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佩衡（1888—1971），男，四川
省会理县人，著名中医学家，云南中医
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云南中医学院第
一任院长。吴氏医术精湛，擅长中医内、
妇、儿科，深入研究仲景学说，对阳虚
阴寒症的治疗有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
特的学术流派，推崇《伤寒论》“温服
阳气”之法，以姜附温热大剂力挽沉疴
，对附子的临床应用有独到之处。他坚
韧不拔、百折不挠地为中医药事业奉献
的精神和高尚的医德医风为世人所赞佩。

云南中医学院首任院长、著名中医学家
吴佩衡先生



在旧社会，学徒生涯是十分艰苦的，为求得老师的传授，什么活计都要任劳
任怨的去干。他常熬夜到夜间12点以后，才得悄悄点燃油灯，在等下读点医书，
就寝后再默诵几段汤头、药性和脉诀。寒来暑往他起早贪黑，吃苦耐劳，坚持
勤学苦练，从不怠懈。在学徒期间，由于他勤学上进，很受老师器重，除传授
医术之外，对中药的知识亦获益不少，举凡生药、饮片、丸、散、膏、丹，以
及药材的碾、打、炮、制，无不悉心操练，随师4年，打下了医学的初步基础。

云南中医学院首任院长、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 吴佩衡院长（右一）陪同考察并合影留念



吴佩衡从师卒业之后，回到乡间行医。他禀承老师的学理，对内外感伤
及各种常见杂病，每施以时方、验方而获得效果。时值民国初期，农村经济
落后，民不聊生，农村卫生条件很差，瘟疫疟痢等传染病流行。最初，他经
验不多，遇到疑难重症，常感束手无策。

60年代初吴佩衡院长与部分教师合影



每当他回忆幼年时，母亲因患病延误
而过早离世的悲痛往事，又目睹眼前一些
患者贫病胶皮的困境，更激励了他发愤苦
读，深研医学的决心。他复读仲景之书，
深受《伤寒论》、《难经》、《千金要
方》、《外台秘要》等经典医籍反复研究，
并就诸大名家的学说而参酌。历经几度春
秋，常致废寝忘食，将其所悟，付诸实践，
获得了不少可贵的临证治疗经验。他既汲
取了前人的经验，又不墨守成规，体现了
创新精神，这是他勤奋好学，勇于实践的
成果。行医数载，名声渐传，并博得了广
大群众的信任和称赞。当时会理县城一位
有名望的贡生张辅廷老医生，一向清高自
傲，对吴佩衡常以冷眼相待，一次他的孙
子染病甚重，亲治不起，后经吴佩衡投药
两剂而愈，自此则心悦诚服，再也不敢对
吴妄加轻视了。

吴佩衡先生编撰的《医药简述》



吴佩衡生平治学，从不以一隅之得为
满足。 他为了寻找行医创业的道路，
也为了采风访贤，广开见识，务求在
医学上的深入造就，于1921年离乡，
从会理县来到了云南。初到昆明的时
候，欣闻名医不少，就地考察之后，
又看到当时有不少医家，不念思求经
旨，旧习陋俗，相沿成风。他中年以
后，集中精力研究仲景学说，大力倡
导经方学理，强调阴阳学说为中医理
论的精髓，辨证论治是临证诊疗的准
则，以探索学术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冲破了当时的某些世风习俗，在云南
医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临证治疗，
他尊古但不泥于古，务求实际，大胆
创新，古方今用，拯救了不少垂危患
者。

吴佩衡医案



吴佩衡一贯把治病救人视为义不容辞
的重任，日理百诊，来者不拒，从不
马虎了事，对待病人，不仅能胆大心
细地认真治疗，而且能急病人之所急
，痛病人之所痛。凡经他诊治的患者
，不分高低贵贱，无不精心调治，愈
不受谢，对贫穷者，除免费义诊之外
，还经常奉送药费，甚至对疑难重证
，还亲自前往督促病人服药，若遇到
有的病家，缺乏煎煮附子的经验时，
给予耐心指导，甚至先尝试，待煮透
之后，始让病人服用，这样切实负责
的医疗作风，充分发扬了我国历代医
家关心病人疾苦的优良传统，也是医
林人物发扬救死扶伤的美德，是十分
难得的。

吴佩衡中药十大主帅古今用



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封面二 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封面三



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封面一 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封面
二



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部分著作 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手方笺



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手迹一 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手迹二



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手迹三
社会各界政要贤达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一



社会各界政要贤达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二 社会各界政要贤达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三



由于吴佩衡在医学上的创造以及他对
中医事业的献身精神，深受医界同仁
和广大群众的敬重。1930年被昆明市
中医界选为昆明市中医师公会（民办
群众性学术团体）执行委员，同年冬
季，代表云南中医界应邀赴沪出席全
国神州中医总会，抗议汪精卫取缔中
医之反动条例，其后留沪行医六载，
于1937年2月返回昆明。1939年被选
为昆明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1942年
成立云南省中医师公会，又当选为省
公会理事长。经中医公会举荐，受聘
兼任云南省中医考试主试委员及云贵
考铨处中医考试襄试委员及检核委员
。为进一步倡导中医学理，于1945年
创办《国医周刊》以资促进中医学术
交流。为发展中医事业，培养中医人
才，于1948年创立了云南第一所中医
学校——云南省私立中医药专科学校，
任校长兼教师之职。

云南省中医医院王绍通院长（中）、吴佩衡先生（右一）、戴丽三先
生（左一）



解放后，吴佩衡先后任云南省中医进
修学校副校长、云南省中医学校校长
、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学院党委委员
、中华医学会云南省分会副会长、
《云南医药杂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及云南省政协常委等职。1956、1959
年两次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及全
国文教卫生群英大会。1959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社会各界政要贤达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五



吴佩衡从事中医医疗和医学教育工作60
余年，擅长中医内、妇、儿科，学术上
尤其对仲景《伤寒杂病论》有较深入的
研究和造诣，较多的汲取了名家学说的
基本思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学术
上有创见，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吴氏学术
流派，开创了云南省经方学理，对云南
中医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临床上他擅用长沙诸方，很少用滋补
药品，采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白通
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扶阳散寒之剂，
治愈许多阳虚阴寒病证，时值阴寒危笃
重证，敢于以温热大剂力挽沉疴。对附
子一药，较有研究，在临床应用方面，
具有独到之处，据他多年临证体验，只
要谙熟附子的药性，配伍及用量适宜，
炮炙煎煮得法，且不违背辨证论治的精
神，附子的临床应用范围是很广泛的。

社会各界政要贤达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六



吴佩衡平生不仅致力于中医的临床治
疗工作，也十分注重中医的人才培养
和学术经验的传授，他言传身教，毫
不保留地把自己的学术经验传授给学
生们，在他的影响和教诲下，一家三
代从医者已有20余人，若有亲朋好友
询及医理者，皆能尽心解答，远道者
则常常写成文稿寄出，如他所著的
《麻疹发微》一书，初稿就是应家乡
亲友要求而写的。他在该书自叙中这
样写道，“1943年春，吾乡麻疹流行
，死亡者众。亲友接续函电来滇，嘱
余拟方救治，因于匆猝之际，写成
《麻疹发微》一稿，印寄乡里，按法
施治，全活者多，昆明部分同道及同
学，亦曾掌握此法，用诸临床，无不
应手而奏效”。甚至不少人因得到他
的教诲、指点或“函授”，逐渐掌握
医理而改业从医。

社会各界政要贤达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五



社会各界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文字一 社会各界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文字二



社会各界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文字三 社会各界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文字四



社会各界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文字五 社会各界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文字六



社会各界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文字七 社会各界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文字八



社会各界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文字九 社会各界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百年诞辰题词文字十



解放后，吴佩衡积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欣然投身于新中国的中
医保健及医学教育事业。当时他已年逾花甲，除坚持经常的诊务外，还
承担起云南省中医进修班、云南省中医进修学校、云南省中医学校及云
南中医学院的教学任务，以后又任云南中医院校的领导重任。历经坎坷
，终遇坦途，他亲身感受到党对祖国医学事业的重视和发扬，更是信心
百倍，精神焕发，年愈老而志愈壮。古稀之人还自编教材，亲自到课堂
讲授，毫无保留地把他数十年的经验传授给学生，诚不愧为我省中医界
之桃李天下者。晚年他曾深有感触的说：“中医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要为它作出一点贡献，必须付出艰巨的劳动，以至于毕生的精力。”
吴佩衡从不离开自己的信念，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百折不饶的精神，
为祖国医学贡献了一生。1971年4月25日他因病与世长辞，但给我们留
下了可贵的学术思想和丰富的医疗经验。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