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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通识教育好选择梁荣能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院长几年前，年轻的李宇铭把他学医过程的
甜酸苦辣写成《中医学神》一书；该书出版不久便被列人中国香港“中学生好书龙虎榜”的候选名单
，甚受中学生欢迎。
其后，他再接再厉，撰写与中医学有关的书籍。
多年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为本科生办了一个名为“中医药之文化内涵”的通识课程，旨为引
导同学思考中医药与中匡I文化的关系。
2008年秋，原本任教的一位教授因事未能回港，刚巧宇铭已完成他的中医硕士论文，便助我一臂之力
，替我承担该门课的部分教学任务；后来从教学评核更得悉他的教学甚得同学欢迎。
现在宇铭把他讲授课程的内容加以整理、补充，使《一读就懂的18堂中医入门课》这本书能够面世。
在新高中课程，“通识”被列为必修科；大学对通识教育更为重视。
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特设“大学通识教育部”，以统筹大学的通识课程。
通识教育目标在引导学生：拓展广阔的知识视野，认识不同学科的理念和价值；提升对人类共同关心
问题的触觉；建立判断力和价值观；·以及发掘终生学习的潜力等。
从上述通识教育的目标看来，中医应算是一门上佳的通识科目。
只要你翻开《黄帝内经》看看，你便会发现这部中医经典包含医学、养生学、哲学、天文学、地理学
、气象学、心理学、历法等，正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
”（《内经·素问》序言）难怪人们常说中医博大精深。
李宇铭医师将中医相当艰深的医理，用流畅的文笔，生动有趣的比喻，把你带进中医的宫殿中，一睹
中医的“奇珍异宝”。
这书作为中医入门，引起读者的兴趣是最首要的条件。
你翻阅书的目录，看到《麻将桌上攻五行》、《生病了要跟月亮算账》、《看病如水墨画》和《饺子
可治病》等题目，一定会被吸引，想追看答案。
我最欣赏每篇附有的“杏林启思”、“医文化”和“通识挑战题”等延伸资料，有助加深读者对医学
和中国文化的理解。
无论你想认识中医学还是中国文化，这本书一定能满足你的求知欲，甚至更多，因为同时你也会对另
一个范畴加深了认识。
我诚意向你推荐这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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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是什么？
中医科学吗？
中医是玄学！
学中医很难！
⋯⋯作为现代中国人有很多围绕“中医”挥之不去的心结：几千年历史的中医真的落后了吗？
中医治病原理是什么？
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一读就懂的18堂中医入门课》作者李宇铭巧妙地从中医之根——中国文化入手，精心解答了各种常
见的有关中医的诸多疑问，《一读就懂的18堂中医入门课》中充满了善巧的故事、对比和比喻，配以
精彩的图表，让人不知不觉间认识中医，理解中医，接受中医，爱上中医，进而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
化频频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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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博士，香港注册中医师。
此前于香港浸会大学，先后获哲学硕士(中医学)学位、中医学学士及生物医学理学士双学位。
曾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著有《中医学神》(香港)等中医科普类读物，深受年轻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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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序1  读一本好档，识—位好医／姜良铎
推荐序2  中医，通识教育好选择／粱荣能
推荐序3  中医文化通／许承恩
自序  愿梦想成就美事
卷一
理解中医并不难
  学医有如囊中取物
    ——医理即哲理
  中医能够治牙痛
    ——三“观”加冕
  为什么中医姓“中”
    ——中西文化扫描
  中医不做手术吧
    ——走形上大道
卷二
搞懂中国文化是关键
  麻将桌上攻五行
    ——现代系统科学观
  中医之道“非常道”
    ——气，源于道
  庸医不中庸
    ——守好三分饥与寒的中道
  打球学阴阳
    ——阴阳的0与1
  为类比申冤
    ——令人心领神会的医学术语比喻
  给关联思考平反
    ——直觉也是客观
卷三
中医看病原理一点通
  人为什么会生病
    ——内因外因非内外因
  生病了要跟月亮算账
    ——天人相应有道理
  看病如水墨画
    ——辨证论治的法宝
  包治百病的秘方
    ——中医学的独立宣言
  悲伤了为什么会哭
    ——修身养性与健康
  心静自然康
    ——情志性格与体质
  饺子可以治病
    ——中医与民间风俗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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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隐世医生
后记
    ——第三只眼看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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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医搞通识 搞通文化 “文化”是什么意思？
按照字典的解释，文化就是“人类在历史 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总和”。
简单一点说，文化就是“包罗万象”，包 括了我们历史上一切的知识、思想和创作等。
谈文化，通常会具体地 讲“某某文化”，例如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甚至通俗一点的，流行 文化、
饮食文化、服装文化⋯⋯ 在学校里，可能高二·一班的文化就是文静优雅，喜欢思考看 书；高二·
二班的文化则是活跃好动，喜欢运动与辩论。
这些“文 化”，就是指某一特定范围内的知识、观念和思想的总和，反映着这 一群人共有的特点。
 中国文化包括了什么？
就是包罗中国这个国家的一切，其中包含 文字、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科学、音乐
、舞蹈、 书画、地理、风俗、社会、建筑、戏剧、饮食、医学、教育、服饰、 体育等各项；只要在
我国发生过的事物，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但一般所指的文化，其实核心是讲“哲学”。
按词典的定义，哲 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
“一般规律”就 是指普遍性的意思，哲学就是探讨一些最抽象的概念，能够揭示普遍 事物的规律法
则。
 比如说中国人“勤劳”、重“情”、重“崇敬自然”、重“家 庭伦理”：都是中国人普遍特征、思
想的一些高度概括，是中国文化 核心价值；也符合了哲学的定义范围。
所以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哲 学”。
中国哲学又以儒、道、释三家的思想为核心中的核心。
 理通哲学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怎么学得了？
”同学苦着脸说。
 “不用愁，只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国式的思维方法， 即中国的哲学，明白国人如何‘用
脑’，那就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 用。
”我用肯定的语气，再强调：“因为哲学是理性思维的总结，学 习中国哲学，也就明白国人的思维模
式。
中医的思想跟中国哲学是一 致的、相通的，所以中国哲学是中医的根本。
有了这个根基，以后无 论学习中医理论或其他各科的知识，都会变得很容易。
” 三通之才 中医的第—部经典《内经》中说： “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
”（《素 问·著至教论篇》）医生如何“得道”，做个好医生？
就得通晓“天、地、人”三 才。
“天文”，可指现在的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就是环境 学、地理学；“人事”狭义地说，可以
是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 但是广义一点去理解，应该涉及中国文化全部的内涵。
那么，要做一 个好中医，要求真是非常高啊！
 学医四阶段 “学习，最要紧的还是多思考。
你们现在在大学课堂上听课，而 以前医学生大都是跟着师傅学习，得经过‘四诊’⋯⋯” 中医所说
的“四诊”，是指中医的诊断方式，包括“望、闻、 问、切”四方面。
“望”，就是观察病人的气色；“闻”，就是听病 人的声音和嗅病人发出的气味；“问”，就是询问
病情；“切”，就 是指接触患处和把脉。
 不过这里所说的四诊有所不同，“学医四诊”是指学医的四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1）“待诊”，就
是在正式临床学习之前，接触一 些相关的工作，例如药物的加工炮制；（2）“跟诊”，师傅看病， 
留在旁边观察；（3）“试诊”，学生尝试看病，诊断开药后，给在 旁的师傅审阅；（4）“应诊”，
学生通过了试诊，老师认为“学满 师”，就可以独立应诊。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读就懂的18堂中医入门课>>

编辑推荐

　　一本书，打开一扇攸关每个中国人必备知识的大门。
从历史到地理，从天文到典故，李宇铭所著的《一读就懂的18堂中医入门课》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中
医（文化），她是第一次如此近的与我们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一直不离不弃地生活在中国文化之中
并被她深深影响。
在读书之余，您更会情不自禁地掩卷思考：为什么这位优秀的香港青年如此热爱中医。
热爱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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