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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就要努力当会看病、看好病的医生，只

有你们拼命学，才能把中医救命的技术传承下去。

我最高兴的事，就是有一天你们的医术能超过我。”

“提升能力很重要，离开检测机器，只通过望闻

问切，你们要有能力临证问诊。但同时，你们更要

有涵养品行，学习中医药首在爱国，要孝顺长辈，有

决心，有医德，做到大医精诚，仁心仁术。”

听着师傅的谆谆教诲，实验班的徒弟们也很

争气，寒暑假、节假日，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他们

都紧跟留老师学习脉理知识，把脉、艾灸、针灸等

中医治疗方法，并参与到临床实践之中。

课堂上，为了检验学习成果，在留老师的指导

下，有同学正在给一位男士开展艾灸、针灸等实践

训练。另一边，还有同学为几位志愿者“病人”切

脉，准确率令人称奇，“他们切脉很准，结果和我的

体检报告基本一致。”

“刚开始我对中医的疗效也半信半疑。但经

过留医生的调理，我的身体状况不断好转，渐渐对

中医关注起来。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早日成

才。”其中一位志愿者吉女士对记者说，这一年来，

她感受到同学们的快速成长，“刚开始，他们把脉

不太自信，很多时候要向留医生请教，现在不管是

把脉还是针灸或艾灸，进步很快，效果很好。”

目前，首届实验班的学生已经能够通过脉诊

辨别五脏六腑及机体健康状况，并在留小忠教授

指导下开展针灸、艾灸等养生保健活动。

刚开班的第二届实验班同学们，更多的则是

兴奋和期盼。学生陈子安表示，将珍惜学习机会，

背诵古书，研读医案，重视医德修养，不辜负老师

的培养。

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黄文秀表示，创新

中医师承教育模式和路径，是学校建设一流中医

药大学的重要抓手。“留小忠师承实验班”开设近

两年来，成效显著，下一步将总结经验，并积极做

好推广，努力打造中医师承教育的浙江样板。

令人称奇的望闻问切准确率

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一个手法、一

柱艾灸⋯⋯便能解决很多常见病，甚至

是疑难病。中医药蕴含着不少绝技，过

去曾靠师徒口传心授、代代传承。

现如今，在人才培养机制上，怎样才

能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守正创新，把老中

医的老手艺传承发展下去？近年来，高

校开展师承教育试点的呼声日渐增多。

“从新生开始，加强师承教育，使我

们的人才培养，更符合中医药学生发展

的规律。”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黄文

秀表示，学校将中医传统师承教育与院

校教育有机融合，推行了全员全程中医

师承教育改革，而设立“留小忠师承实验

班”更是一次师承教育探索。

传统的师承教育中，教者言传身教，

传道、授业、解惑；学者侍诊于师，耳闻目

染。师授徒承，留小忠教授对这类教育

方式并不陌生，“我自己也是一名师承教

育的获益者，从小接受父辈师承教育，才

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

留小忠教授认为，自古以来，中医师

承教育就是中医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师承，承的其实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

的中医精神和思想内核。我始终觉得，

师承是我们与先辈‘对话’的一种方式，

也是千百年来中医人走过的学医之路。

在一次次‘对话’中，才能领悟大医精诚、

止于至善的精神内核，中医药殿堂的大

门才会向我们开启。”

培养中医药人才的重要途径

实验班开起来了，师承教育怎么开展？

留小忠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既要守正，

也要创新，这两件事，我们都要做好。”

平日里，留老师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熟读经

典与临证问诊必须两不误，一些看似“简单而枯燥”

的训练要不断练，“有些苦是一定要吃的，现在的孩

子都聪明，我挑学生，更看重人品，以及吃苦耐劳的

品性。精湛的医术并非一朝一夕可以习得，必须肯

下苦功，摒弃杂念，安神定志，沉下心来研习技术，学

医一定要百分百地投入。”

实验班的严苛程度，从班级人数变化上就能

看出一二。这个班创新了学生选拔方式，打破专

业限制，首届班级最初有近千名学生报名参选，初

选、笔试、面谈三个遴选环节后留下71人，学习过

程中又不断考核淘汰，两年后只剩17人。

此外，实验班的学习方式很独特，强化独具古中

医特色的灯芯草把脉、打坐、呼吸法、指力等训练。

现场，6 名学生并坐一排，通过按住漂浮在

油上的灯芯草进行练习，以此来提高切脉的指

力、稳定性，这是“灯芯草切脉训练”。

学生程倩倩对记者说：“漂浮在油上的灯芯

草很轻很滑，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三个手指排成

一线，不能让手指碰到油，也不能让灯芯草飘

走。刚开始练，手都会抖，心也会烦躁起来，静

心反复练，切脉的稳定性有了明显提升。”

同个教室里，放着四个蓝色的大水桶，里面装

满清水，水上漂浮着葫芦瓜，同学们拿着一根细如

发丝的针灸，对葫芦瓜进行扎针练习，这是“葫芦

瓜扎针训练”。记者动手尝试了一下，针扎下去，

葫芦很容易漂动，想扎进去非常难，需要注意力和

定力十分集中。

经过两年潜心学习，对于这些训练，首届实验

班同学已经驾轻就熟，脉诊、灸法、针刺技术基本

功扎实。同学们说，在面对面的师承教育中，他们

一点一滴提高着自己的技能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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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只休息7天，日复一日研读医学典籍，进行呼吸法、指力等训练，

开展涵盖脉理、望诊（手、面、舌）、针灸、艾灸、推拿、汤药等方面的中医理

论与实践学习⋯⋯这样艰苦的求学生活，林修齐已经坚持了近两年。

2021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引进民间中医名师留小忠为特聘教授，设

立“留小忠师承实验班”（以下简称实验班），深化师承教育改革探索。

“扁鹊师从长桑君，张仲景师从张伯祖，李东垣师从张元素等，所谓

‘古之学者必有师’。”林修齐说，“我们实验班的17位同学是幸运的，留老

师手把手、面对面地指导望闻问切、针灸推拿、临证问诊，实现了从基础理

论到临床实践的快速成长。”

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如同林修齐一般求知若渴的青年越来越多。上周

六，第二届留小忠师承实验班开班仪式，吸引了大量学生报名参与遴选。

那么，为何进行这样的师承教育试点和教学改革？中医药师承教育，

到底师承什么，怎么师承？我们前去一探究竟。

本报记者 陈素萍 通讯员 史晓琼 林伊利 马良本报记者 陈素萍 通讯员 史晓琼 林伊利 马良

大学生拜名医为
打造中医师承教育的浙江样板，浙中医大“留小忠师承实验班”成效初显打造中医师承教育的浙江样板，浙中医大“留小忠师承实验班”成效初显

耳濡目染中 教
师

留小忠教授在授课留小忠教授在授课留小忠教授在授课

灯芯草切脉训练灯芯草切脉训练

承承

留小忠教授指导学生针灸临床实践留小忠教授指导学生针灸临床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