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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秋天，一个病号开着小轿车过来就诊，进门后看了看我，笑着说：“这么年轻的中医，水
平能咋样？
你看看我有啥病？
”很多病人都认为中医应该是年迈的老者，因为我年轻，测试我诊疗水平的事情时有发生⋯⋯　　我
看了看病人，头发稀稀拉拉的，头皮油光可见，眼圈发暗⋯⋯我没有切脉，只是看了他几秒钟，然后
告诉他，“你平时经常头昏、心情烦躁、腰部酸痛⋯⋯”　　病人吃惊地看着我，问我是如何知道的
。
我笑了笑，“你的脸上、头上不是写着吗？
”接下来是诊脉、开药⋯⋯每天我都在为病人切脉、望诊、解释病情、辨证用药，这些知识是太爷从
小教给我的，从我幼年开始，他用他的方式，为我走上中医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将我培养成一名合格的中医，他老人家付出了晚年全部的心血，在临终前仍不忘告诫我行医的准
则⋯⋯在中医的路上能够走到今天，我要感谢的是太爷他老人家，还有系统传授我中医知识的大学老
师、教给我草药知识的药农朋友以及开启我中医感悟之门的世外高人，更应该感.谢我的亲人朋友及那
些信任我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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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
作者从牙牙学语开始，在太爷的引导下，学习了阴阳、五行、脉诊、望诊和临床知识⋯⋯历经曲折，
最终成功地走上了中医之路。
本文展示了中医的神奇，阐述了中医深邃的道理，剖析了中、西医之间的区别，提炼出融会在中医文
化中的人生智慧，结合现代人常常忽略的传统知识，提出了不少现代快节奏生活下值得深思的健康问
题，并且总结出自己对中医的理解和感悟。
语言通俗，寓意深远，适合中医初学者、中医爱好者阅读参考。
本书与其说是一本传记式中医入门讲述，还不如说是一段教人永不言弃的励志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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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只见父亲举起斧子劈下去，木柴分成两半，干净利索，动作潇洒之极。
我心里也痒痒，于是走过去对父亲说：“我来试试！
正好活动活动筋骨，十多年没劈过柴了！
”　　父亲笑了笑，将斧子递给了我。
我参照刚才父亲劈柴的样子，有模有样地劈了起来。
父亲在一旁一边抽烟，一边看我劈柴。
没劈几块，我就感到双臂发酸，头上、身上开始出汗，似乎没有父亲劈柴时那么轻松。
父亲笑着说：“十几年没拿斧头了，能劈成这样算是不错了！
劈柴也是有些讲究的！
斧子举得要高一些，利用腰部和臂膀同时发力，人才感到轻松，刚才你劈柴时我观察了，斧头举得低
了些，这样全靠臂膀发力，自然很累了！
”　　父亲一边说一边示范，我按照父亲的指点，果然轻松了不少。
我一边劈柴，一边想着父亲所说的话。
“劈柴也是有些讲究的，斧子举得要高些，利用腰部和臂膀同时发力。
”看似简单的劈柴动作，若不经父亲的指点，还真是没想到这些。
随后我想到了打拳，拳击手出拳时，总是先将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这样才有力度，与这劈柴倒有
几分相似的道理啊。
劈柴是“欲下而先上”，拳击手出拳则是“欲出而先收”，我一边劈柴，一边思索。
　　父亲看出了我走神，担心劈出什么意外，让我别劈了，剩下不多的他收尾好了，我站起身，试着
拳击手出拳的样子，思索这其中的道理⋯⋯　　妻子走过来，笑着挖苦我，“又发什么呆，劈了几块
柴，还劈出感想了？
”我笑着说：“这下大发了！
”欲下而先上，欲上而先下：欲升而先降，欲降而先升；欲寒而先热，欲热而先寒；欲补而先泻，欲
泻而先补；欲散而先收，欲收而先散⋯⋯我一口气说了很多。
“什么意思啊？
”“你看这劈柴，要想斧头下去有力道，得先将斧头举起来，举到合适高度，下去才有力道，不是欲
下而先上吗？
”“那欲上而先下作何解释？
”“我们跳高时，先蹲下来，再向上跳，才能跳起来，才能跳得高，这不是欲上而先下？
”“有那么回事，继续说！
”妻子也来了兴趣，就连劈柴的.父亲也停了下来，听我讲了。
“欲升而先降说的是用药治病了，如果想用药升提人体的气机，得先考虑反佐什么降气的药，这样气
机得以升发，而不会升发太过，同时升发力度也会增强！
”“欲降而先升，如果想用药降人体的气机，得先考虑反佐什么升气机的药，这样气机得降，也不会
降得太过，同时降气的力度也会增强！
”“有这样的配伍吗？
”“有啊！
只是以前没有想通这些配伍的妙处，今天想通了。
比如枳壳配桔梗，两者用量相等，一升一降，调节人体气机；如果桔梗量大，枳壳量少，则以升提气
机为主；如果枳壳量大，桔梗量小，则以降气为主；还有枳实配白术、珍珠母配柴胡等。
”我兴奋地说。
　　“欲寒而先热是指运用寒凉的药物来清人体热邪时，先要考虑反佐一味温性的药物，这样不会因
为大量寒凉的药物进入体内，导致经脉收缩，气机不畅，形成寒药包热邪的‘寒包火’的变证，同时
有温药开路，寒药才能深入热邪中央，起效更快！
”　　“欲热而先寒是指运用大量补火散寒药时，先要考虑反佐一味凉性的药物，这样散寒的效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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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
就好比冰冻的肉块，放在温水中融化比放在沸水中融化还要快，一样的道理！
”　　“临床上寒热搭配的药物有吗？
”学西医的妻子问道。
　　“有很多啊！
比方半夏泻心汤中的黄芩与干姜；乌梅丸中黄连、黄柏与细辛和干姜；芍药汤中的大黄与肉桂！
”我轻松地回答道。
　　“欲补而先泻是指运行补药的同时，搭配一些泻药，泻去邪气，补药发挥作用更强，就好比六味
地黄丸，三补三泻，经典妙方！
”　　“欲泻而先补也是很常见的，治疗风湿时，运用祛风除湿药物的同时，适当运用补气的药物，
这样祛风除湿的力度更强；运用破气、理气的药物治疗气滞时，配合使用补气的药物，这样破气而不
伤正气，破气力度也会加强。
欲散而先收，欲收而先散，同样运用了相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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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原名《我的医学故事》　　感动了几十万中医爱好者、中医学子的网络热文　　向你展示了
真实的民间中医师徒式教育　　揭开民间中医师承的神秘面纱，见识民间中医的种种奇方妙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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