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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尚天裕教授

—
继承发扬尚天裕教授学术思想座谈会纪实∋二 /

房书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

尚老是我国中西医结合骨伤科这一学科的先行者
,

开创

者和奠基者
。

大家已经对尚老的为人
、

做事
、

干事业作了全面

评价和回顾
,

作为我们这些后辈既是一个业务的学习
,

也是一

种道德的净化
,

确实很受感动
。

尚老一生中最光辉的也就是

他为之献身的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事业
,

不论是在国内
,

还是在

国外都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认可
。

尚老在中西医骨伤科事业

方面为我们的国家赢得了荣誉
,

也使世界骨伤科的患者得到

治疗
,

恢复了健康
,

在国际的学术交流中取得很大成功
,

尚老

不仅是我国中西医结合骨伤界的泰斗
,

而且在国际上也是有

很大影响的
,

大家通过悼念尚老
,

使尚老的事业继续下去
,

使

中西医结合事业
,

中西医结合骨伤学科在世界范围内更大的

发扬和光大
,

尚老毕竟已经走了
,

我们缅怀尚老应该继承他未

尽的事业
,

把他毕生从事的事业坚持到底
。

概括来讲有几个

方面
0

第一
,

努力提高临床疗效
,

培养高水平的临床医师
。

医

学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

临床实践临床疗效是衡量

我们的科学事业是否有效
,

是否能被认可的关键
。

在尚老的

《尚天裕医学文集  1 +2一  11 》中对临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问题多次提到
,

临床和理论文字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
,

要从

临床下功夫
,

要从临床培养一代名医
,

我们要缅怀尚老
,

把尚

老的事业继承下去就要一手抓临床
,

一手抓人才
,

有这两个基

本保证
,

我们这棵大树的根就会越扎越深
,

我们的源流就会越

来越旺
,

我们的事业就会越来越发达
。

第二
,

就是要继承尚老

的遗志
,

把中西医结合骨伤学科的研究向更深更高的层次发

展下去
。

我们今天的议题是悼念尚老
,

但并不能仅仅停 留在

悼念上
,

而是要把他的事业继续发展下去
。

悼念尚老最好的

办法就是把他的事业再向前推进
。

现在中西医结合学科的研

究过程中
,

我个人认为中西结合骨伤学科是中西医结合学科

中发展得比较好的学科之一
。

全国几个骨伤科中心没有一个

是单纯中医或是单纯西医
,

如山东
、

河南治疗断肢再植没有西

医的现代医学技术手段是不可能进行的
,

但手术后能否成活

就要用中医的方法
。

不但从表面上
,

从更深的理论水平上把

它结合起来
,

中西医结合学者
,

尤其是尚老作出了很大贡献
,

这是尚老以他毕生心血浇灌出来的中西医结合骨伤事业
,

我

们应该把这门学科发展下去
,

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可能到顶峰
,

我们应该继承尚老的遗志
,

把中西医结合骨伤事业发展下去
,

尚老也就含笑九泉了
。

第三
,

科学研究一定要有创新精神
,

创

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

医学科学更是无止境的
,

如果总是守着

原来老的东西不动
,

这门学科就会慢慢枯竭
,

逐渐没生命力
,

比如我们曾经支持创建的一些医疗中心
,

如果不向国内外先

进的科学技术学习
,

那就会逐渐落伍被淘汰
,

一些老的中心现

在在学术水平上
,

在科技进步方面已经比后来者落伍了
,

这说

明创新的重要性
。

尚老一生就实践了创新的道理
。

《尚天裕

医学文集》中在  11  年前就有多次谈到创新的问题
,

向他学

习
,

纪念他
,

一定要发扬这种精神
,

这样才能把中医工作
、

中西

医结合工作
,

民族医学工作向前推进
。

尚老的去世确实是我

们学术界
,

中医界
,

中西医结合界
,

乃至中国医学科学界的一

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

今后在我们的学术活动中
,

医疗实践中
,

要以实际行动来继承尚老遗志
,

可以说尚老永远活在我们的

事业中
。

姚乃礼∋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
,

教授 /

尚老是我国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楷模
,

是继承和发扬中

医学术的典范
,

是我国著名的骨科专家
,

在临床实践中他深

深感到医学发展的局限性
,

他亲 自到各方面去学习走访
,

潜

心的研究中医药学
,

他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现代的科学

技术整理和发掘中医药学的精华
,

用 中西医学之长
,

创立了

具有我国特色的治疗骨折的新方法
,

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骨

伤学科的奠基人
。

中西医结合骨伤学科的创立
,

事业的发展

和创新
,

不仅是临床经验的积累总结
,

更是理论的创新
。

中

西医结合骨伤科治疗骨折新方法的创立
,

不仅改变了骨折治

疗的传统观念
,

提高了临床疗效
,

而且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

具大的影响
。

尚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具大的成绩
,

首先取决

于他对中医药学的热爱和对祖国对人民的高度的责任心
,

也

来源于他的刻苦钻研以及他的创新精神
。

毛主席说
0 “

中国

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

应该努力发掘
,

提高⋯⋯
”

尚老以

自己的亲自实践和辉煌的成绩
,

证明了这一点
。

我们一定要

正确处理好发展和继承的关系
,

使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
,

共

同发展
,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

尚老从

实践上证明了他是中医发展的典范
,

尚老是我院骨科研究所

的创始人
,

为我院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由于尚老在中

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方面的卓越成就
,

为了促进我国医学事业

的发展
,

所以奉调来京
,

担任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
,

建

立了骨伤科研究所
,

并担任第一任所长
,

当时尚老 已经年境

花甲
,

仍然壮心不死
,

老 当益壮致力于骨伤科研究所的创业

和发展
。

作为骨伤科研究所的创始人
,

尚老无论从学术建

设
,

临床工作还是人才培养
,

都在努力的工作着
,

使骨伤科

研究所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

建成了我们今天的望京医院
。

尚

老十分关心中国中医研究院全院的发展
,

当尚老担任副院长

时
,

正值文革之后
,

百废待兴
,

尚老以其杰出的学术造诣
,

为

我院的业务建设和科研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

尚老是一

位学者
,

也是一位医学家
,

他不仅以精湛的技术和卓越的成

就贡献于祖国和人民
,

而且用他高尚的道德风范
,

教育和培

养了年轻的一代
,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

尚老的高

尚品德影响着一代一代的医护人员
。

他医德高尚
,

对病人视

为至亲 3 他心胸宽阔言传身教
,

‘

培养了大批 的人才 3他为人

挚朴待人诚恳
,

虽然学富五车
,

但俭朴无华 3 他严格要求自

己
,

敢于倾听
,

从不向组织提出什么要求 3 他是我国老一代

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

是我们的楷模和学习的榜样
。

尚老的

逝世是我院的一大损失
,

也是我们中医药事业的一大损失
,

我们怀念尚老
,

纪念尚老
,

要学习尚老优秀的品德和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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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

学习和继承尚老的学术思想
,

特别是要学习他在学术

上勇于创新的精神
,

学习他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术的刻苦钻研

精神
,

继承尚老开创的中西医结合骨伤学科的事业
,

做好中

医的继承和发展工作
,

促进中医西医结合
,

努力推动中医药

的现代化
,

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事业做出具大贡献
。

沈志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 /

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
,

缅怀尚老生前为我国医学事业
,

为

中西医结合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

我认识尚老时间很长
,

已经有

�1 年了
,

在他领导下工作 了  . 年
,

回想起来
,

尚老好像还在

眼前一样
,

在此我简单介绍一下和尚老在一起工作的情况
。

在  1.= 年时候
,

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开办了

 1> > 年后的第一期西学中班
,

当时我参加了这个班
,

担任班

长
,

班主任是董建华
。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到天津去学习
,

因为天津的天津医院
、

南开医院中西医结合骨科和中西医结

合治疗急腹症
,

在全国是有名的
,

也是我们西学中的同志学习

的榜样和圣地
。

 1.= 年冬天
,

我就带着全体西学中的学员到

天津
,

这是我认识尚老的第一次
,

当然以前对尚老的名声已经

很了解
,

只是见尚老是第一次
。

尚老对我们中医研究院西学

中学员很详细的介绍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思想和一些做

法
,

对我们西学中的所有学员影响很大
,

这样更坚定了我们学

习中医的决心
。

另外这也是缘分
,

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基本上

和尚老在一起
,

包括现在一些工作思路也受了尚老的影响
。

 1. + 年 > 月
,

为了在全国推广冯天有中西医结合治疗骨关节

损伤的经验
,

周恩来总理决定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举办学习班
,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
,

请尚老到学习班做教员
,

协助冯天有主任

工作
,

冯天有是班主任
,

我是支部书记
。

在办班过程中
,

编写

了第一本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英文教材和第一本中西医结

合治疗软组织损伤的中英文教材
,

一共办了三期国内学习班

和一期国际学习班
。

当时的学习班在全国影响比较大
,

也为

后来的骨科所打下了基础
。

为了更好的把中西医结合骨科学术思想发扬光大
,

从

 1 .+ 年 2 月
,

尚老
、

冯天有和我开始研究成立一个骨科研究

所
。

中国中医研究院
、

卫生部做了许多工作
,

最后得到当时国

家领导李先念副总理的大力支持
,

在  1.. 年   月终于批准

成立这个研究所
。

接着就是研究所的筹备工作
,

当时条件非

常艰苦
,

没有房子
,

就用捡的砖头
、

木棍搭起抗震棚 ∋当时正值

唐山大地震后不久/成立了研究所的筹备处
。

尚老就一边忙

着骨科所的筹备工作
,

一边还兼着天津医院的工作
,

可以说为

整个骨科事业的发展
,

为北京
、

天津两个所作出了很大的贡

献
,

为了筹备骨科所尚老付出了很多
,

很多
。

通过这些事情
,

我想从我自己的亲身体会
,

谈一谈应该向

尚老学习什么 ? 我想应该有三点
0

第一
0

应该向尚老学习不拘一格培养年轻人
,

培养事业的

接班人
。

这一点非常重要
,

中西医治疗骨折发展到今天很不

容易
,

特别形成了一支遍布国内外的队伍
,

这是尚老
,

北京和

天津的很多同志
,

全国骨科届共同努力的结果
。

第二
0

应该学习他对卫生事业的忠诚
,

学习他无私的奉献

精神
。

他热爱骨伤科事业
,

特别是对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事

业的发展有执著的追求精神
,

他的全部心血倾注于中西医结

合骨伤科事业上
。

第三
0

他严格的治学作风
,

严谨的科学态度
,

敢于探讨的

精神
,

应该值得我们学习
。

这点在他近百万字的学术论著中

得到充分表达
。

最后我想说我们以后的工作任务还很重
,

责任还很大
,

国

外的结合医学也搞得很多
,

进展很快
。

我们要向老一辈学习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要让中国的中医界
,

西医界
,

世界医学界

来承认
,

使中西医结合骨科树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

李德达∋天津市天津医院副院长
,

教授 /

我对尚老的家属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

由于尚老的原因
,

使天津医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

尚老的去

世对我国的医学事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

我有幸与尚老

在天津医院共同工作了很多年
,

尚老担任天津骨科研究所所

长多年
,

在与尚老共同工作的 日子里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

我

想作为一名医生
,

特别是作为一位名医
,

他的贡献可能是造福

一方
,

或是造福一些百姓
。

但是 尚老
,

他在中西医结合事业

上
,

尤其是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上建立了一个体系
,

创立了一

种学术思想
,

它不仅是造福于当代
,

更是造福于千秋万代
。

他

的贡献是天津医院的
,

是中医研究院的
,

是中华民族的
,

更是

世界的
,

这一点毫不夸张
。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
0

动静结合
,

筋骨并重
,

内外兼治
,

医患配合的学习思想
,

在过去和西方医

学是格格不人的
,

而现在西方的医学思想却在向这方面靠拢
,

拟/系统的固定原来非常强调坚强的内固定
,

坚强的外固定
,

但现在逐渐走到微动
,

与尚老所提出的动静结合的学术思想

相吻合
,

这说明尚老的学术思想是很科学的
,

很有生命力的
。

我们运用现代科学的生物力学研究内固定和外固定
,

国外也

在逐渐向这方面靠拢
,

向这微创或外固定的方向发展
,

与中医

研究院和一些医院所作的外固定支架大同小异
,

走的是一条

路
,

这说明中西医结合是一条非常光明的道路
,

尚老开创的这

项事业是有很深远的意义的
。

尚老对人才的培养也很重视
,

他已经是桃李满天下
。

尚老非常平易近人与我们关系非常亲

近
,

师生父子般
。

我们见到尚老都非常亲切没有一点隔阂
,

并

不觉得这样一位知名的专家与我们有很大的距离
。

尚老握着

我们的手时
,

非常有力
,

感情非常真挚
,

体会非常深
。

所以对

于尚老的学术思想
,

对于人才的观念
,

对于尚老做人的品格
,

我们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

借此座谈会的机会以表示
0

我们天

津医院以及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者一定要坚持走中西医结合

的道路
,

将尚老的学术思想继承
、

发扬和光大
,

也让尚老在九

泉之下放心
。

丁继华∋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原所长
,

教授/

尚老的大名在六十年代已慕名
。

 1 >� 年我的上级医生

从天津医院学习回来
,

我搞了一年的小夹板
,

如
0

治疗前臂双

骨折
,

先用骨折垫分离开 3治疗股骨干骨折
,

一天要调整多次

夹板的松紧度
,

这种治疗效果好
,

病人非常欢迎
,

既避免了手

术带来的痛苦
,

又减轻了经济上的负担
。

尚老的早期学术思

想我有所领悟
。

我在  12= 年有缘分配来骨伤科研究所
,

直接

聆听教诲
。

我与尚老的关系可以这样说
,

我以他为良师
,

他以

我是益友
。

所以在我两届担任骨伤科研究所所长期间的工作

都是在他的直接帮助下开展的
。

尚老的许多学术思想还有待

继承和发扬
。

尚老就是这样
,

无论是谁
,

无论是何动机
,

找他

支持和帮助
,

只要他认为是有助于中西医结合事业
,

他是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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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应
。

经我手与尚老共同合作过很多项 目
,

如杭州
,

三亚
,

深

圳
,

珠海
,

海城等
,

只要找到他
,

他就会认真参与
,

参加会议
,

提

出建议
。

我的工作就是向他学习
,

但做得不够
,

我想尚老走了

以后
,

我们这些作为学生的所要做的就是继续向他学习
,

不能

开完会就没事了
。

我所高兴的是尚老撒下了很多种子
,

等待

开花结果
。

同时
,

我觉得我们要赞扬尚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精神
,

我体会很深
,

无论出差
,

还是在医院
,

还是在路上
,

无论认识不认识
,

无论他出不出门诊
,

只要有人拿着病历资料

来求医
,

它都会认真地对待
,

之后还会提出意见或带着病人到

门诊交待给他的学生
,

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

所以我认为尚老

走后
,

无论他的学术思想还是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都需要我们这些学生认真继承和发扬
。

陈宝兴 ∋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

教授/

我们今天开座谈会
,

要把尚老的学术思想继承发扬
,

不要

以为尚老已经做到了顶点
,

我们无事可做了
,

现在骨科的事情

很多
,

我们后来人要继承他的事业
。

我与尚老认识是在  1+ >

年
,

我到天津医院学习骨科
,

当时尚老还没有搞中西医结合
,

是

一名出色的骨科大夫
,

在一次做一例胸椎结核手术时
,

我做第

一助手
,

亲眼见到他手术做得非常干净
、

利落
。

之后
,

尚老又搞

中西医结合
,

非常成功
。

原来前臂双骨折治疗
,

用手术内固定
,

而他则开展中西医结合利用小夹板
,

后来在北京办学习班
,

在

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了骨研所
,

并且写了大量的文章向国内外

宜传中西医结合
。

尚老的成就在我们这一代人中
,

在中西医结

合方面是第一名
,

我希望大家能继承他
,

继往开来
,

再创辉煌
。

学无止境
,

科学的发展也没有止境
,

我们应该运用现代的科学

理论将中医
、

西医好好结合起来
。

尚老故去
,

我真是从内心怀

念他
。

尚老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是我们大家的楷模
,

我们不但要

向他学习
,

还应该创造更大的辉煌
。

孙树榕∋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

教授 /

大家已经对尚老的人品
,

以及他的医德医风介绍了很多
,

我想说的是我和尚老接触当中的一些小事
,

通过这些小事对

我的启发和教育
。

回想我和尚老最初相识是六十年代末七十

年代初
,

当时我在东直门医院骨科工作
,

跟随刘寿山老师学

习
,

当时尚老搞中西医结合骨伤科治疗骨折已经相当有名气
,

而我那时只是一名小大夫
,

我没见他之前想他一定是一位非

常威严的专家
,

但见面后发现他非常亲切
,

完全是一位和蔼可

亲的长者
。

我记得当时有一名孟氏骨折的患者
,

这名患者是

一名小提琴手
,

我们几次复位都不满意
,

当时尚老正好在北

京
,

我们就请尚老去会诊
,

这例骨折复位难度很大
,

经过几次

手法复位胳膊肿得很厉害
,

尚老见后说先抹药消肿过几天再

来
。

于是
,

我们就用中药外敷
,

效果非常好
,

几天后肿全消了
。

尚老见后非常惊讶
,

就要看中药方
,

非常认真问这个药怎么会

有这种作用
。

当时
,

让我非常感动
,

一个大专家非常认真地向

一名小大夫请教
。

到后来我参加了第三期全国骨伤骨关节损

伤学习班
,

在这次学习班的教学当中尚老提出让孙树椿大夫

讲讲中药
,

我是学员就让我上台讲课
,

他非常认真地听
,

非常

认真地记
。

这件小事我记得非常深刻
。

在以后和尚老更多的

接触中
,

我常听他讲他 自己是小学生
,

尚老对 中西医结合事

业
,

对学术不断探索
、

精益求精的精神
,

我想这可能是成就他

的伟大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

现在西医学习中医大夫中
,

有的人根本就不认真学
,

没有

体会到中医的博大精深
,

没有学进去
,

而许多中医大夫认为中

医没有搞头却去学西医
,

去做手术
。

其实不应该这样
,

就从骨

折这一点讲
,

我们尊敬的尚老
,

他作为一名西医专家认真学习

中医
,

把中医的精华提取出来上升到理论推向世界
,

打破了世

界上对骨折治疗的传统观念
。

对骨折的治疗我们中医一直是

功能对位
,

相对固定
,

而西医则是解剖对位
,

绝对固定
,

到底哪

个好
。

西医的学术思想是占统治地位很难打破
,

包括国内很

多西医也还是这个观点
,

而尚老去向全世界讲这个观点
,

以改

变原来的观点
。

前些 日子友谊医院骨科的罗先正教授到洛阳

讲到现在世界骨科的新进展提到了这些
,

我说这就是我们中

医的相对固定观念
,

现在世界上也已经承认了这一观点
。

我

觉得悼词和生平中写得很好
,

尚老对我们全世界全人类的伟

大贡献是基于认真学习中医的
,

热爱中医学习中医
,

把中医的

东西提高到理论上作出的伟大贡献
。

尚老为中西医结合骨伤

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
,

这是他一生不断进取不断

钻研的结果
,

我们今天怀念他
,

就要学习他这种对事业无限忠

诚
,

无限执着的精神
,

学习他那种孜孜以求的精神
。

骨伤科除

了骨折外还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间题
,

就拿颈椎病说
,

西医认为

颈椎病不能用手法治疗
,

而我们就用手法效果很好 3他们认为

创伤水肿不能用手法
,

而我们用了并且效果非常好
。

我们有

我们的理论
,

这些方面还需要医务工作者不断努力来提高水

平
,

提高技艺
,

上升到理论高度
。

尚老和我的老师刘寿山先生

是很好的朋友
,

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
。

尚老常说中医是

富矿是潜矿
,

有许多值得发掘的宝贵遗产
,

说明他真正认识到

中医这笔宝贵遗产
,

学到了中医的精髓
。

尚老和刘老的关系

非常友好
,

刘老在北京也是非常有名的专家
,

他和许多西医学

专家关系都很好
。

刘老曾专门到天津去拜访尚老
,

这说明刘

老非常尊敬尚老
,

而且两人是非常好的朋友
。

我认为我国的

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很长的
,

中医里还有很多精华的

东西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

尚老说中医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矿
,

中西医结合在骨伤科这方面大有作为
,

现在一方面要学习尚

老的精神
,

另一方面通过悼念尚老
,

继承尚老的学术思想
。

最

近中华中医药学会在拟定中医医师晋升的条例中
,

我作为我

们学会的委员参加了讨论
,

拟定稿中要求骨伤科的主治医师

要主刀做多少例手术
,

主任医师要做多少例
,

我们认为这种提

法不合适
,

作为中医大夫手术可以做
,

但不应该作为晋升要求

的条件
,

而应该在中医现代化上有所突破
,

我们中医并不是发

掘完了
,

而是有很多的宝藏没有发掘出来
。

尚老一生就是在

骨折这一个点上
,

因为他的执着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

那在其他

方面还会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努力去做
,

我们今天学习尚

老应该继承他的遗志
,

化悲痛为力量把我国骨伤科事业做好
,

这才是我们对尚老的悼念
。

∋李为农 王宏 王玉 受 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