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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友生教授中医教育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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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著名老中医万友生教授#不仅是优秀的中

医理论家$临床家#而且是卓越的中医教育家%他在

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通过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他忠诚于党的中医教育事业#以德立教#率先

垂范#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精神#至今都催人奋进%

在他的带领下#江西中医学院热病教研室形成了一

支杰出的教师团队#培养了如王鱼门$肖德发$陈瑞

春等许多既精于伤寒教学#也精于温病教学的$深受

学生欢迎和好评的老师#为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我于
")*)

年调回母校任教时#因为在基层工作

了十多年#&中医内科学'上所有的病证我几乎都接

触过#&伤寒论'方在临床上颇能运用自如%原想分

配到中医内科教研室或伤寒论教研室工作#但因工

作需要组织上安排我到中医基础教研室#虽然未能

如愿#也愉快地服从分配#开始了紧张的备课#积极

准备开课的工作%当时#我曾多次请教万老(怎样才

能备好课) 讲好每一堂课) 万老只是平和地说#首

先要掌握教学大纲的要求#把必须掌握的和一般了

解的内容区别对待#这是备课的指导思想#也是备好

课的前提*其次#对学科教材要娴熟于胸#只有熟练

地理解和掌握了教材内容#才能备好每一堂课*再就

是针对不同的听课对象#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

施教%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如你现在要上的

中医基础理论课#面对的是刚进大学的新生#他们刚

刚结束高中学习#对现代数理化掌握了一定的知识#

对古代文史哲$阴阳五行知之甚少#而且学习中医的

兴趣未必强烈%你讲课#只能是讲清讲好中医的基

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切忌过多讲临床经

验#原因是他们刚刚进中医学院开始学习中医#什么

也不懂#讲多了会消化不良#等到他们慢慢地懂了一

些中医的知识后#再适当增加一些临床经验#可以增

加他们学习中医的兴趣%,我按照万老的经验去做#

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万老对板书是很看重的%他还对我说(+书法也

很重要#是一个人的门脸%老师的书法一定要好#所

以学中医一定要练书法#字写得好#能吸引同学的注

意力#也能得到同学们的信仰和称赞%过去#很多中

医名家的处方#都被保留和收藏#因为书法实在好%

板书时#讲课的大纲小目写在左边#临时板书写在右

边#只能抹掉右边的临时板书%每一位有经验的老

师都应该注意这些#不要以为它是小事%,同时#万老

还要我经常听有经验的老师上课#学习人家的经验#

取长补短#并提供了一些他认为讲课水平较好的老

师名单给我%记得我刚到学院#听了很多老师上课#

象讲授中医内科学的杨扶国$钱正贤*讲授伤寒论的

王鱼门*讲授温病的肖德发*讲授金匮的张崇$伍炳

彩*讲授中医基础的李木森$魏江和程淑娟*讲授内

经的邓必隆等老师的课#我都从中学习了不少的教

学方法和经验#受益匪浅%同时也体会到#中医教育

事业发展很快#学院老中轻三代老师都讲得很好#与

当年我们在老中医学院听课#不可同日而语%也无

形中给了我很大压力%心中暗想#不加倍努力#恐怕

会跟不上%因此我的讲稿#改了又改#红笔改了#又

用蓝笔改#密密麻麻#到了后来补充新资料已加不进

了#还夹了很多卡片%按照万老的说法#就是不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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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历,#常讲常新%这给我后来对进修班$本科毕

业班$研究生班和留学生班讲课#打下了一个较好的

基础%记得
")#"

年春季#教研室临时分配我给
**

级本科结业班讲&中医各家学说'#因为当时北京中

医学院任应秋教授编写的教材刚刚到#我院讲&中医

各家学说'的老师去北京中医学院参加教学研讨班#

留下的老师不够开课#系里决定从各教研室抽出老

师讲相关内容%又听说
**

级毕业班学生对老师上

课要求比较高#前不久硬是提意见换下了两位老师%

说真的#当时我心里还真有些发怵%一是刚来学院

不久#上课时间短#教学经验不足*二是教材拿到手

没有一个月#准备时间不多#怕讲砸了#下不了台%

但是我想起万老的教学经验和谆谆教诲#反复研究

任老编撰的教材#精心准备了几个专题#不重复中医

基础和中医诊断学所学过的内容%课讲下来#收到

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同学们都反映讲得好#我大大地

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自言自语说#总算过了一

关.

万老的中医教育思想还表现在#针对不同的学

员#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如函授班#都是在职中医#

以自学为主#集中听课的时间很少%所以万老在编

写&伤寒论'函授教学辅导材料时#总是资料翔实#内

容丰富#让函授学员有更多的内容学习%

")+%

年给

厦门大学海外函授学院编写&伤寒论讲义'#字逾百

万#是万老早年研究&伤寒论'心血结晶%为写这本

教材#万老夙兴夜寐#抱着病弱之身!当时因三年自

然灾害#营养缺乏#工作任务重#操劳过度%患下+甲

状腺机能亢进症,#体重只有
#$

余斤%南昌盛夏#堪

称火炉#他挥汗如雨#打个赤膊"笔耕不辍%可惜+文

革,期间#废于一旦%万老也为江西中医函授教育撰

写了几十万字的教学辅导资料#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函授教育主要是看教学辅导资料#资料内容越

多#学习参考价值越大%

又如给西中班讲课#对西医同道的一些模糊认

识#要讲清中医的道理%如
")!#

年的江西首届西中

班#有的学员说#中医讲脾胃是后天之本#有胃气则

生%我们西医把脾胃切除了#按中医理论没有脾胃#

就没有了后天之本#人就活不成#而我们给病人切掉

了脾胃#病人不但没有死#还活得很好#怎么理解)

万老说#中医的脾胃和西医的脾胃虽然名称相同#但

实质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中医的脾胃不单是解剖学

概念#更重要是生理病理学的概念#中医的脾胃包括

西医消化系统$造血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的

功能#岂止是一个西医解剖学的概念%西医切除的

脾胃只是解剖学上的脾胃%又如有的学员说#白虎

汤中有粳米#一煮岂不成了一锅粥) 怎么能够治疗

+五大一黄,的阳明经证) 万老说#白虎汤中粳米协

助石膏知母清热生津的同时还有益胃作用#有护正

的意思#且有一定的分量#不会煮成粥%

上世纪
*$

年代末#万老应邀去贵阳中医学院给

西中班讲&伤寒论'#当时担任接待工作的研究生#现

在是深圳市某区的副区长#他对我说#听万老讲课简

直是一种享受#连他助手的辅导课都讲的非常捧%

我说他当年的助手已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中医学

会常务理事$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著名的&伤寒论'

专家%

")*+

年至
")*)

年#万老四上北京为全国中医

研究生班讲课#针对高水平的研究生#万老把毕生研

究中医的心得和经验#整理成几个专题#如&讨论八

纲$六经$三焦$卫气营血和脏腑经络辨证论治之间

的内在联系及其不可分割性'$&欲识厥阴病#寒温合

看明'$&略论阴火与甘温除热'$&关于继承和发扬中

医学术问题'$&略论热病学说源流'$&少阳在六经中

的位置问题'$&尚论寒温#昌明绝学'等#很受研究生

的欢迎和好评#对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和繁荣作出了

贡献%当年的北京中医研究院首届研究生#现代著

名中医专家何绍奇教授
%$$!

年
!

月从香港浸会大

学来深圳#对我们说(+万老是治学严谨的中医专家#

是诲人不倦的中医界泰斗#我非常怀念他当年给我

们上课的情景%,谁知一个月后的
*

月
*

日#何教授

在香港猝然辞世#此语竟成绝响#令人痛惜. 又#国

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

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琦教授#也是当年北京中

医研究院首届研究生#听说要开万友生教授学术思

想研讨会#

%$$+

年
#

月从国外飞抵深圳作学术讲座

时#专门带来
")#%

年在南阳首届仲景学术会上与万

老的合影#以及为万老学术思想研讨会的题字(+寝

馈歧黄甲子勤耕不息#合论寒温热病独树医林.,对

万老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赞叹不己%

万老是当之无愧的$著名的中医教育家%他的

教育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后人%学生不才#学识肤浅#

挂一漏万#未能反映万老教育思想全貌#深感惭愧%

中医的振兴和发展在于人才#人才的培养在于

教育#教育之本是老师%如果中医拥有一支象万老

这样的教师队伍#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愿万老的教育思想和精神风貌在后一辈心中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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