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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长善：悬壶济世 土家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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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故事 

 
 
      一位土家族老中医，一生研习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写出《伤寒论新解》，创立了“整体阴阳

调节平衡法” 

 
 
 

吕长善：悬壶济世 土家名医 
 
 
 

杨顺丕  罗锐锋 邓福翠 
 
 
      湖北利川凉雾山，是八百里清江之源，风景秀丽，钟灵毓秀。1936年，吕长善就出生在这

里。他上私塾时，老师是位有名的中医，上课之余，常常教给学生一些有用的医学知识。慢慢

地，在老师的熏陶下，吕长善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半路出家 

 
 
 
      与医术结缘，起因于弟弟生病。他12岁时，弟弟腰部长满了疱疹，家人用木板抬着病重的弟

弟四处求医，当地医生都摇头，劝他的家人回家准备后事。 

 
      望着弟弟求生的眼神，吕长善流着泪握着弟弟的手说：“弟弟，你不会有事的。”就在回家

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名游方医生。在问清楚病情后，他让吕长善的家人在野外采点棉刺苔（刺

树刚发出的芽），然后和糯米和在一起敷在腰部。回家后，他们按照游医的说法做了，果然弟弟

的病情很快好转并痊愈了。 



 
      1954年，吕长善在利川柏杨供销社当会计，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下乡收购农产品。这期

间，乡亲们常有名贵药材出售，他学会了中草药的鉴别、炮制、加工。在单位除了工作以外，他

还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医术。 

 
      当地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医生，研制了一种“银翘解毒汤”，对治疗感冒有一定的效果，但只

对部分患者适用。吕长善知道后，就想研制能对更多患者产生疗效的药。经过大量的实验，他终

于研制成功了 “麻黄桂子汤”，为许多患者减轻了病痛。“我无师无派，全部靠自己摸索，所以

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难也有难的好处，那就是，不受学派、师承的约束，可以自由

地吸收古今各家的学术思想，可以大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他这样总结从前。 

 
 
 

新解“伤寒” 

 
 
 
      在行医过程中，他还迷上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因精医术，重医德，善针灸，

被人们尊称为“医圣”。他的《伤寒杂病论》成了行医者必读之书。但是在研读过程中，吕长善

发现人们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伤寒”二字的理解有偏颇。他认为在张仲景后，再没有

人对“伤寒”进行准确的定义。在大量临床试验的基础上，他得出结论：“伤寒”并不是现在人

们所理解的病名，而是病。“伤”是内伤，“寒”是外寒，他还结合张仲景主方的精华，创立和

完善了 “整体阴阳调节平衡法”。 

 
      1985年10月，吕长善的《伤寒论新解》初稿完成，后经十余次修改而定稿。在这个过程

中，他走访了很多著名老中医，征集宝贵意见。他的研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1993
年，一部凝聚他一生心血的著作《伤寒论新解》正式出版，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亲自为该书题写

了书名。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钱超尘也给予高度评价：发前人未所发，堪为新解。《伤寒论新

解》一书，在全国“仲景杯”优秀论文评选中，被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 

 
      上世纪90年代，吕长善筹办了一家张仲景中医学术研究所。他开处方从不记标准的配方，因

病而异，因人而异，同样的病，处方却不尽相同。掌握了这一精髓后，他的医学的之路越走越

宽，许多疑难病症在他手中迎刃而解。 

 
      行医几十年，他治愈的病人达3万余人，为病人减免各种药费达15万元。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作为医生，首先要有善心，然后才有资格谈医术。”“能多治一

个病人，我比什么都开心。” 吕长善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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