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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大夫的医德医术很信任”

张世敬创办的“张氏中医堂”坐落于东昌府区
张炉集镇张双阵村。步入这间朴素的诊室，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满墙鲜红的锦旗——“大医精诚真妙
手 济世疗疾见春风”“仁心济世 妙手回春”“疗效
虽缓能治本 消肿散结立功劳”……每一面锦旗都
承载着患者真挚的谢意，见证着医患之间温暖人心
的互动故事。

“喝了几天中药，现在感觉咋样？”7 月 1 日下
午，张世敬向前来就诊的田先生耐心询问道。

今年 49 岁的田先生于 2023 年 11 月做了肿瘤
手术，术后化疗期间身体出现排异反应。半年前他
开始接受张世敬的中医调理，近期体检报告显示其
身体各项检查指标基本恢复正常。

“头不怎么疼了，后背也不那么僵硬了。”田先
生反馈道。

为其仔细脉诊和舌诊后，张世敬温和地嘱咐
道：“还得继续喝中药，另外我再给你做做耳穴压
豆，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对于这样的慢性病，自我
调理很关键，日常要继续保持平和的心态、充足的
睡眠，坚持适度运动，并注意规律饮食。”

“经张大夫诊疗后，我现在感觉身上慢慢有劲儿
了，我很信任他的医德和医术。”田先生感激地说道。

田先生刚离开诊室，2岁半的患儿欣欣就被奶
奶抱着走了进来。前一天欣欣因为积食导致发烧
至39℃，张世敬在其肚脐周围贴了几贴膏药，不到
40分钟，欣欣的高烧便退了下来，此次复诊是为巩
固疗效。张世敬在欣欣的中脘、神阙（肚脐）、大椎
三个穴位贴上膏药后，叮嘱孩子奶奶：“平时注意让
孩子别吃凉、别吃撑。”

在诊疗过程中，张世敬总是结合患者具体情况
给予个性化健康指导：“调整心态至关重要，积极面
对才能改善健康状况”“血糖高不可怕，可怕的是血
糖高的并发症，所以平时要多做有氧运动”“慢性病
的治疗重在改变生活习惯，日常培养些爱好，可以
多练练八段锦”……

这些朴实却充满智慧的叮嘱，既蕴含中医“治
未病”的理念，也体现了他对患者全方位的关怀。
张世敬表示：“这是我的行医习惯，也是作为医者应
尽的责任。”

一位“西转中”大夫对中医的感悟

2017年，在积累了20余年临床经验后，张世敬
通过了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考核，正式取得中医

执业资格。2022 年，
他参加了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聊
城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谷万里组织的“成无
己中医大讲堂”研修项目，对中医和《伤寒论》有了
崭新的认识和发现，更为难得的是实现了诊疗理念
的重要转变——从“以西为主、以中为辅”的诊疗模
式，发展为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核心的中医思
维体系。

张世敬深刻认识到，中医是集大成的医学体
系，其理论融贯天文地理与人文思想，将人体视为
有机整体。诊疗时注重动态平衡，通过整体调节实
现局部疾病的转归，最终达到阴阳调和的状态。他
还特别强调：“《伤寒论》创立的六经辨证体系，通过
辨析病位、病性、病势及方证对应关系，极大地提升
了中医临床诊疗的精准性和效率。”

《伤寒论》共十卷22篇，条文398方，全书重点
论述了外感风寒引起的病理变化及辨证论治的方
法，将外感病症归纳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
阴、厥阴六大症候群，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中医六经
辨证理论。

张世敬回忆道：“谷万里教授在授课时深入浅
出地解析了六经辨证的临床应用——太阳病病位
在表，主因寒邪外袭；阳明病病位在胃肠，病机为阳
明化燥、湿热内蕴；少阳病病位在半表半里，病机系
胆气郁滞、三焦枢机不利。谷教授特别强调培养中
医思维的重要性，主张‘不仅要授人以术、明之以
理，更要传之以道’。”

张世敬进一步阐释了中医治疗理念：“中医治
病讲究因势利导，为邪气找出路；注重扶助正气以
祛除病邪，最终实现阴阳调和、邪去正安的疗效目
标。”

基层实践中的守正与创新

中医的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两大特色，在张世
敬的临床实践中得到生动体现。

“整体观念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思想。”张世敬阐
释道，“人体365个穴位对应一年天数，12条经络对
应月份，24节脊椎对应节气。这不仅是巧合，更是
整体观的实证。中医视人体为动态平衡的有机整
体，关注脏腑、经络、气血之间的动态平衡，过和不
及都是疾病，中正平和才是健康。所以中医不单纯
是一种医学，还是一种可以让人心态积极、敬畏万
物的心态修养，更是一种让人法于阴阳、和于数术、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的生存之道。”

关于辨证论治，张世敬强调在临床和诊疗中要
突破常规思维：“不要让常规逻辑和仪器检查结果
固化和影响辨证思路，不能仅凭检查结果就简单用
药。比如一看患者感冒咳嗽就开出消炎止咳的药
方，对心脑血管病患者不进行诊断就用活血化瘀的
药物，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疗方法和中
医天人和一的整体观念不相符。必须运用‘望闻
问切’四诊法，确定病机、病位、病性、病势，并制定
相应的治疗方案。中医治疗不仅要治病，更要‘调
人’——通过个性化方案调整患者的生活方式。”

作为当代中医人，张世敬秉持“守正创新”的理
念：“我们既要传承经典，又要与时俱进；既要博采
众方，更要开拓创新。要把中医这一优秀传统文化
利用好、发扬好、宣传好，让这一中华瑰宝真正造福
基层群众，履行好我们这一代中医人的历史使命。”

◀张世敬为患者施行耳穴压豆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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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永伟

行妙手回春之术，立
心慈仁爱医德。这是张世
敬的座右铭，也是他近三
十载从医路上始终恪守的
职业信仰。从乡村诊所到
中医殿堂，这份初心历久
弥新。

作为聊城中医协会委
员、中医药文化宣讲师，张
世敬长期扎根临床一线，
将传统中医辨证思维与现
代医学诊疗技术有机融
合，尤其在高血压、脾胃
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及疑
难病症的诊治方面建立起
一套独具特色的诊疗体
系。自1996年开启医者生
涯以来，他先后师从山东
省名中医药专家谷万里、
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
王成哲等中医大家，系统
研习经方时方，完成了从
乡村医生到中医执业医师
的蜕变。他辨证精准、用
药精当，为无数患者解除
疾病痛苦，书写着中医传
承创新的时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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