚；治脾胃必须紧密联系肝；治脾
兼治胃，治胃亦必兼治脾，脾胃病不可单
治一方。

基于这种病机理念，他坚持因虚治
实、因实治虚、虚实交错和脾宜健、肝宜
疏、胃宜和的治疗原则。

温阳扶正法是他临床常用的基本治
疗方法，他研制的香砂温中汤和沙参养胃
汤，有效率达98.7％，治愈率达32％。

在对他治疗的近千例患者的回访中
发现，凡坚持服药者没有一例转为胃癌，
这一奇迹打破了国外一致认为脾胃病是

“癌前病变”、“胃黏膜不可逆转修复”的
论点。他所承担的国家“七五”重点科技
攻关项目“慢性萎缩性胃炎脾虚证临床
及实验研究”，不仅通过了国家验收，而
且被认为是一项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
科研成果。

21 世纪以来，他又承担了国家“十一
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李振华治疗慢性
萎缩性胃炎临床经验评估”，临床有效率
为98％以上，治愈率为74％。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
方》序中写道：“人命至重，有贵千方。
一方济之，德愈至此。”

自古以来，医者便十分注重职业
道德修养，在救死扶伤的实践中，把

“大医精诚”奉为圭皋，在几千年的文
明史上留下诸多佳话，世世代代散发
着高贵人性的光辉。

可以说，要成就一代大医，比精湛
的医术更为重要的，是高尚的医德。

“只有仁善待人，才能济世活人”，
在李振华的记忆中，这是父亲李景唐
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李景唐行医几十年，仁善之名，传
扬豫西。洛宁当地有一位富商，早年
间与李景唐有些过节，得病之后不好
意思上门求医，眼看撑不下去了才托
人来请。李景唐二话不说，登门治好
了这位富商的病。

这种家风和教导，成就了李振华
的“仁心仁术”。

如今耄耋之年的他虽然卧床，每
天却还要给登门殷切求医的患者看
病，但是他只开药方，从不收病人的
钱物。

在李老眼中，没有高官、没有富
商，没有远近，没有亲疏，只有病人，无
论省市领导，还是平头百姓，他都一视

同仁。
很多年前，在他没有退休的时

候，按照政府规定，他的挂号费应该
是 11.5 元，但是他生怕那些农村来的
患者负担不起，私下里把挂号费降到
了4元。

从医 72 年来，他已经记不清楚给
多少病人义诊，给多少病人会诊。

有一次，他从浙江出差回郑州，火
车上有人知道他是著名中医专家，一
传十、十传百，相邻车厢的旅客都跑过
来让他看病。

李老不厌其烦地给大家望闻问
切，一直到郑州火车到站。

2009 年教师节，河南省中医学
院奖励李振华 10 万元，他当即转赠
给了学院刚成立的贫困生基金会。
在他心里，总惦记着那些需要帮助
的人。

2012 年春节前夕，李老因腰椎病
住进了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
是救治了5位危重病人。

“中医是仁人之术，医生是特殊职
业，不能以赚钱为目的，我做医生什么
都不图，只图求善。做到这一点，就算
什么都没得到，这一辈子也不亏。”身
为一代国医大师，这就是李振华最质
朴最动人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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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他们，李老总是一脸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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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他还不断整理自己的
毕生所学，笔耕不辍，近几年来，他在
省以上报刊杂志发表学术文章 100 多
篇，出版学术专著10余本。

这些，都是传承中医事业的宝贵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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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是打开中华文化宝库的钥
匙”，一辈子从医从教，李振华早已把
振兴中医事业视为自己的毕生使命，
中医的传承与发扬光大，是他无时无
刻不念兹在兹的命题。

李振华告诉我们，解放初期河南
省还有 4 万多名中医，“文革”以后只
剩 9000 多人了，中医事业后继乏人，
这让他寝食难安。

1981 年他就此上书河南省委，很
快得到了重视，第二年河南就新增了
400名中医学子。

1990 年，李振华参加七届全国人
大会议时，发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中
西医按比例发展”的字句，他认为这句
话应当改为“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
重要的地位”，于是建议提案修改，果
然被采纳了。

2009 年被评为国医大师那一刻，
李振华无比振奋：“为什么叫国医大
师，不叫中医大师，因为中医被提升到
了国家医学，国粹的高度！”这让他看
到了中医的希望。

如今，李振华家是五代中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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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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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年每逢他上课，教室里总
是人满为患，坐不下、站不下，学生们
就站在窗外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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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然已是九
旬老人，但李振华仍然对振兴中医事
业踌躇满志，他说，在有生之年要多带
些徒弟、多看些病人、多写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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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中医早已不分彼此，
血肉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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