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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公绍华先生，浙江宁波人氏。
读初中时，适逢战乱而辍学。
早年曾以学徒身份受雇于布庄，后以职员身份工作于绸厂。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陈先生只身前往香港，创办宝通华行有限公司，公司业务初以与中国内地及日本
贸易为主。
七十年代后，陈先生开始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渐成闻名遐迩的商海巨子，并由此
成为中美间大规模直接贸易的开拓者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陈先生因健康原因退出商界，由此沉浸书海，手不释卷，潜心览读，涉猎广
泛，尤以医学、佛学、哲学及现代物理学诸书为最。
研读之余，勤于思考，凡有心得，当即笔录，零文散论，漫箱盈箧，日积月累，串珠成链，遂起著书
立说之举，以此而奉献于社会，造福于民众。
其志可钦，其心可敬。
　　从一位经商之人，转而成为一位饱学之士，且始终以民众健康为念，以无私佛心为本，陈先生实
在令人敬佩。
敬佩之余，不禁有所思考：陈先生原本学历欠丰，又长期经商，无暇广读，弃商卸任后，虽久病年迈
，却不甘清闲，不图享福，发奋苦读，持之以恒，终有所获，此种精神、品格、风范极应倡导，这是
其一；陈先生并非专业的医学人士，出于其对民众疾苦的深切关注，凭借其对医学内容的独到领悟，
不断地思考、探索，从而发现业内人士因习以为常而视而不见的医学问题，此种境界值得深思，这是
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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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公绍华先生，浙江宁波人氏。
读初中时，适逢战乱而辍学。
早年曾以学徒身份受雇于布庄，后以职员身份工作于绸厂。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陈先生只身前往香港，创办宝通华行有限公司，公司业务初以与中国内地及日本
贸易为主。
七十年代后，陈先生开始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渐成闻名遐迩的商海巨子，并由此
成为中美间大规模直接贸易的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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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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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络学说大致创立于先秦时期，在《史记》、《吕氏春秋》及《庄子》等古籍中均有所记载。
对经络学说的全面论述，首推《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有大量篇幅专论经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灵枢·经脉》篇。
　　《素问·上古天真论》日：“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
，月事以时下，故有子⋯⋯”此乃对女子生长发育、由生至老不同阶段生理特征的描述，其间不乏经
络气血盛衰之论。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论述气候变换与人体生命活动的关系，强调天人相应，理论广阔深邃。
他如该书《六节藏象论》、《气交变大论》等篇，均将季节、气候、地域、人体等视为一体，借此探
究天人关系。
论中所言“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
星⋯⋯上应太白星”（《素问·气交变大论篇第六十九》）这些观点用现代科学知识去对照，实属不
可想象。
岁星、太白星与民众易患何病，能有关联吗？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汉帛书。
据考，其成书年代早于《黄帝内经》数百年。
其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两部专论经络的医学帛书（另有《五十二病方》
、《脉法》、《阴阳脉死候》、《杂疗方》、《养生方》、《胎产书》等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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