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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李氏中医正骨：起源于清朝光
绪年间，雏形初成于先祖李杏林之
手。历经六代传承，从第二代李彩
山创建三元堂医馆，到第三代李玉
岩制定行医家训，再到第四代李宝
仓获医药专利、第五代李康和第六
代李吉等人融合西医传承发展，李
氏中医正骨融合家传与古方，尤其
在治疗股骨头坏死等骨病上成效显
著，是极具价值的非遗项目。

学术渊源

近日，记者走进沧县三元堂中
医骨伤医院，采访了第五代传承人
李康。

早已等候多时的李康迫不及待
地向记者谈起自己的家学渊源：

“一切要从清朝光绪年间说起，先
祖李杏林见当时社会动荡，百姓缺
医少药，便变卖 20亩良田，四处
求医问药救助民众。因其善心，获
源清宫的秘方秘术，奠定了李氏中
医正骨的雏形 。”

第二代传承人李彩山，不仅继
承家传，还奔波于河北、北京等
地，遍访名医，搜罗古方验方。
1909年，李彩山创建三元堂医馆，
让李氏中医正骨有了稳定的行医之
所。

“我的祖父李玉岩，是第三代
传承人。他制定行医家训，医术精
湛，备受乡里敬重。”

李康回忆道：“第四代传承
人、父亲李宝仓在治疗股骨头坏死
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06年获得内
服和外敷药物两项国家专利。同
时，父亲还荣获‘河北省优秀中医
’‘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称号，在
国家中医药重要期刊上发表多篇学
术论文，极大推动了李氏中医正骨
的发展。”

如今，身为第五代传人的李
康，也扛起了传承大旗。他毕业于
白求恩军医学院，现任沧县三元堂
中医骨伤医院院长。李康说：“我
已收李吉、李宗颖、赫恩国3人为
徒，我会毫无保留地把所学传授给
他们，让李氏中医正骨在新时代继
续发光发热，帮助更多患者。”

技法特色

谈及李氏正骨的独特之处，

李康满脸自豪。李氏正骨主治股
骨头坏死、腰腿痛等各类骨伤
病，技法底蕴深厚。以《医宗金
鉴》正骨八法为根基，融合多家
正骨流派精华，治疗时以手法整
复为主，搭配夹板固定，结合扎
针刺穴，实现动静结合、内外同
治。诊断股骨头坏死时，会从患
者走路步态、疼痛细节等细微处
精准判断病情。

谈及膏药制作，李康说，李
氏正骨贴工序严谨复杂：先将芝
麻油倒入铜锅微热，投入上百种
中草药，边加热边搅拌，直至药
材炸至焦黄色，滤出药汤，留下
药油。接着炼油，持续加热药
油，升温后转小火，通过观察油
烟和油花状态判断炼油程度，直
至“滴水成珠”。随后离火下丹，
均匀加入红丹并快速搅拌，直至
膏体不粘手且拉丝不断。膏体完
成后，放入冷水中浸泡 30天去火
毒，每日换水。最后，文火融化
膏体，加入细药搅拌成浓稠液
状，均匀摊在布上，膏药才算大
功告成。

经典医案

李康凭借李氏中医正骨精湛医
术，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无数患者解
除病痛。其中，一位江苏常州的患
者，让他印象深刻。

患者在天津帮儿子带娃时，走
路异样被儿子察觉，在天津一家医
院被诊断为双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医生建议置换膝盖，因临近过年，
患者选择先保守治疗，但贴膏药效
果不好。机缘巧合下，有人推荐了
李康。

患者到院时，李康凭借丰富的
经验，仅通过初步观察与检查，就
觉得这并非普通的骨性关节炎。为
求精准诊断，他安排了进一步检
查，结果显示患者的股骨头密度不
均匀，还出现了塌陷的情况，这正
是股骨头坏死的典型临床表现。回

想起初诊，患者仅表述自己腿疼，
没有明确指出是大腿部位疼痛，这
样模糊的描述，无形之中为后续的
诊断带来了干扰，也在不经意间埋
下了误诊的隐患。

于是，李康为患者制定了针
灸、经络梳理配合药物内服外敷的
综合治疗方案。经过一年半的治
疗，患者基本康复。这次成功诊
疗，也让李康对中医正骨在疑难骨
病诊治上的独特优势有了更深体会。

传承有道

在李康的记忆深处，有一幅永
不褪色的画面。他回忆说，那是在
自家院子里，一棵需双臂环抱的大
梧桐树下，一张竹子躺椅上，爷爷
正惬意地看着书，一旁的小桌上，
摆放着各种制药工具，年少的自己
就在那里认真地制药。这样的情
景，在他后来的成长过程中，总是
不经意地浮现，成为他坚持中医传
承的精神支柱。

李康回忆起刚开始接触中医，
那时他不过六七岁。当别的孩子在
外面嬉笑玩耍时，他却被要求每天
给爷爷按摩 2个小时。他还记得，
当时小小的自己手酸臂痛，满心委
屈，可爷爷却丝毫没有通融的意
思。爷爷一边享受着他的按摩，一
边耐心教他穴位知识，一周教三个
穴位，从位置、手法到主治病症，
都细细讲解，还要求他不断触摸，
练出“气感”。

谈及学习针灸的经历，李康
说，从9岁起，他就在自己身上尝
试扎针，到 13岁便能独立操作各
类针灸。之后，在爷爷的带领下，
他开始为村里偏瘫的大爷们扎针。
一开始，他心里满是紧张，手都微
微颤抖，好在爷爷在旁指导，给了
他莫大的勇气。慢慢地，他获得了
村民的信任，爷爷、父亲忙时，他
就独自前往为患者治疗。

除了按摩和针灸，制药也是李
康学习的重要部分。他回忆，寒暑

假时，别的孩子都在玩耍，自己却
要在家用沉重的铸铁碾子碾药，之
后用细箩筛出药粉，对于难以压碎
的药材，还要掌握特殊的“焙药”
技巧。

发展现状

李康介绍，李氏中医正骨传承
已超百年，起初只是小医馆、小门
诊，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努力
下，如今已发展成设施完备、在沧
州地区颇具名气的中医骨伤医院。
这些年，医院积极提升医技水平，
不仅引入西医诊疗技术，还购置了
美国GE核磁共振成像系统、德国
西门子双排螺旋 CT 机等先进设
备，辅助中医诊断和治疗，让传统

中医与现代科技实现了良好融合。
随着骨病患者的不断增多，李

康在继承中医家学传统的同时，积
极推动中西医融合。他不仅在临床
上实践这种理念，还致力于培养新
一代的医生。李康打破家学的禁
锢，面向社会，广纳对正骨有兴趣
的年轻人，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
知识与经验。

令李康欣慰的是，正在读高
中的儿子也对中医药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立志报考中医药大学，
未来继承家学。李康满怀期待，
希望与更多热爱中医正骨的年轻
人一道，将李氏中医正骨不断传
承创新，让这门古老的技艺在新
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帮助更多
骨病患者重获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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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释迦宝山医术：源于传奇僧医
释迦宝山，他在继承师父徐泰医术
的基础上，潜心钻研明清医籍。释
迦宝山不仅擅长医治脱骨疽，而且
在各种恶疮、内科杂症的治疗上也
颇有心得。其医术经弟子张思文传
至张忱兴，张忱兴传至刘玉才，再
由刘玉才传至儿子刘景月、儿媳刘
璟。如今通过产学研合作、自动化
生产，这一珍贵医术在新时代绽放
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学术传承

在中医药文化的历史长河中，
释迦宝山医术亮如星辰，为后世医
道传承者照亮前行的路。近日，记
者采访了释迦宝山医术的第六代传
承人刘景月，深入探寻这一珍贵医
术的传承脉络。

释迦宝山，这位传奇僧医，
1881年出生于山东莒南。他一生精
研医术，声名远播。

张思文是释迦宝山医术的重要
传承人，其子张忱兴得到了张思文
的悉心教导和倾囊相授，将治疗脉
管炎等独特医术融会贯通。“张思
文是我爷爷的好朋友，经常来家里
讲行医趣事。久而久之，我父亲就
对中医产生了兴趣。张忱兴目睹父
亲对中医的痴迷，决定收他为
徒。”刘景月说，那时，父亲经常
一边看张思文和张忱兴治病，一边
听他们讲医术，了解遇到患者如何
辨证、怎样用药等。

在那个医疗条件艰苦的年
代，张思文和张忱兴用释迦宝山
医术为贫苦老百姓解决了许多身
体上的病痛，刘玉才看在眼里，
更加坚定了学好中医的决心。小
时候的刘玉才，就对祖师爷留下

的各种中药配方很感兴趣，他经
常偷偷地做膏药试验，甚至多次

“以身试毒”。
刘景月知道，几十年来，父亲

一直珍藏着一个箱子，里面放着释
迦宝山传下来的多本医学古籍和医
方手迹。为了更好地将释迦宝山医
术传承下去，2018年，刘景月在父
亲的全力支持下，创建了沧州圣众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这样就可以
将释迦宝山保留下来的中药配方进
行洁净化、精细化、批量化的生产
与研发，从而形成膏剂、水剂、喷
剂、粉剂等多种药剂形态相互补充
的产品体系。”刘景月说。

如今，传承释迦宝山医术的重
担已经交到了刘景月、刘璟夫妇的
手中。“2019年，‘释迦宝山脱骨疽
诊疗法’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作为非遗传承人，刘景月深

感责任重大。他说，自己有责任保
护好这些中药配方，并希望借助现
代科技让更多百姓受益。

技法特色

一剂良药，离不开好的制作工
艺。

为了让药效发挥到最佳程度，
刘景月和父亲尝试了不同的配制与
提纯方式，从油质、醋质到凡士林
质，再到蜡质、胶质，最后采用了
高分子质。如今膏药采用外国进口
皮肤仿真膜，克服了传统老膏药的
某些弱点，具有药量足、渗透力
强、对皮肤无刺激等特点。“最早
的时候是用香油做介质，熬制的药
膏有点脏，而且火候极难掌握。我
不断试验、更换，最终采用了高分
子介质。现在制出的中药膏，药性

透皮透骨，能够发挥出最佳效
果。”刘景月说。

“为啥对制作工艺这么上心？
一株植物的根、茎、叶对温度的
感应不一样，需要不同对待，何
况再制成药呢？”刘景月说，光熬
制膏药的药锅，他和父亲就试验
了不同的材质；生火也从最初的
小木头方子，演变成电加热；以
前看火候只能看冒出的烟是青烟
还是白烟，现在则换成了精密的
温度计……

经过不断反复试验，刘家父子
在中药的生产上终于解决了季节因
素、药量配比等一系列难题。“制药
是为了治病救人，每个细小的环节
都不能忽略，否则质量没有保障，
不光糟蹋了祖师爷留下的好药方，
更会延误患者的病情。”刘景月说。

经典医案

“口碑相传下，不仅沧州的病
人找父亲看病，就连外地的患者也
来求医问药。”刘景月说。

“几年前，父亲收到一名山东烟
台的患者送来的锦旗。这名患者叫
吴春友，在当地经营一家药店。他
说他时常右腿麻、酸胀，晚上难以
入睡。病情持续了很长时间，也试
过针灸、正骨按摩，但收效甚微。
后来通过朋友介绍，联系了父亲。
起初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几贴膏
药，贴完后觉得酸胀减轻了很多，
前前后后又贴了10次，经过2个月
的治疗，终于睡上了安稳觉。”

刘景月说，令父亲没有想到的
是，几个月后，吴春友打来电话，
想代理销售这款膏药。如今已经合
作5年多了，进货量一直很稳定。

传承有道

提起祖师爷释迦宝山，刘景月

敬重之词溢于言表：“祖师爷慈悲
为怀，是真正心怀大爱的医者。在
那个年代，无论患者贫富贵贱，他
都一视同仁，治病分文不收，这种
大医情怀也时刻激励着我不断前
行。”

而父亲刘玉才，更是刘景月传
承路上的引航者。多年来，刘玉才
的一言一行都深深烙印在他心间。
刘玉才全身心投入到中药药剂的研
发与生产中，只为让古老药方释放
更大能量，为更多患者送去希望；
刘玉才还广开门庭，接纳各地求学
者，毫无保留地传授毕生所学，只
为让传承的火种越燃越旺。在刘景
月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沿着父亲
的足迹，让释迦宝山医术世世代代
传承，恩泽四方。

发展现状

面对释迦宝山医术的传承与发
展这一重任，刘景月兴奋地表示，
圣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已经与沧州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达成合作协议，
建立了产学研合作研发基地。医专
组织教授团队对医学药方进行梳
理，结合现代人的体质、饮食结
构、生活习惯等，来做进一步研究。

刘景月告诉记者，经过6年多
的发展，“圣众”的中药生产已经实
现了自动化，自动温控、下药、搅
拌，膏剂日生产能力达到万贴，水
剂的年生产能力达到5至10吨。

“近年来，我们多次受邀参加
各种国内外中医药文化交流活
动，还在市区开设了体验店，同
时和一些知名的线上平台开展合
作，想通过多种渠道更好地传播
释迦宝山中医文化。”刘景月感慨
地说，中医文化是几千年传承下
来的瑰宝，不能把老祖宗的配方
锁在箱子里，而应充分发挥它的
作用，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 刘 玉 才
（右一） 指导儿
子刘景月、儿媳
刘璟为患者治疗
腰部疾病。

▶释迦宝山
流传下来的珍贵
医书。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瑰
宝，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而中医药人才作为这一传统医学传承与创
新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加强
中医药人才培养，是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
的必然要求，对传承千年中医文化、提升
全民医疗福祉、促进中西医融合创新，都
有着极为关键且深远的意义。

从文化传承角度看，中医药承载着千
年智慧，中医药人才是这份珍贵文化遗产
的传承者，肩负着将古老知识代代相传的
使命。在医疗服务领域，优质的中医药人
才能够运用传统医学的理论与技法，为民
众提供更丰富、更有效的医疗选择。从科
技创新层面来说，中医药人才能够将传统
理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探索中医药发
展的新路径，助力攻克更多医学难题。

沧州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中医药人
才培养方面成效显著。在育人理念上，秉
持实践与长远眼光，在基层人才培育和高
端人才引进上双向发力。通过按需招聘中
医药人才充实基层医疗单位，落实中医类
别执业医师多地点执业，让优质中医资源
下沉到百姓身边。同时，充分发挥省、市
名中医的传帮带作用，营造良好工作环
境，推动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的整理与
传承。并且，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引进中医药领军人才和急需人才，为沧州
中医药事业注入新活力。

在培养路径上，沧州积极探索多元模
式。在院校合作方面，沧州中西医结合医
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建立教学医
院关系，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与多家中
医医院开展合作，构建起以中医药传统文
化和经典课程为基础、以提升健康服务能
力为导向的课程体系，源源不断地为中医
药事业培养后备力量。强化师承教育，沧
州积极抓好国家和省级中医优秀人才研修
等项目，将继承人培养对象向基层倾斜，
为基层培育具备扎实理论素养的青年中医
药人才，守护中医药传承的火种。沧州持
续推进“西学中”，依托培训基地，帮助
西医人员系统学习中医药知识，获取中医
处方权并开展适宜技术，促进中西医融合
发展。

在培训形式上，沧州同样亮点纷呈。
比如定期开展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面
向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推广中医药适宜
技术；组织国医堂大培训，提升基层中医
药人员业务水平；举办竞赛，激发中医药
人才的学习热情与专业交流；拓宽基层学
习途径，为基层培养中医骨干力量。

展望未来，沧州将继续深化中医药人
才培养工作。进一步优化育人理念，提升
对中医药人才的全方位服务与支持；持续
拓宽培养路径，探索更多与市场需求和医
学发展趋势相契合的培养模式；不断丰富
培训形式，加强实践教学与学术交流。沧
州也将积极争取更多上级人才培育项目，
鼓励名老中医开展师带徒，培育更多中青
年骨干医师，持续推进各项人才培养计
划，为沧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
大力量。

▲李康为患
者 治 疗 颈 部 疾
病。

◀李康传授
徒弟李氏正骨技
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