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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谈中医药的书，书中不乏对中医中药的深刻理解，研究当代中医药的传承发展，此书不可不
读。
　　这是一本谈民族医药的书。
民族医药与中医药既有共性，也各具其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医学学术体系和基于本地生产生活方式
的医技方药。
　　这是一本跨越学术边界的书。
它既用理性思维表述了传统医药的不改的初衷，又是半个世纪来未曾燃烧的岁月留下的余烬和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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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医药部分　鲁迅与中医药（2002年5月20日）　凭吊之后的思考（2002年4月）　两部本草巨著的相
关命运（2003年1月5日）　正确对待龙胆泻肝丸（2003年3月19日）　信任中医，有效介入，为民解难
，为国分忧（2003年5月2日）　为什么抗击“非典”中医使不上劲（2003年6月3日）  　疾风知劲草，
患难见真情（2003年6月19日）  　历史的成果，现实的指针（2003年8月6日）——学习《中医药条例
》的几点体会　世界卫生如何塑造未来（2004年1月21日）　道法自然与中医哲学（2004年6月）  　长
兄代父与突出重围（2004年12月18日）——对《中医药工作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讨论稿）的两点
意见　对《建国以来中医药卫生政策研究》一稿的意见和建议（2008年6月16日）　为培养和提高民间
中医提供出路（2005年10月17日）　医疗改革的痛定之思（2006年3月16日）　一支高竹独当风（2007
年1月27日）——论陆广莘医学思想　论中医姓“中”（2007年9月10日）——关于中医的本色和异化
问题　在全国中医药职称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5月11　致卫生部崔月犁老部长的信（1994
年6月30日）　在北京市医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5年6月21日）　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换届改选工
作给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管理局局长佘靖同志的四封信（2001—2005）　为中药不良反应致邵明立副
局长的信（2005年4月2日）　以积极态度处理好中药不良反应问题（2008年3月27日）　常聆高诲如鞭
策，难计深情曾忘年（1998年1月22日～2月5日——沉痛悼念崔月犁同志　水归苍海意皆深（2000年1
月9日）——纪念崔月犁同志逝世两周年　千锤万击出深山，岐黄殿堂一伟人（2002年2月25日）——
在崔月犁纪念文集《月犁》一书首发式上的发言　衡阳雁叫留春住，从此南岳朝岐黄（2002年4月16日
）——纪念衡阳会议20周年  　衡阳雁声（2003年10月1日）  　我心中的敏章同志（1999年3月22日）  
　百年回味章次公（2003年4月17日）——纪念章次公先生百年诞辰　章次公先生治林伯渠术后呃逆
（2003年5月20日）  　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医（2003年12月）——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110周年  
　为中医大业呕心沥血的人（20（）4年12月7日）——纪念吕炳奎老局长逝世一周年　中医界对“审
遗”不必过虑（2006年6月7日）　⋯⋯民族医药部分《梦边吟》诗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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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医药部分　　鲁迅与中医药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父亲的病》等文
章里，通过切身的感受和比较，对当时少数中医的医道和医风作了尖锐的抨击，甚至说“中医不过是
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从而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鲁迅先生是反对中医的。
　　但如果认真地阅读和分析鲁迅的言论，就会发现他当年对中医的批判和余云岫辈从根本上否定中
医是不一样的。
首先从时代背景来看，鲁迅从反封建的原则立场出发，对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给予全面彻底的批判
和否定，凡医巫不分、割股疗亲以及种种谶纬学说都在扫荡之列，批判的锋芒直指羼杂在中医学里的
糟粕。
在那样一个“万家墨面”的时代，要掀开旧社会“风雨如磐”的盖子，纵然有一点粗糙，也很难求全
责备于前贤的。
其次，鲁迅少年时代为了救治父亲的病，有四年多时间几乎每天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从一倍于身高的
柜台外送上衣服和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同样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买药。
而最后，他父亲终于因病情日重一日而亡故了。
他的父亲得的这种鼓胀病，气喘而有水肿，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在今天也是难治之病。
但在鲁迅看来，他请的两位中医都是名医，诊金很高，态度很傲，用的药是“败鼓皮丸”之类，开的
药引有“原配的蟋蟀一对”等等，治不好了就推给别人，或者推给鬼魂“冤愆”，鲁迅对此十分反感
。
平心而论，鲁迅对这些具体问题批得是对的，点到了某些中医的痛处，当然也难免有些偏颇。
后来鲁迅坦诚地说：“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夹带些切肤之痛
的自己的私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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