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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60岁时，他是一位心脏病重症患者，连爬自家楼梯都胆战心惊，家人数次接到病危暗示；80岁时，他
却用自己琢磨和创造的“土办法”，医治好了自己的病，健康如小伙，能够爬遍全国的名山大川，享
受中华大地的无限美景。
此外，他还帮助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治愈了无数人的病痛；并远走美国，为几十位语言不通的病人
治愈了顽疾。
本书所讲述的就是一个病危患者活到80岁的奇迹。
从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人类顽强的生存能力，更能够学到老先生的养生健身之道。
此外，作为汪东兴的邻居。
在中南海生活过六年的作者，更为你讲述了红墙内青年人真实的生活与情感。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医·医人>>

作者简介

钱根禄，现年80岁。
参军后进入中南海，作为汪东兴的文秘，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六年。
其后，由于种种原因，他离开红墙，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国际政治。
毕业后，到江苏省省委党校执教。
64岁前，他是一个重病号，几临病危。
64岁时，他为之依靠的爱妻病逝，在死亡和再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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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盘点人生　　曾子要求“吾日三省吾身”。
这么高的要求我做不到，只能大致盘点一下。
盘点了，总比不盘点好。
盘点岁月，盘点人生，以期最大限度地加大生命的力度，赋予有限的生命难以衡量的价值。
　　盘点岁月仅仅是盘点人生的局部而非全部（盘点人生的全部即“盖棺论定”，只能由别人来做）
。
虚度80个春秋，我只认真地或者说是被迫地盘点过两次，太懒散了。
　　一次是在不惑之年迷惑不解了，不能不盘点一番。
1969年，我作为干部教育培训部门的校长和教师必须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一家四口“插队”到武进县南夏墅公社最穷的一个生产队里，归属生产队长领导，跟强劳力一起
生产劳动，都得靠劳动记工分、领口粮，过日子。
　　生产队对我们有所照顾，除年幼子女在生产队不按工，分领口粮外，我们夫妻二人仍领有工资和
粮票，但住的是生产队破旧的仓库，光线很暗，房顶漏雨，比一般社员的住房条件还差。
　　加上我们是“外来户”，还没有自留地，吃菜要到十里以外的镇上去买，很不方便。
特别是下雨下雪天气，田埂路滑难走，有如“蜀道之难”。
这些困难都能忍受，都能克服。
　　最让人揪心的是，据传我们这些“下放干部，，可能只能领取一两年的工资和粮票，以后就得“
自食其力”，靠劳动工分领钱领粮了，云云。
我们虽没见到正式的文件、通知之类的说明，但空穴来风，未必无由。
　　看看当时的局面，确实使人忧虑。
我们这些姓“下”的（即“下放干部”的简称），没有正式的人事部门来问津，只有县里的“知青办
”（即管理知识青年插队锻炼的机构）来管理我们，每人发一“劳动记录本”，填写每天的劳动情况
，以备核查，俨然把我们视同需监督劳动的“犯人”。
　　正好他们县里下放到公社来的干部中，多数拖有或长或短的“尾巴”，我们只好陪他们一起接受
劳动监督了。
这样一来，在基层干部的心目中，我们这些姓“下”的不算坏人，也很难算是好人，不然怎么会“下
”来呢？
　　多数姓“下”的都在担心取消工资以后怎么办，一家大小几口能否自己养活自己？
特别是原来家在城市、不懂农业劳动的人，更是忧心忡忡。
　　我的老伴就是这样，成天提心吊胆，担心自己，更担心年幼的子女。
我也有些担心，但不能火上浇油，还得劝她，给她降降“火”。
虽然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解劝她，但有一条可以让她放心：凭我的体力和略懂农业生产知识这点“
老本”，可以保证一家四口不会“饥寒交迫”。
　　另一有力武器，就是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讲话。
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正确对待上级以至中央的一些决策，比如把你下降或调动工作，有时是正确的，
有时也可能是错误的，不管这种下降或调动正确与否，作为被下降或调动的人来说都是一种锻炼，能
够学到许多知识。
　　记得是在一次雨后路滑的情况下慢慢往公社赶时，我慢慢地把毛泽东这段话的大意讲给她听，使
她能有所触动。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检讨错误、吸取教训改进工作时说的，他带头检讨错误，也启发各级
领导虚心听取批评、改正错误，不能压制批评，使得下面鸦雀无声、不敢讲话。
　　他劝大家要正确对待来自下级的批评。
有了错误，一要自我批评，二要听取别人批评。
他说：“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骂的结果，无非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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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
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的地方去呢？
”　　其实，调换地方工作也是一种下降的方式。
关键在于不是升官而是降职，是丢面子的事。
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说：“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
志，可以调查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
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
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
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
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
”　　我在给爱人转述这段话时，只能说个大意，疏漏很多。
转述这些话的目的，与其说是宽慰妻子，不如说是一种自我安抚。
我俩都心照不宣地领悟到一点——希望我们的下放劳动有如古代“放逐屈原”那样，是一个错误决策
，以后有望改正。
此后，她那愁眉紧锁的状况有所缓解。
　　可是我却心知肚明，即使我们属于“放逐屈原”式的下来，要想变“放逐”为回归，希望仍然十
分渺茫，有“前车”可鉴。
　　就在毛泽东上述讲话后的第二年，为了减轻国家的经济压力，全国三千万职工“下降”回原籍，
不再吃“皇粮”，没有工资。
他们的处境至今没有改变。
这是不能不面对的“前车”。
　　怎么办？
从最好处期待，从最糟处准备，学会自食其力的本领，好在我的身体还结实，小时候还干过农活儿，
再学起来不会太难。
但是要靠我一人劳动养活一家四口却是一副分量不轻的担子，得好好盘点一番。
　　就这样，我在盘点岁月时模仿清代学者张潮的盘点法，他在《幽梦影》中说：“昔人欲以十年读
书、十年游山、十年检藏。
予谓检藏尽可不必十年，只二三载足矣。
”　　我步其十进制后尘，开出的清单是：“十年北京，十年南京，十年武进，无人问津，一家四口
，自力更生。
”这是第二份清单，也是比较清醒的清单。
　　前一份清单中还有水分，有幻想：“十年北京，十年南京，十年武进，再十年领养老金。
”最后一句就是一种幻想。
后经细细盘点，感到养老金的来源靠不住，就改为“自力更生”了。
　　理清思想后，说干就干：学好当个合格农民。
既埋头苦干，又细心学习新知识。
皮肤晒黑了，体力增强了，二百多斤的重担也能挑起，不亚于队里的强劳力，这使社员们很惊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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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喜。
能吃苦耐劳，村里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认可我像个农民了，彼此的心就贴近了。
　　群众对我的称呼在变化：由开始的“钱书记”（当地群众称干部都叫“书记”）、“钱同志”，
慢慢改称为“老钱”，最后就亲切地喊我为“大块头”。
　　有次跟生产队长到区里开会，区长看见我这个人脸生，问旁人：“这是哪个队的队长？
”因为我的肤色和衣着，和其他盘坐在地板上开会的生产队长没有区别，区长以为我也是某个生产队
的队长了。
　　旁边的人发现区长搞错了，笑了起来。
对他解释说：“这是下放干部。
”我听后却很高兴，区长也认为我像个农民、像个队长了，这是区长对我的嘉奖。
应该感谢区长认可我具有“生产队长”的资格。
　　后来，二十多年后，“生产队长”一词，成为我续上琴弦的“调音器”，这是后话。
　　生产劳动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改变着人的精神境界。
我对凭哨子指挥社员生产劳动、管理一百多人生活的生产队长，由衷地敬佩，不亚于对中央部长级领
导的尊敬。
　　相比之下，我自己只会出点儿蛮力，干点儿重活就算满意了，可是生产队长要管全队人的衣、食
、住、行、生、老、病、死各项事务，真不简单，我自愧不如，暗暗地在学习。
可是我始终没有学会管理经济账目的本领，不会珠算。
　　在武进农村中，我还发现群众的语言蕴含着优美的文化韵味，过去只在古诗词中看到的，现在在
群众中就常能耳闻。
这是在几次误会后觉察的。
　　有好几次在上午十时左右遇到社员时，对方会亲切地问候一句：“者饭吃了吗？
”我总是把这个“者”饭误以为是指“早”饭，就爽快地回答说：“早吃过了。
”对方或者一笑置之，或者吃惊地反问：“那么早就吃了？
！
”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这个“者饭”不是指早饭，而是指中饭，他们把中饭说成是“昼饭”，是
昼夜的“昼”，不是之乎者也的“者”。
　　通常我们都是说“中饭”，我的老家浙江令溪农村说是“午饭”。
我往往认为我的故乡“午饭”之说，要比“中饭”之说更古雅一些。
谁知，这里的“昼饭”之说更为高雅，真是令人吃起“昼饭”来，也会别有一番滋味。
不禁会想起欧阳修诗词中用的“昼”字：“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　　还有，这里的农民，把割草称为“樵草”，把插秧称为“莳秧”等等，文绉绉的，真是古诗的
语言。
高雅的文化底蕴，养育着纯净人心。
这里的农民并不歧视我们这家“外来户”，而是处处关心爱护我们，把我们视同一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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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医·医人：从60岁病危到80岁健康》：听中南海秘书谈养生人人都能学会的养生秘笈人人都
应学会的防病绝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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