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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阮诗玮：

全国政协委员，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
民盟福建省委会主
委，福建中医药大学
附属人民医院主任医
师、教授、博士生导
师，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 （中医专业） 肾病
科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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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岗位上，阮诗玮已经工作了近
40年。

“有患者在等我。”采访那天，刚见面
打了招呼，阮诗玮便大步流星走向诊室。

紧随其后，我们看到——门诊室内，
一方小枕头上患者的手腕已搭上了三根手
指。患者身体微微前倾，唤了声“阮大
夫”，便目不转睛盯着阮诗玮，眼神里充
满了信任。

行医、行政、科研、教学……年复一
年，阮诗玮在不同角色中穿梭，浓密黑发
已添了许多银丝，但他依然饱含激情、满
怀温情。他胸中跳动的那颗“仁心”，是
他始终不忘的初心。

■ 走路都带风的“战士”

高山、廊桥，石板街、小径笋……
这是阮诗玮对家乡福建宁德周宁县的悠
悠记忆。

1960年春天，阮诗玮出生在周宁县
的一个小山村。小小年纪，扛起锄头，有
模有样。幼年的阮诗玮，总爱帮着母亲干
农活，犁田、挑粪、种菜……竟也是真的
样样在行。“我母亲当时逢人就夸我会是
个‘大’农民。”

但他成为医生，绝非偶然。
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

生病的”，可真的目睹了周边亲人、乡
里乡亲生病时痛苦的模样，阮诗玮幼小
的心灵难受极了。尤其当他眼睁睁看着
邻居玩伴被哮喘病夺去生命，“长大
后，我要当医生，拯救病人。”他说得
斩钉截铁。

然而，特殊年代让这个朴素梦想变
得遥不可及。因为“文革”，阮诗玮的童
年和少年时代可谓草草结束。1976年 6
月，他从县一中顺利毕业后，再次拿起
锄头，成为生产队的一名普通农民。

“我们家兄弟姐妹多，我三哥当时
已经是一名工农兵学员，我姐姐 1974
年高中毕业后，也在生产队劳动，表现
都很好。”阮诗玮回忆自己从充满朝气
的学习生涯回归到朴实平淡的乡村生
活，虽然有点沮丧，但仍相信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那一年间，在当好农民的同时，阮诗
玮还以民办老师身份在家乡的中学教授数
学，并担任学校共青团负责人。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7年10月
那个难忘的傍晚，“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听到了那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国家决定
恢复高考！”这一刻，阮诗玮心中的医学
梦也被重新点燃。

但隔天清晨，兴奋散去，冷静下来的
阮诗玮对着门边的锄头打量了许久。直到
望见窗边洒进来的阳光，他毅然起身，下
定决心——一边工作，一边复习。

“我告诉自己边干边学，拼一把！”
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阮诗玮工作和

复习两不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所幸，
基本功扎实的他，不到一个月时间，几门
课程都复习得差不多了。

回忆起彼时自己信心满满走进考场的
模样，阮诗玮笑言，“像一名走路都带风
的战士。”

那一年，阮诗玮填报了福建医科大学
中医系（现福建中医药大学）作为第一志
愿，并得偿所愿。

当一步一步走出了闽东北大山，阮诗
玮知道，儿时的梦想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 从跟名师到渐成一格

1982 年夏，历经四年半的学习生
涯，阮诗玮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白大褂，成
为宁德地区中医院（现宁德市中医院）的
一名医生。

中医向来有“传、帮、带”的优良传
统，对影响自己的诸位老中医，阮诗玮充
满感激之情。

1983年，受医院指派，阮诗玮前往
福鼎师从林上卿，任其助手，同吃同住，
跟着号脉问诊。“两年的言传身教，可以
说为我的中医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尤其在选方用药方面，阮诗玮深受启发，

“林老运用烈药果敢，每以经方举大症，
吸收民间验方研制乌金散治疗淋巴结炎等
多种疾病逾千例。”

对医学的热爱，一直体现在阮诗玮做
笔记的习惯上。在从医过程中，若是遇到
一些重病患者，他就会将病情及治疗经过
详细地记录下来。

而在记录的诸多病例中，有一例令阮
诗玮印象十分深刻。在他跟诊初期，接触
到了不少重症病人，如当地一个村民因吃
不洁洋芋而患绞窄性膈疝，林老只用了大
陷胸汤加味，病人很快就痊愈出院了，

“在当时，这令我十分振奋。”
此后，阮诗玮更加勤学好问，努力钻

研，在继承传统医学精髓和林上卿、陈荫
南、黄农、汪济美、肖熙、范德荣等老中
医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用药的“边
际效应”，在号脉问诊、遣方用药上逐渐
自成一格。

一方面，阮诗玮主张“六看”，即
“一看天、二看地、三看时、四看人、五
看病、六看症”，综合分析，审证求因，
辨证论治。同时，提出了寒湿病特点，阐
述了该病的病因病机、理法方药等系列问
题，并编著了《寒湿论治》一书。这本系
统论述中医寒湿病的专著，得到业界的高
度评价。

另一方面，阮诗玮创立了以病理
（机）为基础，以症候为先导，根据体质
之不同、时令之变化，辨病与辨证中西
医结合的肾脏病周期诊疗体系。其中，
由他联合研制的“保肾口服液”“益肾降
浊冲剂”“益肾降糖饮”“己金排石冲
剂”“尿感合剂”等药剂在临床上也有良
好疗效，省内外乃至海外华侨华人纷纷前
来求治。

如今，平日忙政务、周末忙坐诊，成
了阮诗玮生活的主基调。每周六一大早，
他准时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出
诊，原本半天的门诊，常常一出诊就是一
整天。虽然门诊限号，但他总不忍心拒绝
远道而来的病人，有时甚至坐诊至晚上
10点多才结束。

■ 致广大而尽精微

博采众长而不故步自封，此为君子修
身之道，亦是阮诗玮的学医之道。

2004年，阮诗玮任职第四届福建省
中医药学会会长。承先启后，推陈出新，
在一次常务理事会上，他提出了闽医学派
和闽派中医药的理论，并成为闽医24流
派之一福建闽山中医肾病学术流派创始
人，将诸多“传、帮、带”的老中医尊为

“闽山学派”第一代祖师。
在中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易水学

派、河间学派、岭南学派，有补土派、攻
邪派、养阴派……为何不像大多数中医学
术流派以家族或姓氏来命名，而是取“闽

山”二字，我不禁问向阮诗玮。
“传统中医药学犹如巍巍高山屹立于

世，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医人的不断探索与
攀登，不断继承和发掘其中的价值，不仅
要‘致广大’，而且还要‘尽精微’‘格物
致知，精勤不倦’。所以，我把我们学派
的名称命为‘闽山’，蕴含着我们要有博
采众长、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繁衍发展
的毅力与决心。”

同时，阮诗玮表示，包括闽山中医肾
病学术流派祖师林上卿在内的流派主要传
承人都出自福建山区，也寓意着“山人自
有妙计”。

上巳菜、盐肤木、六月雪、车前草、
石橄榄……擅用这些田间地头不起眼的草
药及道地药材、吸收民间验方研创制剂，
便是闽山中医肾病学术流派传承人献出的
一大“妙计”。

今年18岁的周宁县男孩小叶，早前
一直是福建省人民医院肾病科的老病号。
10 岁那年因外感出现双下肢皮疹、腹
痛，随后出现颜面及双下肢水肿。一直以
来，辗转多家医院，病情反复，严重影响
了生活和学习。3年前，他前往省人民医
院就诊，接待他的就是闽山中医肾病学术
流派第三代传承人丘余良，阮诗玮的得意
弟子。

“当时我们见到那孩子，他因肾病长
期服用激素药物，整个人是肿胀的。问诊
得知，周宁县气候寒湿，激素治疗后，
肾炎好转，可因抵抗力弱，容易感冒，
一生病肾炎就反复，如此恶性循环。”丘
余良说：“到院经肾穿刺活检病理诊断为

‘轻度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根据精
准的病理基础，以及小叶的体质、周宁
当地气候等特点，予‘麻黄连翘赤小豆
汤’联合激素治疗，二周后他身上的皮
疹消失，双下肢水肿消退，病情逐渐好
转后，仅口服保肾口服液，现在定期复
查即可。”

“传承中医的‘玄机’则在于读经
典、重临床、跟名师。”自1995年跟师阮
诗玮，丘余良坦言，对于中医传承的理解
愈发深刻。他坚信，“一个好中医，相当
于一所全科医院。”

而采访中，阮诗玮话语间更多的憧憬
是，“仁者乐山”，医生的最高境界是“仁
医”，希望闽山学派的同道们都能朝着

“仁医”的方向迈进，以“医术第一，病
人至上”为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提案激起的“浪花”不断翻涌

在多年来的履职路上，阮诗玮始终坚
持“怀揣民意，为民发声”。

2017年，在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背景下，面对人民群众对解决早期教育问题
的强烈呼声，阮诗玮开始多次走访基层调
研，历经半年多，对提案有了精准“定
位”，“当前，要加快构建全省0～3岁儿童
早期发展公共服务体系。”

2018年，阮诗玮期待已久，也做足准
备。在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期间，他就
《关于构建全省0～3岁儿童早期发展公共服
务体系的建议》作了大会发言。当天会后，
这件提案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构建体系，谈何容易？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阮

诗玮带着这件提案参会。在建议里，他提出
了“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以群团组织为生力
军构建家庭辅导推进机制，以监管为抓手提
高儿童早教质量”等建议。一石激起千层
浪，这件提案引起了大会关注和委员共鸣，
被列为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重点提案。

这件提案得到了国家卫健委、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和全国妇联等相
关部门的重视，“很多部门对我的提案内容
多次研究，并于当年9月给我发来了联合
答复。随后，国务院出台了 《关于促进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推动科学育儿理念和方
法的普及。”

令阮诗玮欣喜的是，经过试点，福建各
地已探索出不少优生优育服务新模式，如福
州尤溪县的“父母课堂”、漳州龙文区的

“农家亲子小屋”、泉州永春县的“家园互助
小组”、福安市的“启智屋”、莆田荔城区的

“智慧早教”微课堂……
年复一年，阮诗玮的这件提案激起的

“浪花”还在不断翻涌……
同时，阮诗玮也没有停下脚步。在今年

全国两会期间，他带着《关于促进0～3岁
婴幼儿早期教育发展的建议》的提案又来
了。

“调研中，我发现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
构建仍存在供需不匹配、管理不完善、发展
不充分等问题。”阮诗玮建议，从抓政策落
地、抓示范引领、抓信息管理、抓人才建
设、抓岗位职责等方面予以加强。

“建议加快完善中医人才培养配套措
施”“建议汲取战“疫”经验，加快中医药
事业改革发展”“建议加快促进我国民办教
育机构健康发展”“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学
制，取消中考普职分流”“建议通过完善文
化创作生产机制体制等方式实现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数十年
如一日，阮诗玮还把履职关注点放在了中医
人才培养、教育改革、文化发展、文物保护
等方面。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是我们的
承诺与信念，是我们承前启后的责任与担
当。”采访最后，阮诗玮这样分享自己的履
职思考。

阮诗玮：有患者在等我
本报记者 王惠兵

“一碗药汤，一根银针，救一
人。一本经书，一片药田，学一
生。”

这次采访阮诗玮之前，我在
多个场合采访过他，但从没像这
一次这么印象深刻。

缘何深刻？在采访中，我找
到了答案——阮诗玮的近 40 年从
医路，就是最简单的答案。

近 40 年来，作为一位“传承
精 华 、 守 正 创 新 ” 的 精 正 中 医
人，他与中医药这门学科一同成
长 ， 哪 怕 已 过 人 生 的 “ 黄 金 年
龄”，也依旧在传承与发展中医药
文化中“逆流而上”，让“中”味
更浓，“医”效更好，延续中医药
事业发展的命脉。

作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中
医专业） 肾病科学术带头人，阮
诗玮坚守“医者仁心”的崇高信
念 ， 坚 持 坐 诊 ， 望 、 闻 、 问 、
切，辨证施治，用心接待每一名
患者，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
论文 200 多篇，获得多项科研成
果。

作为福建闽山中医肾病学术
流派创始人，他坚持从古典医籍
中挖掘精华，在传统方剂中寻找
灵感，在现代科技中攻关突破，
通过不断实践、思考、总结、再
实践，持续精进医技，以适应层
出不穷的新理论、新方法，完善
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案。

“我愿意为中医药事业发展鞠
躬尽瘁！”阮诗玮眼里有光，在他
看来，“非典”和新冠肺炎等疫病
让世界看到了中医的神奇疗效。
而今，疾病种类越来越多，中医
通过宏观思辨解决微观问题，有
着 极 大 优 势 。 中 西 医 结 合 更 能

“致广大而尽精微”，取长补短。
可以说，历史、现状与未来都召
唤着中医能发挥特色优势，更好
地为人类健康服务。这种责任感
正是支撑他和无数中医人全力以
赴的动力。

又 是 一 个 周 六 上 午 ， 身 着
白 大 褂 的 阮 诗 玮 一 如 往 常 地 出
现 在 诊 室 里 ， 周 遭 的 人 见 了 纷
纷唤声“阮大夫”，便聚精会神
看 着 他 ， 期 待 他 用 仁 心 仁 术 解
除病痛……

“中”味更浓

“医”效更好
本报记者 王惠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