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hnzyydxxb.hnucm.edu.cn 圆园23 年第 43 卷

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教育教学思想探析

孙相如 1袁熊 辉 1*袁何清湖 2袁谢雪姣 1袁陈楚淘 1袁余 炼 1

1.湖南中医药大学袁湖南 长沙 410208袁2.湖南医药学院袁湖南 怀化 418000

也收稿日期页2022-09-13
也基金项目页湖南中医药大学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渊2021-JG00冤
也第一作者页孙相如袁男袁博士袁讲师袁研究方向院中医各家学说遥
也通信作者页* 熊 辉袁男袁博士袁教授袁博士研究生导师袁E-mail院xh_hn@hnucm.edu.cn遥

也摘要页 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不仅是临床大家袁同时袁从教 40余年袁其治学及教育教学水平也得到了学界公认遥 熊教授在教育

教学中体现出了以学识铸信念尧以医理示逻辑尧以经典为根本尧以临床为指规等教育思想袁强调在教学中输出学识尧启发思维尧融贯

医理尧突出临床遥 这是宝贵的学术资源袁能为高等中医院校教育提供有指导价值的思路与方法袁值得深入的发掘与传承遥
也关键词页 熊继柏曰国医大师曰教育教学曰中医临床现场教学

也中图分类号页R2 也文献标志码页A 也文章编号页doi:10.3969/j.issn.1674原070X.圆园23.01.029

Exploring the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thoughts of TCM master XIONG Ji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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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Professor XIONG Jibai, TCM master, is famous for his rich clinical experience. With more than 40 years'
teaching experience, his clinical,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levels have been well recogniz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Professor
XIONG Jibai has embodied the educational ideas of "teaching to build students' faith, medical theories to show logic, classics as
the basis, and clinical practice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outputting knowledge, inspiring thinking,
integrating medical theories, and highlighting clinical practice". These are the precious academic sources, enabling to provide the
valuable thoughts and methods for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re worth deeply exploring and
inhe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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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是学界公认的临床大家袁
具有较高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水平[1]遥 迄今为止袁他
从教 40 余年袁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袁其人才培养能

力得到了学界认可[2]遥 因此袁研究与继承其教育教学

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袁能为中医人才培养提供有价值

的思路与方法遥
1 以学识铸信念袁坚定专业思想

中医学曾因历史原因而受到冲击袁长达一世纪

之久的中医存废之争至今仍甚嚣尘上[3]遥 近年来袁中
医药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袁但不容忽视

的是袁因近现代中医院校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袁致使

中医专业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专业信念袁由此袁难
以坚定地传承中医理论尧实践中医技术袁进而造成中

医人才临床水平尧学术水平堪忧[4]遥 野信念冶是坚定专

业思想的核心要素袁熊教授在教育教学中袁注重并善

于用深厚的学识激发专业信念遥
一是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展现理论自信遥 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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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课中善于引经据典尧旁征博引的辨析医理和答

疑解惑袁从中医四大经典到历代各家学说袁他引用起

来如数家珍尧纤毫不失袁解读起来鞭辟入里尧丝丝入

扣袁他大段成诵尧信手拈来的理论功底让教学引人入

胜袁令听者沉浸其中而深受启发[2]遥 无疑袁熊教授以

扎实的理论功底展现出强大的理论自信遥
二是以丰富的临床经验彰显技术自信遥 熊教授

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教育教学袁始终强调临床实践

的重要性遥 因此袁其对理论的阐发均以临床实例作

依据袁其治学研究均以临床实际为依托袁其教育教学

均以临床实践相参证[5]遥 他把 60 余年临证生涯之中

屡起沉疴的真实疑难案例编撰出版为系列临证实

录曰在教学中开创野中医临床现场教学冶袁以现场诊病

的模式进行讲学袁用一个个鲜活的临床验案诠释中

医如何攻克疑难袁用实证彰显技术自信遥
三是以高超的教学水平呈现文化自信遥 熊教授

在教学中一贯强调知识性尧逻辑性和趣味性相结

合 [6]袁不仅能条理清晰尧逻辑严谨的传授知识袁且善

用比喻尧善引案例尧善合时事袁使其教学趣味横生而

效果突出袁让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与不易掌握的临

床技术均能得到较好传授袁用高水平的教学反复呈

现出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医文化自信遥
总之袁熊教授对中医事业有着信仰般的热爱与

追求袁他以广博的学识尧突出的疗效尧优秀的教学袁激
发学习者的中医信念遥由此袁不论是其带教学生尧跟
师学徒还是听课学员袁均能在熊教授的感染下坚定

专业思想[7]遥
2 以医理彰思维袁启发专业悟性

学习中医强调野悟性冶袁而所谓野悟性冶就体现在

思维上袁因而学界历来重视研究野中医思维冶[8]遥 中医

思维袁既有取象比类尧术数推演的古代哲学思维袁又
有中医临证所强调的整体观念尧辨证论治之医学思

维遥 当然袁细究其中袁治法尧方药尧研经尧治学也各有

思维[9]遥 而在熊教授看来袁古代医家阐发理论虽借鉴

自然尧哲学尧军事等思维袁但究其本质袁仍要落脚到临

床袁因此袁中医要善于化繁为简的围绕临床来塑造中

医思维[1]遥
一是理验合参袁解析医理遥 熊教授教学善于引

经据典袁通过这种明辨学术尧解析医理说明医学实际

问题遥如熊教授解析叶素问窑至真要大论曳野诸湿肿满袁
皆属于脾冶之论[10]袁他说院叶素问窑阴阳应象大论曳提出

野在天为湿袁在地为土袁在脏为脾冶袁指出湿气通于脾

而外受湿邪则伤脾袁脾虚失运则生内湿袁故认为湿与

脾相关曰叶素问窑六元正纪大论曳提出野湿胜则濡泄袁甚
则水闭胕肿冶说明临床发现因湿而致水肿尧胀满病症

连属于脾袁故有野诸湿肿满袁皆属于脾冶之论曰进一步

结合临床所见袁脾湿肿满的确为常见病袁如脾阳虚

衰袁不能运化水湿导致肿胀而兼食少便溏尧面色萎

黄尧舌淡脉沉缓等症袁仲景以理中汤温运脾阳治太阴

虚寒腹满曰叶伤寒论窑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曳载野发汗

后袁腹胀满者袁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主之冶袁亦为

温运脾阳治胀满之法袁后世医家又用胃苓汤之类以

除湿利水袁治疗水湿浸渍发为肿胀之病袁亦是治湿

不离脾的贯彻遥 综观袁熊教授从湿与脾尧脾湿致病尧
温脾治法方药层层递进论述医理袁展现了一个理论

解析的逻辑思维过程袁引导学生从野知其然冶到野知
其所以然冶袁示范了综合分析古代医理的思维方法遥

二是举一反三袁示范活学活用遥熊教授认为古人

所传承的理论与方药袁固然经典实用袁但其行文往往

取材于临床有限的观察与运用袁不能囊括全部病情袁
故应将之视为范例袁以之为基础而举一反三的创新

运用遥熊教授在教学中常引一案以示范活学活用袁如
以五苓散加丹参治疗野忍小便则手掌胀痛冶一案袁治
疗该案袁熊教授首先辨析病位袁由叶灵枢窑经脉曳野心手

少阴之脉噎噎是主心所生病者噎噎掌中热痛冶 锁定

病位在于心经袁而进一步分析小便为肾与膀胱所主袁
由肾主水联想到水气上泛可凌侮心火致野水气凌心冶
诸症袁 再进一步排除患者阳虚水泛的真武汤证或苓

桂术甘汤证之后袁以五苓散通心阳尧利小便袁加丹参

强化通脉止痛与引药入心之效袁很快使患者获得治

愈[11]遥 可见袁熊教授依据古人理论与方证而举一反

三尧活学活用袁呈现了一个从理论到临床的逻辑思辨

过程袁以之示范了古为今用的思维方法遥
概而言之袁熊教授以中医思维为中医教育之本袁

通过在医学理论与临床实例的剖析中展示思维辨析

过程袁实现了思路与方法的传授袁启迪学生掌握融贯

理尧法尧方尧药的中医思维模式遥
3 以经典为根本袁夯实专业基础

熊教授认为不读经典尧不用经典袁就成不了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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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遥 但如何读尧读到什么程度袁结合熊教授的教学认

识则有了更为明晰的路径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袁
在大学主讲中医经典的熊教授便提出了一系列经典

研究与教学的观点[12-14]袁如提出读书要逐步达到野读
懂尧读熟尧融会贯通冶3 个层次曰学习研究有野辨释文

理袁明确医理冶野审察异同尧综合分析冶野把握理论尧联
系实际冶野参阅注本袁融贯领会冶4 个步骤曰教学上要

做到野把握关键尧突出重点冶野推敲文理尧澄清疑点冶
野分析原文尧突破难点冶野联系临床尧加深理解冶4 个方

面遥 而对于研读经典与临床实践的关系袁他又提出

野必须以临床为依据耶理解经文爷和耶阐发经义爷冶袁并
认为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袁是钻研中医古典

著作袁学习中医基本理论的重要方法之一遥由此观

之袁熊教授对于经典学习的要求主要强调两个要点袁
一是必须融会贯通袁二是必须依据实践遥

熊教授诠解野痿证冶可视为体现这两个要点的示

范[15]遥 野治痿独取阳明冶是不少人临床治疗痿证的认

识袁因此误以为治疗痿证即单独治疗阳明袁熊教授认

为不妥遥 他指出院有关痿证袁通观叶素问窑痿论曳可见

不同因机袁既有云野五藏因肺热叶焦袁发为痿躄冶的肺

热致痿袁也有野心气热噎噎虚则生脉痿曰肝气热噎噎
发为筋痿曰脾气热噎噎发为肉痿曰肾气热噎噎发为骨

痿冶的五脏病热致痿以及野阳明虚则宗筋纵噎噎故足

痿不用冶的阳明经气血亏虚致痿袁还有叶素问窑生气通

天论曳野湿热不攘袁大筋软短袁小筋弛长袁软短为拘袁弛
长为痿冶的湿热致痿曰综观可知袁五痿的发生多因气

血津液乏源尧筋脉失养袁而气血津液生化于胃尧布散

周身赖肺袁故叶内经曳提出治痿证突出肺与胃曰但实际

临床中要辨证分析袁有基于野肺热叶焦冶而用喻昌之

清燥救肺汤尧叶温病条辨曳之沙参麦冬汤及近代医家

的布津起痿汤曰有基于野肝气热尧肾气热冶辨为肝肾阴

虚而用叶丹溪心法曳之虎潜丸或叶张氏医通曳之加味虎

潜丸曰也有基于野湿热致痿冶而用叶医宗金鉴曳之加味

二妙散曰还有与野治痿独取阳明冶相关的基于野脾气

热冶而用叶医学心悟曳之五痿汤来补脾胃尧清湿热遥 通

过考据医理尧诸经互参尧理验合参袁熊教授示范了如

何融贯经典而由博返约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剖清医

理内涵并加以运用遥
可见袁熊教授对经典理论的诠解袁既能从一篇之

中审察异同尧贯穿理解袁又能在一著之中的不同篇章

纵横对举尧融贯领会袁还能进一步结合临床实践袁以
历代医家治验结合个人临床经验而真正实现理论与

临床的结合遥以经解证尧用典诠方袁熊教授在教学中袁
通过临床案例与古籍经文的互参互正袁而系统诠释

了深邃难懂的中医经典理论袁可谓野传承精华袁守正

创新冶遥
4 以临床为指规袁提升实践水平

总的来看袁熊教授所贯彻的核心思想就是野中医

的生命力在于临床冶袁他明确指出院中医药事业发展

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培养袁而中医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点又在于临床能力[16]遥 为进一步提升中医人才的

理论水平尧临床水平袁熊教授于 2014 年开创野中医临

床现场教学冶这一融合中医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的

教学新模式袁将中医传统临床诊治过程搬上讲台袁以
讲学形式进行授课[17]遥

2014 年至今袁该模式已面向本科生尧研究生尧
大学教师及社会一线临床医生开展 79 期教学培训遥
教学中袁熊教授现场诊治由听课学员中的临床医生

选送久治不愈或病症复杂的疑难病患者 10 余例袁把
医患沟通尧四诊合参尧辨析医理尧辨证选方尧药物加减

等诊治过程进行了完整呈现遥 并通过现代教育的形

式尧手段与渠道实现了带教人数规模的最大化和教

学效果最优化[17]遥 在这一教学模式的实施中袁为展现

中医真本领袁熊教授始终坚持几个原则院一是病例

典型袁选取病例必须源于学员选送的复杂疑难病

患袁由此能以学员为中心针对性教学而具有教学说

服力曰二是案例真实袁多数患者野上台即首诊冶袁禁止

弄虚作假的病案演绎袁通过即时性体现真实性袁强化

教学效果曰三是辨析医理袁始终贯彻用经典理论与方

证来指导临床实践的教学原则袁诠解病理与答疑解

惑体现理验互参尧方证合拍袁引导学员真正弄懂尧悟
透医理与病案曰四是疗效为证袁为进一步强化教学说

服力袁对来诊患者坚持随访与复诊袁由此让学员有目

共睹的看到很多疑难病在诊治过程中逐步康复遥 如

临床现场教学第 15 期之野神经纤维瘤案冶患者杨某袁
经前后 4 次诊治而肿块减小尧诸症平复曰第 25 期之

野肺癌案冶患者龙某袁经前后 3 次诊治即将其咳嗽咯

血治愈尧胸腔积液减少曰第 36 期之野小儿五迟案冶患
者何某袁历经 6 次诊治而语言复常尧四肢有力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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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本文编辑 禹纯顺冤

流利尧发长齿生等[18]遥 总之袁理论与实践结合是院校

教育与师承教育结合的核心要旨袁临床现场教学正

是这两种教学模式融合的完美呈现袁是理论如何指

导临床最好的展示遥
综合观之袁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袁临床的核心

在于疗效袁精确地辨证尧准确地选方是疗效的保证遥
熊教授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野活态传承冶袁他通过

以效为准尧以证为规尧以方为法尧方证对应尧条理规范

的教学特色与方式袁不仅实现了中医实践本领的传

授袁亦为我们指明了中医教学与研习之道遥
5 结语

除此之外袁熊教授在教育教学中还有很多观点

具有启示意义袁如他倡导学医不应囿于门派之见袁而
必须博采众长袁才能执全纠偏曰如他指出中医在临床

中不能仅凭检验结果而随意处方袁但主张借鉴西医

诊断作为参考袁同时尊重西医治疗手段曰并且他倡导

学医虽以历代医家典籍为基础袁但同样要注重现代

中医教材的学习而与时俱进等袁这些认识同样给予

我们正确的认识和积极地影响遥 总之袁熊教授在教

育教学中所呈现出坚定的专业思想与信念尧启发思

维的方法尧融贯经典的思路以及突出临证尧强调临床

的主张与做法袁均体现出他教育教学的特色与优势袁
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实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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