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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药通俗演义》以神农采药为主线、药王治病为主轴，科普与科幻并举，传奇与神话同体，纤
细演绎相关中药命名、性味、功效。
以地域人名化、药材人性化手法，虚构故事，漫演事态，铺陈推导。
《中药通俗演义》以中医科普为宗旨，借笑谈而说医理，用故事而启兴趣，以药性加以铺陈、演绎，
其编撰目的，在于为医者研、为药者考、为文者参、为病者悦、为习者悟。
适合中医爱好者、中医初学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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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琳升，字欣宽，号云洲居士，别号美岱山翁。
包头名中医，副主任医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6岁（1960年）从医，1981年作为全国第一批中医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原中国中医研究院
）。
历任土右旗中医研究所副所长，包头市中蒙医研究所所长，包头市蒙中医院副院长。
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内蒙古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包头市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内蒙古中
医药》编委，《包头医学》副主编，包头医药卫生科技基金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包头市科技进步奖评
委。
从事中医医疗、科研、教学几十年，经验丰富，著述颇丰。
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论著8部，参编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规划
教材《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
　　孟仲岐，男，汉族。
中医研究员，研究生学历，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1969年出生于内蒙古土右旗沙拉齐镇。
先后毕业于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部。
现任包头市杏林中医研究院院长，内蒙古自治区青联委员，包头市青联常委，包头市第十届政协委员
，包头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副会长，包头市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包头市工商联执委医药分会副会长，
包头市海外联谊会常委，包头市人民政府党风廉政监督员。
一直从事中医临床研究工作，发表论文论著30余篇（部），字计千万言。
主要编著、参著作品有《中医治癌大成》《孟氏医学论》《病机中心论在现代疾病中的运用》《时间
医学在临床中的运用》《孟氏医学新悟》《孟氏医学心方》《孟琳升医学心识》《中药通俗演义》等
。
孟氏治医，多所创新。
研究癌症并推广至中医基础理论，提出指导思想是多维求协论，理论核心是藏象正邪论，诊治特色是
病机中心论。
2004年被中国医师协会评选为“中国医坛百杰”人物，包头市电视台、包头市日报曾对孟仲岐作了“
爱心浇铸中医魂”的专题报道。
2010年被内蒙古卫生厅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基层名中医”荣誉称号。
传略入编《中国中青年名中医列传》《中国名医一万家》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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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回  逢大旱民众倒悬遇灾病神农问策
第二回  区区小草显神奇种种大病得救治
第三回  积众多偶然现象决志建必然王国
第四回  太乙启悟见真知深思熟虑出良谋
第五回  神农采药救万民国老济世利千秋
第六回  甘国老历验奇效贤神农愉悦吟诗
第七回  尝甘草周身肿胀茅根水神农康复
第八回  尝茅根神农闻理识英才太乙荐贤
第九回  甘国老为民任职太医馆初具规模
第十回  神农暂缓南国行太乙述演神秘架
第十一回  养病体炎帝被困读古籍神农学医
第十二回  悟古训炎帝明理设典部神农劝学
第十三回  人参过量也殆害国老据病阐奥机
第十四回  莱菔子降气舒胸甘国老论医救人
第十五回  止出血野草显能任副丞多维宏论
第十六回  讲传奇喻贱寓贵说故事发人深省
第十七回  太医馆更臻完备创三论医学立体
第十八回  论六气更识英才谈药事方回正题
第十九回  枸杞佳话千年颂地骨勇义万古传
第二十回  赴郊野炎帝独行采黄芪根子双效
第二十一回  黄芪沙苑一草生补肺补肾两途径
第二十二回  赴塞北老翁领路过黄河神农遇奇
第二十三回  为救母孝女寻方求良药橐吾奔波
第二十四回  葶苈子千秋佳话款冬花百世美名
第二十五回  抗敌寇地薰洒血裁师傅美名柴胡
第二十六回  北柴胡功效奇特酸枣仁更演传奇
第二十七回  美岱村酸枣出世治母病初离茅庐
第二十八回  孝女访求治病药村姑执意闯难关
第二十九回  过三关孝女得胜采草药救母利民
第三十回  设分馆柴旺就职采防风神农进山
第三十一回  草药众多炎帝喜神农落山四贤救
第三十二回  炎帝采药得贤才神农获丰归柴园
第三十三回  《石药录》滑石为首石板笔名垂青史
第三十四回  大雪封山困炎帝四贤才士论天机
第三十五回  论造化石药有源攻共工女娲派兵
第三十六回  战共工祝融鏖兵败呆将真人显威
第三十七回  五岳真人炼石药祝融元帅败共工
第三十八回  五行阵配五行药敏智号令战米红
第三十九回  祝融大破五行阵共工头触不周山
第四十回  炼五石女娲补天论石药兼及其他
第四十一回  观雪景欣赏杏林美岱村药王出世
第四十二回  心田勤奋攻学问药王从师露头角
第四十三回  为深造负笈求师求真知更攀高峰
第四十四回  依依难舍情谊深有口皆碑赤子心
第四十五回  心田跃马过黑河药王神技显丰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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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回  药王高艺救民众怪山挡关马难前
第四十七回  心田辞谢众乡民酋长设计巧安排
第四十八回  灰腾梁冷热无常送药王民众有情
第四十九回  进大都拜师三老精钻研学达巅峰
第五十回  辞大都药王南下救万民宋拉问经
第五十一回  论方位心田传道讲学问药王课徒
第五十二回  药王施针吐立止茵陈蒿汤疸速消
第五十三回  进山城药王神技治阴黄心田采药
第五十四回  论医德药王授课讲黄疸病发阴阳
第五十五回  民间医药王关注弟子众必生争端
第五十六回  《大医精诚》炳千古药王课徒人文能
第五十七回  金钱草漫生荒郊诸结石赖以溶消
第五十八回  讲药性更喻世事论医理尤寓和合
第五十九回  教医药学而不厌授和合诲人不倦
第六十回  故乡美誉称杏林药王痛失黄骠马
第六十一回  黄骠马失蹄落涧吊睛虎骨梗求医
第六十二回  跨虎行医济苍生立庙祭祀封马王
第六十三回  橘井飘香千秋照杏林春暖万古传
第六十四回  药王庙炎帝树碑宝塔前神农聘贤
第六十五回  太医分馆设各地众高贤士任馆丞
第六十六回  太医馆神农宴贤中医药炎帝命名
第六十七回  拉萨详论昆仑医三大因素为特色
第六十八回  三根七恒为根柢草原医药有奇招
第六十九回  百花争艳吐芳蕊众贤论医绽新枝
第七十回  广智慧宏扬国粹宴群贤尊重才智
第七十一回  峨眉山炎帝览胜论大黄重庆述要
第七十二回  讲述大黄之传奇阐明将军之由来
第七十三回  进凉山炎帝心悦采三黄神农尝苦
第七十四回  黄柏木用治阴火吴茱萸温中散寒
第七十五回  游江南行程不虚进巴山长江远航
第七十六回  药品繁多可类列欲尝毒力涉险山
第七十七回  炎帝初入神秘架神农首中半夏毒
第七十八回  脱竹筒逃离毛人救蕲春堕跌山崖
第七十九回  神农考校金银花安合述讲连翘事
第八十回  荆山火焚大雨淋连翘徙民赴巴山
第八十一回  生前殷殷护民众死后切切济苍生
第八十二回  曼陀罗昏睡不醒使君子呃逆难停
第八十三回  安合讲述使君事炎帝登达神秘顶
第八十四回  柳州论疫演运气炎帝嗅皂嚏频喷
第八十五回  皂角取嚏吐风痰皂刺托毒排痈脓
第八十六回  阐痈肿隐寓病因释药性借助故事
第八十七回  食银杏炎帝中毒结白果公孙报仇
第八十八回  尝红花炎帝品味治血闷陆严显技
第八十九回  欲得妊娠当调经血旺易胎如期归
第九十回  铁秤陀荒年饿馁红内消病赢头白
第九十一回  何首乌黑发乌须夜交藤养心安神
第九十二回  采药更寻代食物草药尤多食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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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三回  神秘架改神农架告别巴山抵方山
第九十四回  炎帝独自上嵩山神农逐个尝生药
第九十五回  剧吐泻炎帝昏迷强助气神农还魂
第九十六回  野山参起死回生西洋参补气养阴
第九十七回  药王山琳琅满目善养生德全不危
第九十八回  养生之道各不同真至圣贤实一体
第九十九回  贤士叩请炎帝安精英共谋医药兴
第一百回  盛会空前炳青史绚丽瑰宝《本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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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天，炎帝饥渴漉漉，汗雨淋淋，翻山越岭，寻采各种花草树木的根、茎、叶、花、果、子、实
，并亲口尝试。
其目的，就是寻找治疗人民疾病痛苦的有效药物。
如此踏遍青山、渡遍绿水、走遍黄土、行遍荒野的举动，已不是仅此一次，而是反反复复，难以计数
。
　　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屡屡作此历险之行？
原来，在过去的岁月里，华夏大地一直物阜民丰。
而近年则突然天不作美，尤其今年一连数月，天下大旱，滴水不见，大地龟裂，禾苗枯黄，粮食颗粒
无收。
人民正处在饥饿当中。
真是祸不单行，恰在此时，疾病又在民众中接踵蜂起，病魔与死神困扰着整个部落。
疾病交迫，人如倒悬。
当时的巫婆神汉，均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真所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在医药尚未被人认识之时，民病只能以死以待之。
作为华夏部落总首领的炎帝，更是忧心忡忡，焦急如焚。
忽闻几个部落首领来报，各地赢劣者无数，死亡者惨重。
更使炎帝烦躁不安，以至十数日来寝食俱废、夜不成寐。
原来的满面红光，渐转黄白枯瘦。
旧日矫健的体魄，明显消瘦一围。
炎帝的爱姬，系莽水氏之女，名日听詙，见夫王如此迹象，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几度劝慰，终归无
效，只好以泪洗面而代之。
炎帝之爱女，名唤瑶姬，亭亭玉立，貌若天仙，且资质聪慧，果敢有见。
这日劝慰父王后，突然开言：“父王，在过去的农耕、商贾、战事中，您多采纳部落中各大小头领的
意见，现今的疾病，您何不再找他们相商，或许能提出有益的见解。
再者，民众中颇多治疗疾病的小经验，或许小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呢。
父王难道忘了当年母后的救命姜葱蛋汤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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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药通俗演义》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神农采药为主线，药王治病为主轴；科普与科幻并举，传
奇与神话同体；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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