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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 中 医

·

名医轶事
·

忆 任 应 秋 老 师 二 三 事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晃恩祥

任应秋老师从 医从教 50 余载
,

博览群 书
,

学识 渊博
,

不 仅熟读歧黄
、

仲景
, ,

币且对医古

文
、

中医各字学说也有很深的研究
。

任老把

一 生的心血 全部倾 注于 中医事业
,

尤其是中

医教育事业
。

如今虽 已仙逝
,

但他的学生 已

遍及华夏
,

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

笔者 当年就

读于北京中医学院
,

是任应秋老师的学生
。

任老教 书育人的高贵品德
,

使我终生难忘
。

有几件事使我特别感动
,

至今仍 铭记于 心
。

一
、

大约是 1 9 6 1年冬天 的一个下午
,

课

外锻练后
,

我在返 回宿舍的途中遇 到 任 老

师
,

打招呼后
,

就请教他唐
·

王冰所释 《 内

经 》 “ 诸寒之而 热者取之阴
” 时的一 句话

,

即 “ 壮水之主
,
以制 阳光

。 ” 当时任老师认

真地向我一一做 了解释
,

并列举水 火 阴阳变

化
, 以及 阴虚火旺

, ’

牙水不足而 致肝 火亢盛

的道理
,

在治疗这类疾 病的时候
,

应 当从滋

肾养阴入 手
,

给 以益水制火的方法
。

同时任

老还举 了一 些诸如眩 晕
、

失眠
、

肺疥等病为

例
,

说明其机理
。

他在回 家吃饭 的路上
,

不

厌其烦地回答我提 出的 问题
,

他对我的谆谆

教导
,

既耐心
,
又细 致

,

使我感 到 十 分 亲

切
。

就在我提 出问题的次 日早晨
,

他知道我

每天要到操 场锻练
,

便在操场等我
,
见面便

给 了我一个卡片
。

我一看
,

卡片上不 仅将问

题 又一次加 以解释
,
而且详尽地说明 了问题

的含 义
、

各家论述
,

同时又把 另一句话
“ 益

火之源
, 以 消阴黯

” ,

也加 以说明
,

使我很

受感动
。

可 以 看出老 师是 多么希望学生多掌

握些知识 啊 ! 他侮人不倦的态度
,

二十余年

后的今天仍历 历在 目
,

并在我多年的 医教活

动 中激励 着自己
。

二
、

19 7 6年
,

当时我在全 国中医研究班

学习
,

讲课者是全国各地的名 老中医
,

受益

匪浅
。
后期要求每人撰写一篇 论 文

,

我 写

了一篇论文送请任老审阅
。

那时 任 老 下 乡
“ 开 门办学

” 刚 刚返京
,

还 曾抽 空给我们作

了学术讲座
。

任老 见到我们这批老学生
,

自

然感到亲切
、

欢快
。 “ 文革

” 中任老吃 了不

少苦 头
,

这次与我们欢聚感到十分 自豪和欣

慰
,

并且表示
“ 来世还要 当老师 ” 。

论文送

去不久
,

任老便托人把稿子带给 了我
。

其实

当时我只 想请任老看看有无 原则 性 不 当 之

处
,

然而手中之稿
,

处处 以 红 笔批阅
,

错处

均 已修改
,

甚至连标 点符号也予 以改正
,

一

篇 8 0 0 0字的稿子
,

从 头到尾
,
无一疏漏

。

使

我深感任老对学生 关怀备至
,

实 在 感 人 至

深
。

三
、

1 9 8 1年末
,

全国中医 内科学会在武

汉隆重 召开
。

当时身为中华全国 中医学会副

会长的任老
,

刚刚结 束南阳仲景祠 的咨询工

作
,

便风 尘 仆仆地来到武汉 东湖 宾馆
,

参加

全 国中医内科
一

会议 暨首届 学术会议
。

会议期

间
,
因历 届 学生

、

云集汇 聚
,

到任老住 室拜访

者络绎不 绝
。

其中北京 中医学院首届 毕业生

有十余人
。

一天晚上
,

任老向我们提 出 “ 你

们是 中医学院首届 毕业 生
,

现在又都 已成为

骨干
,

如何带头继承 发扬祖国 医学? 如何振

兴中医 ? 应 当作为一个重要问 题
,

经 常 思

索
,

要带头搞好中医的 医教研
,

做 出表率
。

你们 虽然 已工作二十 多年 了
,

也可 以说是有

了一些临床经验
,

然而 你们仍需制 定每天的

学习
、

工作
、

写作计划
,

制 定每
一

年学习几 本

书的计划
,

不断加强 中医学术水平及理论修

养
。

要努力在 自己的工作中体现中医特 色
,

发扬 中医之长
,

特别要在医教研实 践 中 做

到
。

要重视 总结经验
,

写写文章
,

并且把 写

作 当作一项 自己要求 自己的任务
,

这些都是

受过 高等教育的中医们 应该时刻注意的
,

扣

果你们 能够如此坚持下去
,

你们这些人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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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鸣园地
·

试论
“

脑为神之用
,

心为神之基
”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潘文奎

精
、

气
、

神是人身三宝
,

精 为 肾 脏 所

藏
,

气为肺脏所主
,

皆为历代医家所公认
,

然而
,

神归何脏所藏? 虽 《 内经 》 中有
“ 心

藏神
”
之说

,

但近年来不乏
“
脑藏神

”
之论

述
,

究竟心
、

脑
、

神之关系如何 ?各司何职 ?

笔者从文献研究及临床考证
,

提出
“
脑为神

之用
,

心为神之基
” 之见解

,

今不揣陋见
,

作一论述
,

与 诸公共研讨之
。

一
、

脑为神之用

神原是
“
宗教及神话中所幻想的主宰世

界的
、

超 自然的
、

具有人格和意识的存在
,

为

精神体中的最高者
。 ” ( 《 辞海 》 )

,

移用

于医学中
,

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

广义之神是

指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
,

诚如 《 灵枢
·

天年

篇 》 曰 : “
血气已 和

,

荣 卫 已 通
,

五脏已

成
,

神气舍心
,

魂魄毕具
,

乃成为人
。 ”

这

充分说明一个血气健壮调和
,

荣卫之气通达
,

五脏形体俱全的人
,

只有神魂气魄之 内舍
,

才成为具有生命的人
,

否则 “
神气皆去

,

形

骇独居
” ,

必 将
“
终 矣

”
( 《 灵 枢

·

本神

篇 》 )
。

可见神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
,

有故失神者死
,

得神者生
”

( 《 灵枢
·

天年

篇 》 ) 之说
。

狭义之神
,

则是指人 的 精 神

思维意识活动
,

诸如 《 素问
·

灵兰秘典裕 》

之 “ 心者
,

君主之官
,

神明出焉
” ; 《 灵枢

·

五色篇 》 之
“
积神于心

,

以知往今
” , 《 素

问
·

举痛论 》 之 “
神无所归

,

虑无所定
。 ”

均是指此
,

然而不论广义之神 抑 或 狭义之

神
,

其之主宰者皆为脑所司
,

从人的生命而

论
,

往昔之死亡判断常归咎于心跳停搏
,

而

今也确定脑死亡为死亡的主要凭证
,

至于精

神思维意识活动更是大脑皮层所主
,

虽此为

在今后的中医工作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 ” 任

老非常激动地提 出 “
要自强 不 息

,

振 兴 中

医 ” 。

任老的谆俘教导意味深长
,

至今 铭记

心 中
。

现代医学之理论
,

然中医 学 中 也早有此论

述
,

脑为神之主宰
,

可从生理
、

病理两方面

予以认识
。

在 《 内经 》 中虽无系统论述脑之章节
,

但 《素问
·

脉要精微论 》 日 : “
头者

,

精明

之府
。 ”

并指出
“
夫精明者

,

所 以视万物
,

别白黑
,

审短长
, ” 已提示了脑司视觉

、

思

维
、

判别等情志活动
,

在 《 灵枢
·

经筋篇 》

中之
“ 经筋相交

”
与现今神经系统之

“
锥体

交义
”
相同

,

且经文所云之
“
左络于右

,

故

伤左角
,

右足不用
。 ”

也是脑神经系统病变

之表现
,

嗣后
,

扬上善在 《 黄帝内经太素 》

中指出
“
头是心神所居

” ,

李时珍在 《 本草

纲目 》 中直言
“
脑为元神之府

” ; 王清任在

《 医林改错 》 中倡
“
脑髓说

”
之专论

,

均不

断丰富了脑髓学说
,

故董建华氏明确提出中

医对脑与心理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说①

综观历代医家对脑生理功能的认识
,

大

体可划分四类② ,

一司感觉
,

诚如 《 医学原

始 》 日
: “

五官居于身上
,

为知觉之具 … …

耳目口鼻之所导入
,

最近于脑
,

必以脑先受

其象而觉之
,

而寄之
,

而存之也
” ; 二司动

作
,

在 《存存斋医话稿 》 中有
“
脑散动觉之

气
” 之说

,

王士雄也有
“
脑为主宰觉悟动作

之司
”
之词

,

王清任更明确人的动作是由脑

所主
,

故脑病时
“
无气则不能动

” , “
气亏

得半身不遂
”

( 《 医林改错 》 ) ; 三司记忆
,

金正希谓
: “

凡人外见一物
,

必有一形影留

于脑中
” ,

故其断言
: “

人之记性
,

皆在脑

中
。 ” 王清任则明言

: “ 人之记性不在心而

在脑
。 ” 四司思维

,

古人把人们思维时的动

态描述颇为详尽
,

诸如
“
今人每记忆往事必

~
、产

~

~ ~
、产 \了飞 厂飞了

一“ 入了
.

七广 了 、 子、 了、 ,入户
了、 洲

~
声

、 ~ 、 尸 、 尹、 了 、 产
、

了 、丫 、 J月 、 J
、 `
尸、 了 , 丫

一
、
~ 了

、 2 、 尸 、 产 、 / 、 尸、
声 共

`尹

以上 虽是 几件小 事
,

但任老海人不倦和

为中医事业呕心 沥血的精神
,

为我们树立 了

榜样
,

是我们学习仿效的楷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