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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前，在潞州区和平西街，从
山西省中医学院毕业的牛潞玮，开
办了自己的中医诊所，踏上了行医
之路。

26年，诊所外的墙面已显斑驳，
而诊所内部，墙上挂着的一面面锦
旗，无声地记录着牛潞玮与患者共同
经历的一次次治愈之旅。

26年，不变的不只是患者记忆里
那个治愈身心的地址，更是1998年
起就亮起的那盏医者初心。

师古而不泥于古
在牛潞玮的诊疗桌上，一本古旧

的《伤寒杂病论》常常放置手边。书
页边缘泛黄，封面斑驳，见证了时间
的痕迹与无数次地翻阅。

10卷，22篇，113个方子，82种药
物的应用，397条治法，一整本《伤寒杂
病论》，牛潞玮可以倒背如流。对于他
而言，这远不止是一部医学著作，更是
他临床实践、行医理念的源泉。

“《伤寒杂病论》里面15%以上的
方子小于四味药，但用药有主攻明
确、药少而精。”牛潞玮说：“疗效，永
远是中医的生命。仲景遇伤寒创六
经辨证，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
突破的唯一理由，就是疗效。”

牛潞玮的行医之道，正是遵循
“方精、药少、量小、效好”的原则，每
一味药，每一分剂量，都经过深思熟
虑，旨在以最少的药物，取得最大的
疗效。在他看来，医术高明固然重
要，但理解每一位患者独特的需求，
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才是治愈的
关键。

他研读中医典籍，从中汲取智
慧，又不拘泥于古法，敢于在实践中
创新。他广泛涉猎“四书”“五经”，用
儒学的智慧滋养心灵，用历史的深度
拓宽视野。在不断学习与创新中，牛
潞玮掌握了其中的辨证施治原则，在
面对各种疾病时，能够迅速识别病
机，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选用
经方或加以变通，随症加减，制定出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他在治疗中风、
风湿、脾胃病、肿瘤、更年期综合征等
一系列疾病领域心得颇多。

长治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长治市针灸学会常务理事，长治市
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每一个头衔，都是对他医术
与医德的认可。

手写病案的背后
夏日夜晚的街道喧闹，诊所的灯

光穿透窗帘，折射出一片宁静。
在电子病历盛行的时代，牛潞玮

却常常铺开宣纸，伏案疾书，毛笔在
他的指尖跳跃，一笔一画间流露出专
注与沉稳。诊所窗台上，摞成堆的手
写病案，被仔细地用线绳捆扎。

翻开来读，这些手写病案中，除
了详细的病情描述和诊疗计划，还能

看到牛潞玮对中医理论的个人见解，
以及他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

牛潞玮的病案，远远不止于窗台
上那几排。每人一病案，每天一思
考，每月一总结，是他从医以来的职
业习惯。上千本病案，每一本都凝聚
着他对患者病情的深入研究，见证着
无数个从病痛走向康复的瞬间。

“在书写的过程中，能够更加深
入地思考每位患者的病情，用心感受
他们真正的需求，这种深度的互动与
思考，是冰冷的电子屏幕难以比拟
的。”牛潞玮说：“每每翻阅这些病案，
都能迅速回忆起与患者交流的细节，
这有助于我更准确地评估病情的变
化，制定更为有效的治疗计划。”

“医者之术，贵在用心，方能知其
味。”医术的精进，离不开对生命的尊
重和对患者的责任感。

微信通讯录中，上千名患者的联
系方式，牛潞玮都会悉心保存，每一
条简单的联系信息后面，他都精确地
标注着患者的相关信息，从病情类型
到治疗进展，一目了然；乡村行医时，
牛潞玮为群众免费诊疗，不计较得
失；无论是慕名而来的求诊者，还是
曾经的患者线上问诊，牛潞玮总会提
供暖心的诊疗服务……

“治病”与“医心”之辨
医学是有温度、需要共情的人

学。在牛潞玮的心中，医术高明固然
是治病救人的基石，但与患者之间建
立的信任与沟通，是治愈过程中的另
一剂良药。

牛潞玮从不急于开方下药，他
更愿意花时间倾听患者的讲诉。“我
们治疗的不仅仅是病，更是患病的
人。”牛潞玮强调把人当作一个整体
看待，不仅要医病，开好“有药处
方”，还要重视为患者“医心”，开好

“无药处方”。
26年的行医之路，无数名患者的

康复过程让牛潞玮感触很深。有的
患者常年看病，处于怕生病的焦虑
中；有的患者从抵触中医到看到中医

在调节人体平衡、增强免疫力方面的
独特优势，逐渐信任中医；有的患者
在患有重疾的绝望中挣扎，又在一次
次的耐心引导与解释中平和对待
……牛潞玮用中医的智慧，引导患者
面对内心的困惑与焦虑，通过调整心
态，实现身心的双重治愈。这种关怀
与沟通，早已渗透进他每一次的“望
闻问切”中——

望，他并非仅仅停留在观察患者
的面色、舌苔等外在表现，更留意患
者微妙的情绪变化，理解他们未说出
口的担忧与期待；

闻，他不只是听患者声音的高
低、呼吸的频率，更关注患者的言语
节奏与语气，从而感知他们的精神
状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与饮食
偏好；

问，像是一场轻松的对话，他引
导患者分享自己的故事，从日常琐事
到身体不适。因为，每一句话都可能
成为诊断的关键线索；

切，并非仅限于脉搏的跳动，他
通过触摸，感受患者身体的温度与表
征，用身体语言的交流，更直观地感
知患者的生理状况。

在牛潞玮医师的诊疗过程中，深
奥难懂的中医概念，化繁为简，以患者
能够理解的方式讲述。中医不再是抽
象的理论，而是鲜活的生命哲学。“这

种方法，不仅减轻了患者面对疾病时
的心理负担，也让诊疗过程变得更加
人性化，增加了医患之间的信任与理
解。”牛潞玮说：“当患者对病情有了清
晰的认识，自然会建立起对抗疾病的
信心，这种内在的力量往往能产生意
想不到的效果。”

抚慰病痛，点亮希望，他在中医
学道路的执着坚守中，一步步探索。

治病医心立人生
——记中医牛潞玮二三事

本报记者 贾奕

追梦奋进

进入暑期后，平顺县图书馆
同兴苑服务点又迎来读书热潮，
不少学生和阅读爱好者来这里畅
游书海，尽享书香之夏。

平顺县图书馆联合该县青羊
镇同兴苑社区共同推进阵地建
设，延伸全民阅读触角，着力打造
居民家门口的“书”适圈，让广大
居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
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平顺县图书馆同兴苑服务点
由专职人员管理，藏书 3000 余
册，涵盖了文学、艺术、教育、历
史、地理等十几种类别的书籍。
自2020年5月成立，便成为周边

居民最喜爱的打卡点。年借阅量
达3000余册，年接待居民1000
余人次。

“我感觉这里的环境挺好的，
而且有很多书，我在这里可以安
静的看书学习。”在同兴苑小区居
住的学生曹晋华高兴地说。

舒适的环境、完善的设施、多
样的书籍，服务点俨然成了暑期
学生和阅读爱好者读书、纳凉的
打卡地。社区图书服务点的设
立，不仅满足了社区居民对阅读
场所的需求，丰富了小区居民的
文化生活，更让辖区居民畅享“阅
读就在家门口”的幸福感。

社区图书服务点 畅享阅读零距离
文/图 张永清

牛潞玮

牛潞玮字迹工整的手写病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