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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0日, 中医泰斗、首届国医
大师邓铁涛逝世，举国中医学术界深感悲
痛。正如他老人家晚年所言：生是中医的
人，死是中医的魂，邓老毕生为中医药事业
奋斗，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邓老在长期繁重的工作中，积劳成疾，
50余岁时就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等病，始终
坚持用中医治疗、养生。晚年的邓老行动不
便，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
称“广中医一附院”）设有专门医疗小组负责
其日常保健工作。2017 年 10 月 2 日，邓老
因“冠心病心肌梗塞、心力衰竭、肺部感染”
住院，医院立即成立医疗救治小组，由该院
冼绍祥院长担任组长，多科主任一起为其悉
心救治，邓老病情迅速好转。此后，邓老一
直在广中医一附院长期保健治疗。在此期
间，医务人员被这位百岁老人的人格魅力所
感染，并深深敬仰其高深的思想境界。

对岭南中医事业的自豪感

邓老1916年10月出生于广东开平一个
中医世家。1932—1937 年，就读于广东中
医药专科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40 岁的邓铁涛就
被广州中医学院招收为第一批教师。邓老
长期从事医、教、研工作，先后在中国医学
史、各家学说、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
中医内科学等多个教研室工作，历任广东中
医药专科学校、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
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届药品评审委员
会委员，中华医史学会委员，广东省第四、五
届政协委员，广东省及广州市科委顾问，中
国中医药学会理事会顾问，中国中医药学会
中医理论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
会广东分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广州中医药
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医药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晚年，邓老常常向弟子们回忆说：“1956
年，当时广中医一附院的前身就在三元里村
边上几间简陋的平房里。1964年才在现在
的地方兴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并成为全国知名的现代化三级甲等综合性
中医院。三元里是我长期生活工作的地方，
我和她有着深厚的感情，现在我年老有病住
院，选在自己的医院，这叫‘自信’。”2004年
广东省 10所大学搬迁至番禺区大学城，年
近九十的邓老欢欣鼓舞，学校占地面积、办
学规模、办学专业扩大了。2011年，邓老年
事已高，为了工作方便，他建议学校把他亲
手创立的“邓铁涛研究所”转由广中医一附
院管理，并且把学术研究重点放在广中医一
附院的心血管病、脾胃病(含肌肉病)方向。

提起“广中医”，邓老具有一种自豪感。
他曾说，中医起源在黄河，发展在长江，振兴
在珠江。近些年，岭南中医事业在广东省建
设中医药强省的战略方针指引下取得跨越
式的进步。广中医一附院的医疗总业务量
在全国名列前茅。在 2003 年抗击“传染性
非典型肺炎”的战斗中，广中医一附院作为
广东省中医治疗非典专家组组长单位，成功
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愈73例确诊非典型
肺炎病人，取得了“抗非”战役的“三零”（零
死亡率、零院内感染、零后遗症）战绩。

近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作出
重要批示，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各
项工作，希望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在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我们把习主
席的讲话视频播放给邓老看，邓老备感鼓
舞。邓老对前来看望的校领导张建华书记、
王省良校长、广中医一附院冼绍祥院长感慨
地说，中医也要改革开放！

与时俱进创“双五”理论

邓老是一位临床大家。几十年来，邓老形
成的理论学说最大成果是“双五”理论，即“五
脏相关”“五诊十纲”。他讲到，仅仅用传统的
五行学说（自然界的五种元素及其相关性）不
能完全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疾病诊治规律
及转归，逾越不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篱笆。“五脏
相关”，是强调在临床实践中要用全面的、系统
的、联系的、变化的观点去认识疾病、分析病情，
从而正确辨证论治。它既符合中医整体观，又
符合中医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符合中医“仁
学”理论和不断临床实践所得出的理论医学。

邓老在晚年另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

“五诊十纲”，并将其引入中医临床。结合现
代的科技进步，采用西医查体、理化检查等手
段作为临床辨病辨证内容，将传统中医四诊
发展为现代中医“望、闻、问、切、查”五诊；结合
传统中医治未病及现代预防医学之思想，在
八纲的基础上加入辨“已未”来规范“已病”
及“未病”的诊治。不仅丰富了中医辨病辨证
内容及中医诊断学体系，也为现代中医临床
发展方向提供了新思路。邓老亲笔题词：“五
诊十纲”是中医诊断学的发展与传承。2011
年，邓老亲自为人民卫生出版社题词：“传承
中医药文明，创新中医药事业”，勉励参加国
家“十二五”规划教材的全体编写人员。

广中医一附院几位同志在邓老身边做
保健工作期间，经常使用邓老的益气除痰方
法为邓老保健调养，有一次，大家跟邓老开
玩笑说，“我们用‘邓氏温胆汤’治疗邓老，可
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邓老笑
答，“说明你们跟我学得不错！”又一次，邓老
进食后则腹胀、呕吐，一线的值班医生考虑
高龄老人脾虚、胃气上逆，使用胃动力药，症
状依然没有改善。邓老批评说，你们要多思
考用中医方法、多使用中医方法、多推广中
医方法，包括外治法。于是值班医生马上使
用邓老的经验方柿蒂止吐汤，加上艾灸足三
里、中脘、天枢，效果十分明显。一位青年中
医说：“中医的土方法真有效！”邓老马上纠
正：“不是土方法，而是老方法，要自信！”

进入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心血管医
学影像技术日新月异，发展了心血管介入等一
系列新技术。面对这些新技术，在充分论证基
础上，医院依靠自主技术力量、自我培养、自力
更生，率先在全国中医系统开展介入新技术。
邓老认为X线技术、超声波技术等是新的技术
革命成果，是中医望诊的延伸。在治疗决策上，
邓老强调要注意发挥中医在预防支架内再狭
窄、支架内血栓等并发症中的作用。经过8年努
力，中华中医药学会介入心脏病学分会已正式
成立，并且大力推动“五诊十纲”理论的实践。

做好传帮带助中医药腾飞

2009 年 10 月，广州中医药大学又迎来

“建优迎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科学教研室（大内科）的人才培养工作是迎
评的关键环节。为制定内科青年医师的培养
计划，冼绍祥院长带领教研室团队一起拜访
邓老，征求对培养计划的指导性意见。

94 岁的邓老虽是耄耋之年，但仍鹤发
童颜、目光炯炯，慈祥的面庞带有几分深
邃。在听取内科青年医师培养计划之后，首
先肯定培养计划是中医发展的头等大事，并
指出要继承发展真正的中医，就一定要培养

“铁杆中医”。他强调，“铁杆中医”要从青年
抓起。青年中医必须端正思想，树立信心，
要相信中医是科学、有效的。并且，科主任
及中年以上的专家应该起带头作用，思想先
行，学习经典及各家学说。临床疗效是中医
的生命线，临床科主任要“时时讲中医，处处
用中医”，为青年医师树立榜样。中医药人
才培养要院校教育与师承模式相结合，老一
辈专家要做好传帮带。

讲到中医的科学观，邓老谈笑间旁征博
引。他指出，中医学是理论医学，不是一般经
验医学，更不是雕虫小技，是信息医学。例
如，中国古代没有“非典”这种病，但是我们可
以根据中医理论，对“非典”的临床表现进行
分析，按照中医传染性温热病的传变规律，施
以中医辨证论治。邓老认为，20世纪的西医
理论是机械唯物论，某种程度上是实验医学，
实验模型大多忽略了心理、社会等因素。而
21世纪医学模式已经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单一的实验医
学必然会被多维的信息医学所取代。

邓老说这番话已过去十年，但依然常听
常新。邓老晚年时，令他感到欣慰的是：
2017年7月1日，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医药法》正式施行。他老人家说，21世纪
是中医药腾飞的世纪。现在党和国家政策、
法律、法规都健全，中医药腾飞就要依靠人
才培养了。

身体力行弘扬仁心仁术

邓老生前的座右铭“仁心仁术乃医之灵
魂”，他老人家不仅倡导并身体力行地实践

了，还用来经常教导学生弟子。最令人感动
的是，邓老在遗嘱中写道：“我能留给儿孙最
大的遗产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徐向前元帅生前曾给邓老的题词“心底
无私天地宽”。邓老家乡广东省开平市人民
政府敬赠给他老人家的题匾是“恫瘝在
抱”。邓老结合自己从医生涯与养生之心得
体会说：“养生先养心，养心必养德”。他老
人家亲笔挥毫“仁者寿”。邓老一直把这几
幅书法悬挂在自家的客厅里。

20 多年前，邓老听说家乡开平市月山
中学的学生住校宿舍紧张，他与老伴一起捐
款 30万元，建学生宿舍楼。并以老伴的姓
名命名为“林玉芹楼”，由月山镇人民政府立
碑。该楼共 6层楼，每层 10余个房间，解决
了近600名学生的入住问题。

邓老从 1993年开始在广州中医药大学
设立奖学金奖励成绩优秀的学生，至今 26
年。又设立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基金，目
前已经资助71个课题金额共83万元。主要
是鼓励青中年中医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并
且作为校级课题铺垫，利于青中年中医师进
一步申请省级、国家级科研课题。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上午，首届“北京中
医药大学岐黄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中医药
大学隆重举行。邓铁涛教授和屠呦呦研
究员被授予首届“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
奖”，以表彰他们为发展中医药事业、造福
人类健康作出的巨大贡献。该奖项设立
高额奖金，北京中医药大学是希望将其打
造成如同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负责评
选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设立的普利策新闻奖那样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奖项，充分展现民族自信，进
一步引领中医药高等教育，推动中医药走
向世界。

当得知获奖消息，邓老动情地说，岐黄
乃中医称谓，亦是中医学术渊源。彷徨几十
年的中医可说已走在大路上，就看现代中
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他科学家
们的努力了。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天，
远大光明，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2018年 2月 6日上午，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举办了一场简单而隆重的捐
赠仪式。仪式上，102 岁的邓老精神矍铄，

亲自将其获得的首届“北京中医药大学岐
黄奖”奖金悉数捐出，用于支持医院深入开
展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和重症肌无力的
科学研究。冼绍祥院长代表医院接受邓老
的捐赠奖金，感谢邓老对广中医一附院的
殷切期盼，表示医院将用好这笔资金，不负
期望，不辱使命，大力弘扬邓老仁心仁术精
神。

对人生自然规律泰然处之

晚年的邓老，自身几乎很少受到病痛的
折磨。这也许与邓老毕生“养生先养心，养
心必养德”有关。人们常言：积善成德，必有
宏福。

2017 年中秋节后，时年 101 岁的邓铁
涛教授服从组织安排，入住广州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病科调养。医院全
体医务人员在冼绍祥院长安排下，承担起
邓老诊治重担。医护人员为邓老晚年安康
尽心竭力，不仅因为邓老是国医大师而恪
守职责诊治看护，更重要的是被邓老人格
魅力所感染。

2018 年下半年，邓老反复对身边的人
说几句话：一是“置生死于度外”，源于他对
中医坚定的信仰，他说中国共产党五代领导
人都支持中医，这些大的问题都解决了，生
死对于我又算得了什么呢？二是“问心无愧
方乃真君子”，君子坦荡荡，邓老为党和人民
中医学事业奋斗终身，仰不愧于天，俯对得
起地，中培育中医英才无数。三是“为人民
服务”，邓老常说“恫瘝在抱”，把患者的疾苦
像自己的病痛一样放在心上，这就需要“为
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

2018 年 12 月 8 日，邓老因“肺部感染、
心力衰竭”而心脏骤停，医院迅速成立由冼
绍祥院长担任组长，15 位专家组成的救治
小组进行积极的抢救。而后进入 ICU监护
治疗，上机械呼吸机4天，第五天顺利拔管，
邓老没有太多的痛苦。在气管插管期间，邓
老要求身边特护护士读《中国共产党党章》
给他听。转入心血管科CCU期间，他要求
播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录音，鼓舞他尽早拔管、战
胜疾病的意志和信念。

2019 年 1 月 7 日，邓老再次“肺部感染
合并心力衰竭”，并出现“频发室性心动过
速”而转入CCU抢救。弥留之际，他多次用
微弱的语音与颤抖的笔，向在场的医护人员
及亲属表示：不要做得不偿失的事！家属也
多次召开家庭会议，认为邓老毕生为中医奋
斗，已度天年，必须遵邓老意愿，保守治疗、
顺其自然。2019年 1月 10日 6点零 6分，邓
老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对于人生的“死”，邓老泰然处之。他老
人家生前已经安排好，告别仪式上的挽联，
上联写“生是中医的人”，下联“死是中医的
魂”，横批“铁杆中医”，并且要求不要播放哀
乐，而是播放乐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邓老
说，今生是中医，来世到那遥远的地方，他还
是做中医！

“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是中
医腾飞的世纪。”这是邓老几十年前就开始
的最大的梦。“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
天，远大光明，彷徨了几十年的中医可说已
走在大路上。我们任重而道远......”斯人已
逝，但邓老亲切有力的话语仍在我们的耳边
嘹亮回响，我们要把邓老的精神继续传承下
去，直到成为现实的那一天。

愿岐黄薪火传承，中医学术生生不息。

邓老晚年，我们陪在他身边
□ 方 宁 吴 伟 张秋霞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4年教师节当天，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冼绍祥看望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共商中医人才培养。

2009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庆祝邓铁涛教授获评首届“国医大师”称号，在医
院建造了具有岭南建筑特色的“国医大师”亭。

冼绍祥院长看望慰问邓铁涛教授。

向邓铁涛学习•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