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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吾少逢国难，社稷蒙尘，1937年，入小学二年级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半壁河山，被倭寇侵占。
至1940年，读完4年小学，目方识丁。
毕业后，不得不再度辍学，此后又两次患病(胃病与膝病)，报国无能，乃继承庭训，悬壶乡里，置身
于卫生战线，服务于家乡父老，以尽匹夫之责。
身当战乱时期，遗我国仇家恨。
八十年来未曾或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杏林大业复兴，岐黄遗术再振。
1958年，蒙政府不弃，得就读于金陵。
翌年秋，调来省城，执鞭杏坛，不觉岁月荏苒，春秋虚度，昔日青丝，今朝白首矣。
在济五十余年，生当八十余载。
每感人生之甘苦，或忆往事之浮沉。
犹不免感慨系之，思绪由之，诚可谓大道未闻身先老矣。
每念及此，自当是身心相许，至其成败利钝，亦有踪迹可寻，吾何敢言是。
    吾家从事此业自祖父始，至吾继承祖训已三世矣。
回念百年沧桑，中华文化开创之杏林瑰宝，却屡经沉浮，时有所谓“科学名人”，横加指责，甚欲消
灭之而后快，似此等蔑视我民族文化之言行，实是令人费解，然而党和政府对待中医的政策，历来是
明确的，并倍加保护与支持，特别是2009年，国务院国发【2009】22号文件，进一步阐明了党和政府
对中医事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
此后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同志，亦相继发表了重要讲话，重申了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
指明了中医事业发展的方向。
    面对杏林大业又一个春天的到来，吾虽已届耄耋之年，亦难禁欢快之情，去岁有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罗海鹰同志，为完成该社《医学人生丛书·走近国医大师》，特造访寒舍，邀我将数十年之人生道路
、社会经历、执业所得等，传于后辈，裨益苍生。
吾闻此意后，不禁惶惶然不安，诚恐言有不当，贻笑方家。
    张灿玾何许人也，虽承继于祖训，亦仅杏林之一丁耳。
况吾生也鲁，学也浅，枉生于齐鲁之邦，复违乎先贤之命，寄居省府，执鞭杏坛，大道未悟，白发苍
颜。
涉足虽广，而为学也难精，其如是乎。
思之再三，勉为从命，遂将数十年之经历，略述行踪；学有所获，聊表浅见。
由贤契李玉清及长孙张鹤鸣笔而录之，或有未当，我之误也，亦或可以我之误而发思于他人之不误，
于愿足矣，切望同道诸君，有以教焉。
    辛卯新正齐东野老张灿坪谨识    20f1年2月于山左历下琴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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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医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它一下子跌进了深谷，经过艰难地挣扎，它又迅速发
展。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纪。
《医学人生丛书》选择中医泰斗级人物及在中医药界具有较大影响者，通过他们的口述，从中医角度
将那个社会、那个家庭、那个人的画面展现给世人，通过他们的经历，展现中医的发展状况，通过他
们的口述，展现他们平凡而又靓丽的人生——这是历史长河中的水滴，但可折射出两个世纪的光彩。
《走近国医大师张灿玾》这本书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为我们讲述了国医大师张灿玾的从医经历。

《走近国医大师张灿玾》由张灿玾口述，李玉清和张鹤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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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灿玾，字昭华，号葆真，晚年别号暮村老人、五龙山人。
生于1928年7月，山东省荣成市人。
1943年从祖父与父亲学医，1959年在南京中医学院教学研究班学习，结业后,调山东中医学院工作，曾
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山东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等职。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名老中医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已60余年，出版医学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自幼喜爱诗诃，成年后，于医事之馀，从事写作，共有800余首。
在报刊杂志及多家诗词文集发表有数百首，自著有《不愠居诗稿》、《暮村吟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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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玉清：当时您们家都受过些什么灾难？
    张老：这时期，谁也无法预料会遇到什么灾难，滕家集鬼子据点侵占后，要把维持会扩大，增加人
员为他服务。
大概在阴历二三月时，维持会开会，有人提议，可以请下回头张连三《我父亲的”字”)参加。
毕文华先生是我小学老师的家兄，和我父亲为至交，是个好人，替我父亲推辞说：听说连三先生病了
，不能出门。
他晚上偷偷差人送信给我家，我父亲一听，吓得坐卧不安，心想无论如何也不能给日本人办事，于是
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躲过这场灾难。
他后来和我祖父商量，决定去威海一家经营药材生意的生生堂坐堂行医，以避此难。
家人五月份托我小学老师毕逢三先生(他此时也去往威海避难)联系，联系好后(时正当我大妹刚出生不
久)，母亲含着眼泪送走我从未离家的父亲。
    从此，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康之家，做的是救死扶伤的事业，也不得安宁。
当时，我刚刚读完了四年小学，学校老师也不能按时来校，我也只好辍学在家，干些农活。
祖父在家，支撑这个家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为乡亲们看病。
    李玉清：在日本侵占区，老百姓是怎样进行抗日活动的？
    张老：这时民国县府已彻底垮台了，中国共产党从地下转为地上，承担起抗日救亡的责任，成立了
县委和各区区委，组成了抗日民主政府，并拉起了一支队伍，唤起民众，组织民兵，和日本强盗进行
斗争。
这个时期，日伪还有时到各乡扫荡，在阴历七月初二，日伪军去北乡扫荡，归来时，走到离我村约五
里的葫芦山处，被埋伏于此处的县大队打了一次伏击。
当时正值中午前后，我村村民站在后山上，不仅听到枪声，还看到一些溃散的日伪军，沿公路奔跑。
这次战斗将日军村田小队长击毙。
老百姓知道后，奔走相告，无不感受到共产党、八路军才是我们的大救星。
    时隔不久，就在阴历七月十三日，又有驻滕家据点的日伪军去石岛领供给归来，行至离我村南约10
里路的四大媾，被我胶东区东海指挥部独立二营和县大队，在此打了伏击，击毙日伪军5人，活捉4人
，还缴获很多武器及战利品。
    因平日民兵对敌据点多次袭扰，再加上这两次战斗，滕家据点已难维持，所以日本人于阴历八月十
一日自动放弃，荣成腹地敌据点也大都在这段时间撤退，荣成成为解放区。
不久，我父亲也从威海回家来了。
但从此以后，他身体一直不好，不能继续应诊了。
    李玉清：抗战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都进行些什么活动？
    张老：从日伪据点撤离后，各村都建起了新的村政权和党支部。
不过那时的党支部还是保密的，支部书记的公开身份是民兵指导员，各条街道也有邻间长。
另外还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组织，如各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职救会、民兵、自卫团、儿
童团。
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站岗放哨，动员青年参军参政。
我们家的人，也根据每人的身份，参加了各种团体。
政府则利用这些团体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提倡自力更生。
号召妇女解放，恢复各种教育，如初小、完小、妇女识字班、农民夜校等，真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那种抗战的激情，民族的威力，若不是亲临其境，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加以形容，这些都对我的人生产
生过重大的影响。
    李玉清：在这期间，您还参加些什么活动？
    张老：这时我正处于少年时代，仅读过4年小学，还是盼望能继续就学。
1941年，春节过后，恰好政府正安排在各地恢复学校教育，除恢复各村的小学教育外，计划在每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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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几所完小，也就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教育(这在民国时期是没有的，当时的村小，只能读4年，要读五
六年级只能到外地，一般农户是读不起的)。
我区共建四所，恰好有一所就安在我村。
这时我虽已辍学一年，但还是考试合格被录取。
过了春节后不久开了学，同学到齐有80多人。
我发现有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年龄差异较大，年长的有十八九岁，年幼的才十二三岁：另一个是有
十多个女同学。
我们的校长叫曲学增，老师叫陈建声。
开学后，我又发现，这次的师生关系和我上小学时大不一样，校长和老师对学生都十分亲热；另一现
象是没有教材，“语文”课就抄些报刊文章来讲，“算术”就是临时出题来学习、演算，还有什么“
社会”、“地理”、”历史”等课程。
教师不够，还请小学的几位老师来带过。
有毕春盛、姜锡鹤、王钦光等先生。
那时候的校长和老师都是公派，调动也频繁。
开学不到一个学期，校长换了王伯谦先生，教师换了栾汝德和姚来福先生。
特别在曲学增校长调走时，全体同学都哭了，校长和我们辞别时也哭了，最后同学们摆队相送，哭泣
声仍不绝于耳。
送到村头，校长叫学生住下，又指挥我们唱了一首歌后，大家挥泪相别，可见那时的师生之情有多么
深厚。
曲校长音乐很棒，那时唱歌的机会很多，他亲自教学生唱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歌咏队，我还是全校
唱歌的领队。
他也常讲他在文登县”乡村第七师范”(简称”七乡师”)学习的情况，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文登七
乡师”已是共产党地下活动基地，谷牧副总理曾在那里任过支部书记，曲校长在该校学习时，已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P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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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9年12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罗海鹰、包艳燕两位编辑来济南，专程拜访先生，特邀他参加中国
中医药出版社策划的中医泰斗级人物的访谈录。
2010年春，山东中医药大学专门为先生创建“国医大师”工作室，工作室成员中有我及张鹤鸣(先生的
孙子)。
张鹤鸣既是先生的生活助理，也是学术传承人之一，因此，先生嘱我及张鹤鸣共同参与此书的整理和
编撰。
    访谈的工作主要利用2010年暑假时间完成。
7月至8月，室外或是骄阳似火，或是阴云密布，或是暴雨敲窗，或是清风徐来，先生将他八十余年的
人生经历与我们娓娓道来，我们随着他的讲述，或是喜悦，或是悲伤，或是感叹，心情因他的人生经
历而跌宕起伏，似是穿越了一次时空，又回到了他经历的年代。
时至今日，这些历史犹如电影片断闪回到我的眼前，从先生的口述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变迁、中医
地位的起伏。
    初识先生，惊异于他的博学与才华横溢。
稍后才知，先生少逢国难，仅受过六年小学教育，跟父亲读过半部《论语》，能成长为一位博学的大
师是得益于他的勤奋与好学。
他自少年时起，就养成了喜读书的习惯，每日读书到夜半。
由喜读书，进而喜购书，善藏书。
他把读书当成他生平第一需要，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贫贱读之以当友，寂寞读之以当琴，
“箪瓢陋室犹无怨，黄卷青灯足可安”。
他的藏书约有六千种左右，凡是见过的人，都会为之震撼。
他的博学，就是读书读来的。
    跟随先生近二十年，每每被先生对中医事业的执著精神所感动。
六十余岁时，大部分老人在享受退休生活，他却过着苦行僧式的日子，埋头著述，先后撰写了中医文
献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古籍文献学》、汇集了他五十余年学习研究《内经》成果的著作《黄帝
内经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之余，还免费为百姓看病。
八十余岁时，他身患多种疾病，仍笔耕不辍，将行医的医案《国医大师张灿壬甲临床经验实录》整理
出版。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先生对事业追求的写照。
    本书的整理要感谢先生的指导。
他虽已八十多岁的高龄，但还亲自拟定了专访提纲。
初稿由我与张鹤鸣完成后，先生又在结构上与文字上作了很大的调整，并亲自审阅，以防某些事实叙
述不清或不准。
最后，我要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罗海鹰、包艳燕二位编辑表示感谢。
在此多谢她们的关怀和督促。
    我们学识有限，文字不当之处，恳请各位大雅宏达指正。
    受业李玉清张鹤鸣拜撰    2011年2月11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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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灿玾，山东荣成人，曾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现为山东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国医大师。
    张灿玾先生出身于世医之家。
自其祖父张士洲先生创“保元堂”始，至其已三世。
他任教山东中医学院之前，已在家乡行医十余年。
他承继家学，擅内、外、妇、儿各科，屡救患者于危亡，已成一方名医。
他关心中医事业发展，曾多次上书献计献策。
他重视中医古籍整理，积极倡言建立中医文献研究专门机构；他从事临床、教学，行政和中医文献研
究60余年，著有《张灿王甲医论医案纂要》《中医古籍文献学》《黄帝内经文献研究》等专著及《甲
乙经校注》等十余部文献整理著作。
他喜爱琴石书画、诗词戏曲，且皆有造诣，被人称为“琴棋书画老中医”。
    《走近国医大师张灿玾》这本书为我们讲述的主要就是张灿玾先生的从医经历。
本书由张灿玾口述，李玉清和张鹤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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