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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学院毕业后，我到基层医院、县中医院从事中医工作，从实践中体验到，中医确实能解决一些问
题，甚至对一些疑难杂症、“不治之症”也能发挥较好的疗效。
现实表明，无论在农村或城市，中医都具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然而，不争的事实是：中医的阵地不断在萎缩，中医不再是大多数人生病时的首选。
不少中医医院已很难再以“独立”的、“纯粹”的中医药技术支撑门面，而要靠大量增加西医项目盈
利，甚至少数成为“靠西医赚钱的中医院”。
另外，从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公布的数据（2005年）可以看出中医人才的减少和“异化”：西医558.39万
人，中医40.72万人；西医院1.68万家，中医院0.26万家。
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教授说，这40万中医只有不足1／3的人在用纯中医的方法，也就是说，全国13亿
人只有十多万人在应用中医的治疗方法。
并且这个数字还在减少，因为其中大多是老中医。
同时，许多中医则名不副实。
从上可以看出，西医已经成为了医疗市场的主体，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惯性”，中医在人们心中逐
渐被淡化了。
多年以来，我不断思索，为什么中医具有简、便、廉、效的优点，人们却渐渐地对中医避而远之，生
病时不再把中医作为首选呢？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外界对中医的极不理解，许多人对中医的认识仅仅限于影视作品中的片面之
词，而且我在实践中发现中医有许多被误解、曲解的地方；二是由于中医理论古奥难懂，也有许多不
足的地方。
我在实践中也发现，要用中医向病人完全解释清楚病情，有时很困难。
正如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说：“中医所遇到的困难是20世纪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
中医理论讲阴阳五行，令人望而生畏。
”故钱学森指出，“在科学界，对待中医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它不科学，全是些讲不清的东西
。
虽然公开这样讲的人不多，但不屑一顾者却大有人在。
另一种极端则认为中医理论十分完善，只要将自《黄帝内经》以来的浩瀚的中医名籍、名家著述弄懂
就完美无缺了”。
这两种态度对认识、普及中医知识都是不利的。
我在运用中医药过程中，感受到了中医简、便、廉、效的特点，坚信中医药有不可替代的治疗作用，
故于五年前辞去公职，开设了一个纯中医医馆，探索纯中医之路。
在此期间，我发现许多病人心中仍有很深的中医情结，大家也迫切想了解一些中医药的知识。
钱学森说：“中医那一套阴阳五行，对青年格格不入，即使他学会读古汉文，他也领会不了中医的精
髓，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搞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除去中医理论中的糟粕⋯⋯这样中医理论就可以放出
它固有的光辉，丢掉它现在吓人的假象。
”正是基于这个思想，我除了每天应诊，还时时都在思索这些问题，搜集与中医有关的资料。
在这当中，了解到许多同道和中医爱好者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一些不是学医的人，也对中医特别关注，并以普及中医为己任。
他们虽然从各自的经历和专业角度出发，却也触及了中医的一些核心问题，得出几乎一致的结论。
他们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思考，对中医作出了一些全新的阐释，与我的许多想法和实践不谋而合
，让我心里甚觉宽慰。
正在此时，化学工业出版社科普?医学分社积极策划中医科普的图书，来电邀请我写一本普及中医的书
，于是我把自己十年来行医实践和思索所得，围绕“人活一口气”的问题，对中医进行一些不成熟的
探讨，希望恢复一些中医的本来面目，为中医的“卓然自立”尽一份绵薄之力。
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斧正。
医学前辈们，如邓铁涛教授、陆广莘教授、郝万山教授、吴生元教授，以及一些著名学者如吴清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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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学鹏等都对中医的许多问题有深刻而详细的论述，本书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引述，还引述了一些外国
学者如[美]坎农、[澳]霍恩的思想，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感谢恩师吴生元教授（云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原院长、吴佩衡学术继承人）审阅原稿并赐序，感谢香
港朋友董颖仪对全书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李林森博士给予许多建议并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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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人都知道俗语“人活一口气”。
但是，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到底是什么呢？
中医认为，气是人体生命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原动力。
养生要养气，治病要治气，健康长寿都离不开对气的保养。
　　《人活一口气：养生先养气》作者扎根中医基层，经验丰富。
在临床工作中，他除了给患者开中药治病，还为患者讲解中医对气的认识，告诉他们如何从养气的角
度来养生防病。
另外，对于“中医是什么”、中医对病的认识、中医“人活一口气”的整体和谐观、中医辨证论治的
特色、中医与西医的共性与区别等问题，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人活一口气：养生先养气》是作者多年行医的感悟集成，全书语言流畅犀利，旁征博引，适合
对中医感兴趣的读者参考阅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活一口气养生先养气>>

作者简介

杨通，1998年毕业干云南中医学院中医专业本科，2001-2003年在该校硕士研究生班进行全日制学习。
师从云南名中医吴生元教授、龙德昭教授、高中祖教授等，参与了《常见疑难病证治荟萃》、《吴佩
衡中药“十大主帅”古今用》等书的编撰。
毕业后曾任基层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院分院院长。
为探索纯中医发展之路，杨通几年前辞去公职开办了一家纯中医医馆，受到患者的好评。
他认为，中医药的发展必须从西医的疾病模型中解放出来。
正如章次公先生所说：“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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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为何气对人的健康如此重要参考文献第一章 气是什么一气为一身之主二气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气的家族成员三气是人体的“电量”四气是人体的“通用货币”五气是人体的控制信息六气是人体
的“万有引力”七气是一个概念模型，气是一个关系实在八气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参考文献第二章 百病
皆生于气一气不成圆运动，则病易生二气支配着人体的健康和生病三天人感应：大气病了，人也跟着
病；同气相求：调理内气，病自愈四关节疼痛生冻疮，莫只顾消炎止痛，应从整体养阳气五气亏五成
，半身不遂六气不平，病易生参考文献第三章 “人活一口气”的调气观——开启转向健康的机关一气
行则血行，头痛顽疾除二治痰必治气，痰除怪病愈三补中益气法，甘温除大热四温心中阳气，心脏阴
寒散五识大气下陷，复心脑供血六腑气若得通，疑难病疾除七妙用转阳法，邪气脏出腑八开窗气对流
，轻松治咳嗽九舒肝经郁气，美颜不是梦参考文献第四章 “人活一口气”的和谐观一南柑北枳——把
病菌变成朋友二水火既济——让烦躁的人变得平和三把不得不揭竿起义的老百姓（癌细胞）变成安居
乐业的老百姓（正常细胞）四不战屈人之兵，养正（气）疾自除——顽固性风湿病的治疗法五把“三
个和尚”转变为“三个臭皮匠”参考文献第五章 “人活一口气”的治病观一上工治未病二坚持辨证论
治三人是一个整体，切勿拆零分割四无为而治，顺应自然，消病于无形五以人为本，超越疾病模型六
提倡个体化治疗七尊重躯体的智慧，助其生生之气参考文献第六章 “人活一口气”的养生观一叶落归
根话养生二过犹不及话脾胃三忌伤正气话抗生素四祛病延年话附子五以通为补话大黄参考文献第七章 
认识“人活一口气”——十年行医感悟一细菌与病毒是疾病的替罪羔羊，而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人类自
己二有药能医龙虎病，无方可治众生痴三医者，意也，是“人活一口气”的内心冥证四中医活一口气
，才能卓然自立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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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千零一夜》有一个故事:有许多珍宝藏在一个石洞里，只有对石洞念一个咒语“芝麻，开门”！
石洞的门才会打开，才能得到宝藏。
进入21世纪，人们对中医的关注越来越多，但中医的语言古奥难懂，使许多欲了解中医的人望而却步
，正如钱学森所说，中医有一个吓人的假象。
我们怎样才能揭开中医神秘的面纱呢？
我认为应该从中医的气开始，中医的“气”就是开启中医这个大宝藏的钥匙。
气是什么？
让我们先从中医的一个重要内容——五脏六腑谈起。
中医的脏腑观，实质就是郑钦安提出的“人活一口气”。
郑钦安在其所著《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二书中说：“余谓心、肝、脾、肺、肾并六腑、周身经
络、骨节、皮肤，有形之躯壳，皆是一团死机，全赖一团真气运用于中，而死机遂转成生机。
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知死者，惟赖有此先天一点真气耳。
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
《黄帝内经》对中医脏腑的论述是一种“官之学”的比喻：“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
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
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
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
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
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
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
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
主不明则十二官危1，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
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上面所说的“官”，即是职务、职能的意思，古人常用朝廷不同的官职去比喻脏腑的功能。
心，就如一个国家的君主，是最高领导人，它的功能正常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形象，
所以称为“神明出焉”。
肺，就如宰相，辅佐君主治理国家。
肝，就如一个将军，运筹帷幄。
胆，就如现在的监察机关，需要公正果断。
膻中，也称心包，即心的外膜，心包有时也要为心受邪，就如现在的秘书，有时候要为老板挡驾。
脾胃就如管理粮仓的官员，民以食为天，故中医称之为“后天之本”。
大肠，有处理垃圾的职能。
小肠，进一步吸收饮食水谷的精微物质，就如税务机关。
肾，作强之官，伎巧出焉。
作强，指才力过人；伎，同技，指多能；巧，精巧的意思。
肾有点儿像教育部门有培育下一代的职能。
三焦，就如城市交通、下水道一类的东西。
膀胱，就如管理全国水利的官员。
所以，中医把五脏六腑比喻为各种“官”，强调的是跟气机有密切关系的脏腑功能，而不仅是西医解
剖的有形“器官”及其作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活一口气养生先养气>>

那么气和五脏六腑有何关系呢？
气为十二官之主，是十二官的支配力量，故上文说“主不明则十二官危”。
生命的特点是活、是动，古人认为有气就是生、是活，没有气，生命就停止。
气是生命的前提，气维持生命，气是生命的标志，没有气便是死亡。
生命活动背后似乎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在支配。
这种力量是什么呢？
古人认为是气。
气也支配着五脏六腑，气是一身之主。
从上面的比喻可以看出，五脏六腑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各级机关部门，而这些部门的职能是什么呢？
用最通俗的一句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贯彻实施一些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有利于社会和谐进
步的各种政策、法令。
一个国家繁荣昌盛，不完全在于君主，而在于这个国家的政策、法规是否有利于人民大众，如果它们
是非常完善且适合这个国家，并且被积极落实执行，维持着这个国家社会的秩序，“十二官”各级官
员都兢兢业业，勤于职守，那将是一个太平盛世。
纵观历史上许多变法、新政的成功实施，都在一定程定上促进了社会的繁荣、进步。
反之，苛政猛于虎，“十二官”贪污腐化，鱼肉百姓，人民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种冥冥之中的支配力量，在中医看来就是“气”。
故称之为“人活一口气”，“气为十二官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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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点滴复苏，中医不仅重现于医疗战线的前沿，与重大疑难疾病作斗争，而且也走
向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指导大众保健、养生等。
“什么是中医”、“中医能治什么”、“如何养生”等亦成为百姓经常提及的话题。
然而，中医的从业者们，或是管理者们，甚者不少的“名医”们，却未能给越来越多对中医有需求的
人民一些笃定。
不识阴阳，不识五行，不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基本的中医内核，争名逐利，企踵权豪
，治病更是按寸不及尺。
握手不及足，疗效实在不敢恭维，言必“你的病西医诊断是什么”、“你先西医检查”、“肿瘤、高
血压、糖尿病不可治愈”等，真是可笑之极！
中医能传承至今，不仅因为自身的生命力，而且因为有着真正明白中医的一批批“明老中医”，通过
他们来承载中医的理念，通过临床展示中医无比的临床实力，现存的许多医学和中医比起来，不过是
小孙子和爷爷的比较罢了。
当然，我所说的。
明老中医”不是名气大的中医，不是花白胡子的老爷爷噢！
所谓“明”，即真正通晓中医内涵的人，“老”，即经验老到的中医。
我不曾知道中国能有几个这样的“明老中医”，不过亦师亦友的杨通师兄，却肯定是其中之一。
因为他的。
明”，加之其“老”，尽管师兄也只是而立之年后的中医。
2005年。
有幸结缘认识了师兄，师兄不仅把我带入了中医的殿堂，而且让我见识了何谓中医！
师兄治学严谨，勤求古训，博古通今，目前在自己的医馆诊病，每日均几十人以上，最多曾百余。
临床治大病如烹小鲜，效如桴鼓！
结合十余年的临床，写了本书。
我认真学习后，体会到师兄的苦口良心。
该书不仅深入浅出，而且结合了他自己临床的真实体会，确实是一本上佳的中医读本。
无论临床或思维，均可很好地指导大众，更是中医们可用可学的实战书籍。
尤其是。
过犹不及话脾胃”、“忌伤正气话抗生(素)”、“把不得不揭竿起义的老百姓(癌细胞)变成安居乐业
的老百姓(正常细胞)”、“识大气下陷，复心脑供血“等篇，看了让人爱不释手，让人有许多茅塞顿
开的体悟！
同时，“以通为补话大黄”、“何为毒”等篇，可以给目前滥用附子的中医们一些启迪吧！
尽管他们已在中医上有过大的飞跃，敢用附片，但离真正的火神爷们差太远！
中医至精至微，博大精深，随着百姓健康日益的需求，中医如何从经典走向科普，走向大众化亦是当
今中医人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之一。
本书中有不少通俗易懂的内容，观点基于临床，确实有不少章节也是科普化的典范之一。
因此，期盼此书早日付梓问世，传之大众与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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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紧紧抓住贯穿整个中医理论体系核心的‘气’的学说，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突破公式化、模
型化的束缚，对中医药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探索性的诠释，文章叙述有理有据、思路清晰、语言通顺
，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有可读性，可谓一‘气’贯穿始终。
” 　　——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寻师 吴生元 “该书不仅深入浅出，而且结合了作者自己临床的真
实体会，确实是一本上佳的中医读本⋯⋯看了让人爱不释手，有许多茅塞顿开的体悟!” 　　——北
京中医药大学博士 李林森 “你的文章很有内涵，把历史与中医结合为一体，既有故事情节，又包含
中医理论，受益匪浅，佩服佩服!” 　　——网易博友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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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活一口气:养生先养气》：《黄帝内经》：百病皆生于气，气是人体生命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原动力
，健康长寿就是要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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