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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之路上不停求索在医学之路上不停求索在医学之路上不停求索在医学之路上不停求索
———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医大师阮士怡教授百岁华诞—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医大师阮士怡教授百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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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阮士怡教授，1917年2月生，河北省丰南县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天津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
1946年6月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

作导师，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天津市名中医，荣获天津市卫生系统“伯乐奖”。

阮士怡教授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70余年，是我国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开拓者，
推动了天津中医、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分化与发展，创建了天津中医、中西医结合学科心
血管学科、老年病学科。他倡导并组织了中医药科学研究，提出了“心—脾—肾三脏一
体”整体观防治心血管病及老年内科疾病，创造性地提出“益肾健脾、软坚散结”法防治
动脉粥样硬化的设想，并开展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先后获得省部级科学进步二等奖3
次、三等奖5次；参与研制了补肾抗衰片、降脂软脉灵Ⅰ~Ⅳ号、新生脉散片、活血保心
丸、粘脂饮等中药制剂8种，其中上市一种。撰写专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34篇，科普文
章65篇；培养研究生数十名，如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

国医大师阮士怡教授从事中医、中西医
结合事业70余年，是我国中西医结合领域的
开拓者，他推动了天津中医、中西医结合学
科的分化与发展，创建了天津中医、中西医
结合心血管学科、老年病学科。他倡导并组
织了中医药科学研究，提出了“心-脾-肾三
脏一体”整体观防治心血管病及老年内科疾
病，创造性地提出“益肾健脾、软坚散结”法
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并开展了系统而深入的
研究，多次获得省部级科学进步奖。现仍然
工作在临床第一线，在96岁高龄时任全国首
批名老中医传承博士后的指导老师，98岁荣
获第二届国医大师称号。为中医、中西医结
合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日寇侵华 弃工学医

阮士怡叔祖父阮鹤庭是当地知名的郎
中，父亲则经营着一家中药铺。儿时的阮士
怡喜欢课余时在父亲的中药铺帮忙，他总是
被整面墙的中药柜所吸引，父亲注意到了阮
士怡的兴趣，时常为他讲解一些中药材知
识。从小的耳濡目染，阮士怡逐渐在脑海中
形成了对中医、中药的初步认识。

上世纪 20年代，时逢军阀混战，阮士怡
被迫辍学，但爱读书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学
习。后来，他参加北京高中数理化会考，以
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工学院及辅仁大学
两所学校同时录取，当时崇尚理科的他毅然
选择了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就学。

正当他专心攻读工学专业时，日寇全面
发动侵华战争。阮士怡反思：“国难之时如
无强健体魄，何以御外侮强敌？”于是，他毅
然放弃了工学专业，于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医
疗系，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

毕业后，阮士怡辗转天津多家医院，从
事西医内科临床工作近 10余年。但他心中
却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研
习中医。正如林语堂曾经说过的话：“梦想
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
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
事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
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38岁的阮士
怡，带着自己那颗幼年种下的梦想种子，奉
调协助天津市市立中医医院的建院工作，全
心投入到他喜爱的中医事业中。

组建医院 创建学科

1955 年奉调协助天津市市立中医医院
(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前身)建院
工作，从此他一生都在为中医医院的建设发
展而奋斗。

阮士怡先后拜天津名中医赵寄凡、陆观
虎为老师，随师侍诊，深得老师的教诲，受益
良多。在跟随老师的临诊过程中，对老师的
临床诊治感受深刻，对祖国医学的经方治验
颇有心得。如阮士怡经常说：学习中医就应
遵循老师常讲的“审证求因，从因施治”的治
疗原则，临床诊病时要善于辨证求因论治，

以治其本。阮氏继承了赵寄凡、陆观虎老师
用药轻灵，遵守经方，从不大方大剂的临证
用药特点，处方用药精而效好。

阮士怡教授成了“学中医而探骊得珠
者”。探骊得珠，本意指人入险境而求得珍
宝。阮士怡放弃了原来的西医岗位，在一条
前途未卜的路上摸索，确实要冒一定的风
险。1964年，为了更好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
学，阮士怡主动要求参加了天津市第三期

“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始在中西医
结合道路上求索，一生矢志不渝。两年的学
习期间，他全面精读了中医基础理论，潜心
研究中医古籍，虚心求教，深得系统学习之
益。从此“……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
治已乱治未乱……”“……邪之所凑，其气必
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治病必
求其本……”，成为阮士怡教授临床治疗及
科研的指导思想。

“每次我读中医经典，都体会到两千多
年前古人能撰写出如此巨著，实在叹为观
止。”阮士怡教授将这些理论作为指导临床
治病的“道”，在他看来，这是现代医学所不
及的。

1968 年，建院工作刚刚步入正轨，“文
革”开始了。当时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
度的影响，许多知名中医专家深受打击。被
免去了医院各项职务的阮士怡教授却给自
己安排了一项“工作”——静下心来学习和
研究中医基础理论。那时候，他总是偷偷挑
灯夜读，还拜访了当时天津市几位名老中
医，不断丰富自己的中医理论和临证实践能
力。

“文革”结束后，阮士怡又被任命为天津
市市立中医医院内科主任，主管内科诊室及
病房建设。1979年，阮士怡教授创建了天津
中医、中西医结合心血管与老年病学科，推
动了中医、中西医结合学科分化与发展。

1982年，天津中医学院成立了中医研究
所，他任副所长及心血管病研究室主任，建
立了实验室，运用现代医学方法和科学手段
研究传统中医药学，成为当时天津市最早开
展中医药科研工作的单位。2008年，由他筹
建的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
科获批承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冠心病中医
药临床研究基地”建设任务。2012年，天津

中医药大学“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研究”
团队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

临诊不辍 宅心仁术

阮士怡教授学贯中西，理论联系实际，
不仅运用中医辨证施治，也借助现代科学手
段穷究病因，审因论治，中西结合，临床疗效
显著。从医 70年来，其精湛的医技、便廉的
处方、突出的疗效和对患者发自内心的关
怀，让每个患者都感受到阳光般的温暖。

如今阮士怡教授已是鲐背之年。本来
可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但99岁的他仍坚守
着从医 70多年的信念，把患者视作亲人，仍
然坚持每周出门诊亲自为患者把脉开方、会
诊重症、解惑疑难。经他诊治的患者以数十
万计，他高超的医技、高尚的医德和先进事
迹屡见报道。阮士怡坦言：“许多人都劝我，
这把年纪应该享享清福了，其实对我这个给
人看了一辈子病的大夫来说，每当看到病人
见好时，就会感觉这种工作是自己的一种福
分。”每次坐诊时，阮士怡还要让他的学生们
在实践中感受医德。他常常在讲方子的同
时，强调做医生要有父母心，医德和医术同
样重要。即使遇到那些不常洗澡、换衣的老
年患者，阮士怡也从来没有嫌弃过，照样会
细心问诊。他总说，医生不能挑患者，更不
能躲患者、嫌患者。

有的患者由于情绪郁结，急于倾诉，阮
老总是在百忙之中耐心倾听，从不打断；阮
老在治疗中注重心理疗法，劝慰常常心态不
平和易怒的病人。他在开发药品的过程中
发现，不管是养心、护心还是养生，在用药的
同时还要补养“正气”。阮士怡说：“不妒忌，
不生气，就能保持气血平顺；多行善，多助
人，心情自然开朗。”阮士怡表示，其实许多
患者因长年患病而心情压抑，即使再好的药
见效也会缓慢。所以他常会在给患者开药
方时，多劝几句，让他们心里开朗，引导患者
心平气和。每有经济条件差的患者就诊，阮
士怡总是予以方便，尽量减少他们的经济负
担。

精研创新 普惠大众

阮士怡教授以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
病、老年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形成了稳定的
研究方向。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他就倡
导并组织了中医临床科学研究。倡导“益气
养阴”法治疗冠心病，创立了“益肾健脾、涤
痰散结”法干预老年内科疾病，提出了“软坚
涤痰强心”法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参与研制
了补肾抗衰片、651丸、降脂软脉灵Ⅰ~Ⅳ号、
新生脉散片、活血保心丸、粘脂饮等中药制
剂 8 种，其中上市 1 种；倡导中医舌诊客观
化，开展了舌诊客观化研究，发现了舌下络
脉与年龄、病种及中医证候之间的变化规
律，揭示了舌下络脉与中医瘀血证的内在联
系，总结了心肌梗死患者舌像演化的客观规
律。先后获得省部级科学进步二等奖 3次、
三等奖5次，市卫生局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3
次，撰写专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34篇。

虽已过鲐背之年，仍笔耕不辍，先后在
《老年时报》《开卷有益，求医问药》《家庭中

医药》等发表科普文章 60余篇，传授了疾病
预防理念，使中医“治未病”的理念深入人
心。在繁忙工作之余常常接受《天津日报》、

《今晚报》等媒体采访，细心、生动地阐述百
姓所关心的健康问题，教育民众认识疾病，
治疗疾病，尤其是注重预防。

学术放任 传承有道

阮士怡教授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传承工
作，奉行“将毕生所知所学授予好学求知之
才”的理念及“学术放任、鼓励实践”的教学
方式，授业解惑，传承有道，因材施教，倡导
学术自由及鼓励技术创新。他先后带教的
13名研究生和数十名“师带徒”医生，都已成
为国内外生命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
物，在教学、临床及科研领域中发挥着骨干
作用，如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
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北京大学王学美教
授、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张
军平教授、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院
长郭利平教授、美国西奈山医学院附属泽西
医学中心祝炳华教授、美国荷思瑞健康顾问
机构医学总监韩煌教授等均是他的高足。

他无私奉献，育人育才，至今仍坚持不
懈，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毕生学术经验传承于
后辈，并在 96岁高龄，时任全国首批名老中
医传承博士后的指导老师，为培养更多的中
医人才贡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
院长张伯礼院士在忆述阮士怡教授对他的
启蒙时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
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
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
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是孔子
学生颜渊对老师的评价。我熟悉这段《论
语》摘句，不仅是因我的名字出典于此，而且
它是我对导师的由衷心声”。

国医大师 百世流芳

2014 年 10 月 30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
同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第二届国医大师座谈
暨表彰大会，包括阮士怡教授在内的29位同
志被授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享受省部级先
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待遇。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座谈会并
亲切接见了与会的国医大师，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局长王国强为阮士怡教授颁奖。

获得国医大师称号后的阮士怡教授并
未停止对医学的求索。他说，虽然我岁数近
百，但为病人看病是我终生的职责所在。中
医药能帮病人解除疾苦，我的生活也离不开
它。作为一个医生，毕生都离不开病人。我
希望将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多培养学生，多为病人解除病痛，这就是我
晚年的最大快乐。

百岁寿诞，阮士怡教授描述了他的中国
梦，他希望加快开办老年病中医医院，他认
为中医在治疗老年病上有系统的理论,在临
床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按照老年人的体
质和老年病病理的原则进行治疗。中医通
过整体调节、未病先防、养治结合、综合调理
等原则，可更好地抓住老年病病机，提高临
床疗效。

他说：“我建议国家加快开办老年病中
医医院，能充分发挥中医治疗老年病的优
势。我所提倡的老年病医院，是能够集治
疗、康复、护理为一体的专业中医医院，病床
比例还要多于普通医院。我希望这样的医
院能专收老年病患者，让他们能得到中医的
专业调养和护理，安享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