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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永伟

在聊城城区兴华西路济宁银行东侧的一条巷子里，有一家叫
“广成堂”的中医馆，从清晨到日暮，这里总是人头攒动。3月5日，
记者走进广成堂，看到的是一张张轻松等待就医或诊治完毕满意而
归的笑脸，闻到的是淡淡的中草药香。这里记录着许多人摆脱病痛
折磨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背后，是一位中医人的默默耕耘、持之以
恒——他就是人称“广成先生”的王仰勇医师。

王仰勇师从山东省名中医谷万里和民间中医大家郭生白。多
年来，他致力于中医药文化传承、潜心钻研中药非药物疗法。他视
患者为亲人，每天一大早就到岗，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专业、贴心
的医疗服务。

患者感叹“中医太神奇了”

3月5日一早，肺部、乳腺、甲状腺
部位同时患有结节的市民杨女士第二
次走进广成堂。前一天，王仰勇采用
按摩配合耳穴压豆疗法为杨女士进行
了调理，她感觉症状明显缓解，所以又
来治疗。

“胸部往上，前胸后背还是有些不
舒服。”杨女士说。

“平时喜欢生气吗？”王仰勇问。
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王仰勇开导
说：“如果和家人生气，不应过分纠结
谁对谁错，要先考虑对方是不是因身
体不适导致的情绪波动。虽然生气属

‘七情’之一，但经常生气会增加身体
的负担，影响身体健康。”

杨女士听后频频点头。随后，王
仰勇又再次采用按摩配合耳穴压豆疗
法为其进行调理。20 分钟后，记者询
问治疗效果，杨女士感叹道：“感觉比
昨天又轻快了，全身好像有劲儿了。
中医真是太神奇了。”

市民郑女士也是第二次来到广成
堂诊疗。“我之前做过一次手术，时常
浑身无力、气血虚、手脚冰凉，让王大
夫给调一调。”郑女士说。

郑女士之所以再次来到广成堂诊
疗，是因为第一次接受调理后，她感觉
晚上喘气通畅了，也睡了个好觉。

在给郑女士调理后，王仰勇提醒
她：“平时注意汗后不要脱衣服、饭后
不要喝凉水。”

一上午的时间，记者注意到，王仰
勇接连为20多人把脉、问诊，耐心解答
患者的疑问并暖心提醒注意事项。“守
护群众健康是我的职责，也是我一生
的追求。”王仰勇说。

王仰勇：小街巷里的名中医

“不求医尽天下病，但求无愧天下心”

学中医要始终坚持自己对中医
的信仰。王仰勇认为，无论医学如
何发展，中医药学都深深植根于中
华五千年的文化土壤中。作为一名
中医人，不仅要治病救人，还要未病
先防，宣传保健意识，以实际行动向
患者传递温暖和希望。

“不求医尽天下病，但求无愧天
下心”，在一本书的扉页上，有一行清
秀的小字，这是王仰勇的人生格言，
他经常用这句话勉励自己。

“中医要求以‘天人合一’的整体

观去认识世界和人。它以阴阳五行
为理论基础，以积累的经验去调和阴
阳、平衡五行，从而形成了以执中而
和谐、身体康健为目的的独特医学体
系，有完善的理论和具体方法。”王仰
勇表示，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它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和思维方式。

“中医认为天地之气是生命的本源，
强调阴阳平衡，讲究五行生克，在养
生理论中顺其自然等，这些都与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髓一脉相承。”王仰勇

说。
虽安守小巷深处，但“酒香不怕

巷子深”，王仰勇以精湛的医术吸引
了众多患者慕名而来。“博学切问，所
以广知。”王仰勇时常用《素书》中的
这句话勉励自己，也会把其中的道理
说给身边的人听。“广学为知原，成德
为道本。广行为践实，成医要心真。”
王仰勇说，他将不断提升自己，在做
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肩负起传承和
弘扬中医药文化的重要使命。

研读中医经典，实践经验丰富

广成堂里，一面鲜艳的锦旗格外
醒目，上面写着“良言去掉心中苦，妙
手换得身安然”。短短14个字表达了
患者对王仰勇的赞美和期许，这背后
则是他 20 多年来对中医诊疗技术的
执着探索。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望目辨证
诊断学》《珍本医书集成》……诊室的
书架上，各种中医书籍摆放得整整齐
齐，这些也是王仰勇日常诊疗时的常
用参考书目。“《中医四大经典》《医方

考》《针灸聚英》等书籍，我也经常研
读。古今的著名医家，皆是在深入研
读经典、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所
成就的。厚积薄发、由博返约，是读
书成才的必然过程。”王仰勇告诉记
者，中医药文化要发展创新，提高临
床疗效是必由之路，而提高临床疗效
的捷径，就是借鉴前人宝贵的诊疗理
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
凉，冬气冰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

也 …… 其 伤 于 四 时 之 气 ，皆 能 为
病。”工作之余，王仰勇常读《伤寒
论》，并用于日常实践，收到良好效
果。

如何顺应“四时正气”？王仰勇
认为，顺应“四时”即顺应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的四季规律，动静适宜、衣
着适当、饮食调配合理。他举例说，

“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和疾病要
“三分调，七分养”的调养理念，就是
顺应四时变化总结出的养生智慧。

王仰勇在给患者把脉

王仰勇在
给患者按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