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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楔子  于无声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mdash;&mdash;鲁迅　　从1988年金秋开始，一直到1989年春季，中国大陆一些知名的新闻媒体和港
台地区有关报纸忽然关注起一本书的出版。
区区一本书籍，怎么会在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同时掀起一场不小的波澜？
！
　　其实早在1988年的10月份，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就抢先登载了有关这本书的消
息&mdash;&mdash;　　[本报天津专讯]在中医男科研究园地辛勤耕耘十多个春秋的曹开镛，今年喜获
丰收。
天津市凯福医院副院长曹开镛先生，为了创立中医男科学，从1978年开始进行理论研究并在临床中不
断积累经验。
如今，他主编的《中医男科学》已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医男科学的专著&hellip;&hellip;　　接着，自1988年底至1989年初，《光明日报》、
《中国中医药报》、《中国健康报》、《天津日报》等全国和地方报纸相继发布类似的消息。
其后关于《中医男科学》这本书出版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中国香港的《新晚报》和中国台湾的《民
生报》等也纷纷进行重点报导。
《新晚报》用大字标题这样写道：&ldquo;填补过去未有专门著述中医男科学一书出版反映中医临床学
科新的发展趋势。
&rdquo;台湾《民生报》指出：&ldquo;标榜中医男科学学术取得新进展的《中医男科学》一书，已由
曹开镛主编出版。
中国医学书籍浩繁，流传至今已多达万余种，但男科著作却寥寥无几。
仅见记载的明朝岳甫嘉所著的《男科证治全编》久已失传。
《中医男科学》的问世反映了中医临床学科的新发展。
该书阐述了中医男科发展的渊源，男性生理特点，男性病因、病理等辨证论治的办法。
&hellip;&hellip;&rdquo;　　1988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在这一年中，中国发生过许多
足以吸引中外媒体视线的重大事件：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外宣布将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
深化和加快改革开放，持续稳定地发展国民经济。
国务院作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鼓励科研机构引入竞争机制，允许科技单位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
营责任制。
这一年又是三年治理整顿时期韵开端之年，治理整顿经济环境。
中央提出廉政建设刻不容缓&hellip;&hellip;总之，十年改革，风起云涌，百业待兴，新闻界目不暇接地
记录着中国每肘每刻发生的巨变。
　　那么，一本中医的学术著作，怎么会引起多方面的关注？
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值得注意的是中外媒体一致用了几个陌生而关键的词语，如&ldquo;中国第一部《中医男科学
》&rdquo;，&ldquo;是中医男科的奠基之作&rdquo;，&ldquo;填补过去未有专门著述，反映中医临床学
科新的发展趋势&rdquo;。
　　毋庸置疑，&ldquo;男科&rdquo;在那个年代还是显得很刺眼的字眼儿。
善于联想的中国人，在心目中常常把&ldquo;男科&rdquo;与&ldquo;性&rdquo;联系到一起。
改革开放虽然进行了十年，思想解放使一个个禁区土崩瓦解，但是&ldquo;性学&rdquo;这个禁区依旧
一片死寂，仿佛坚不可摧的堡垒，无人敢谈，无人敢触，无人敢闯。
1968年在美国召开首届世界性学大会，到了1982年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大陆从
未派人参加过这个热门学科会议。
难道中国人不承认性？
外国人的种种疑问是可以理解的，千百年来，国人对于性学一直采取谈虎色变的隐讳态度，即便在20
世纪80年代末，知晓和研究&ldquo;性&rdquo;还被视为一种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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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中医学来说，绵延几千年，医学著作浩如烟海，偏偏关于男科学方面的专著却寥若晨星。
有记载，明朝岳甫嘉曾著有《男科证治全编》一书，可惜早已失传，现代人无法识得其&ldquo;庐山真
面目&rdquo;。
清代傅青主编著过《傅青主男科》两卷，其内容却名不符实，名为男科，实则论述的多是男女杂病。
近现代的中医学术著作中，更难寻觅到系统阐述中医男科病理的论著。
莫非中国男性品种优秀、从不会患有男科疾病？
其实并不然，有关方面调查的数字却触目惊心：在我国患有性功能障碍的男性约一亿人，患有前列腺
疾病的男性约一亿五千万，患不孕症的男性不少于五千万，也就是说大约有三亿多男人在不同程度上
存在着难言之隐，而且这个数目还将逐年增加。
事实就那么冷酷无情，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疾病种群，另一方面缺乏医学的指导性论著。
&ldquo;男科学&rdquo;禁区的坚冰就这么难以打破吗？
至少在1988年深秋之前，中医男科领域依然无声无息，死气沉沉&hellip;&hellip;　　&ldquo;于无声处听
惊雷&rdquo;，1988年7月，一本标志着&ldquo;第一部中医男科学奠基之作&rdquo;的《中医男科学》诞
生了，它的出版&ldquo;填补过去未有专门著述，反映中医临床学科新的发展趋势&rdquo;。
　　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得到业内人士及有关方面专家的高度评价，称&ldquo;该书编写体例严谨，对
病症论述系统完整，层次分明，逻辑性强，反映了古今研究的全貌&rdquo;。
又说：&ldquo;全书立论精当，系统全面，切合实用，它将对中医男科的临床、科研、教学的开展发挥
促进作用。
&rdquo;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会一石激起千层浪，令专家学者欢呼雀跃并给予如此高的评价？
我们不妨一目十行地粗读一遍它，大致把握一下它的特点&mdash;&mdash;　　就《中医男科学》一书
的内容而言，具有四个显著特点：一、保持中医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突出中医特色，在中医理论指导
下辨证论治。
二、继承和发扬相结合。
该书继承了前人合理的论治思想，而又根据今人的成功经验和作者的临床实践，在病症的论治上有新
的发展。
三、切合实用。
书中对疾病注重动态变化，治疗上具有多层次与方法多样化（以中药为主，还有气功、针灸、单验方
、食疗等）的特点，并结合现代中医临床研究成果，突出实用性。
书中对中医没有相应病名的疾病，通过多年的治疗实践，不仅摸索出病因病机并取得较好的疗效，而
且冠以准确的现代医学的病名（如前列腺等）。
在不孕症的病因病机及分证论治上，同样作了新的尝试。
四、通过中医文献的深入研究，闯入&ldquo;性事&rdquo;禁区，提出崭新的观念。
认为人的欲（性欲）不可绝、欲不可早、欲不可纵、欲不可强抑。
性事应遵循一定的法则和宜忌，才能达到优生优育和养生保健的目的。
这样一部中医男科的奠基之作，这样一部勇闯中国性事禁区的破冰之作，它的问世能在1988年的秋季
造成如此巨大的轰动，便不难理解了。
由此，人们把关注的目光开始聚焦到《中医男科学》编者曹开镛的身上。
　　这是一位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14岁跟家乡的老中医学徒，在以后漫长的几十年中，他虽然变换过多种角色，参军入伍、&ldquo;文
革&rdquo;时当过&ldquo;支左&rdquo;军代表，从部队转业后，曾任某直辖市一所市级医院的副院
长&hellip;&hellip;政治浮沉，曹开镛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医学的酷爱和钻研。
多年在中西医结合方面的研修以及把西医的科学诊断同中医传统理论和经验的有机结合，使他厚积薄
发，另辟蹊径，从中医男科学方面杀出一条&ldquo;血路&rdquo;而一鸣惊人。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具备深厚中医功底的曹开镛便探索和实践着男科疾病医治
的道路。
1987年9月，曹开镛就在天津市某中医门诊部开设全国第一家中医男科诊室。
1988年他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医男科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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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临床实践，都基于他理论先行、实践并举的思想方略：曹开镛迫切地想从古代中医理论中汲取养
分。
他翻遍历代中医典籍，敏锐地发觉历史上尚未有过系统阐述中医男科病理的论著。
于是，一个大胆而又创新的思路从脑海升起：能不能将散失于历代浩繁的中医典籍的男科文献整理出
来，编写一本继承发展而切实可用的中医男科专著？
这个思路真可谓新，也可谓险。
面对一个在性问题上讳忌数千年的民族，在荒芜一片的处女地上，曹开镛将如何走得出来？
　　待人谦和的曹开镛骨子里却很执拗，他认准的事绝不回头。
从1985年开始，他苦战三年，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88年主编完成了中医男科&ldquo;第一
书&rdquo;&mdash;&mdash;《中医男科学》。
　　这不过是一个传奇的开头。
曹开镛心存高远，他不但要发扬光大中医男科学，造福千千万万个男性患者，还要让中国的中医男科
逐步走向世界&mdash;&mdash;　　1990年，由曹开镛主编，第一部集男科临床诊断之大成的《中医男
科丛书》（10本），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相继出版；　　1991年前后，由曹开镛研制的治疗男性三
大疾病（性功能障碍、不育症、前列腺疾病）的二十多种系列中成药成批生产，形成了中国第一代治
疗男科疾病的系列中成药；　　1994年6月，中国中医药学会男科学会在天津成立，曹开镛当选为第一
任会长；　　1995年年11月，首届亚太地区中医男科学术大会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亚太地区中医男
科学会正式成立，曹开镛当选为第一任理事长；　　1999年6月，首届国际中医男科学术大会在香港召
开，同时，国际中医男科学会在香港成立，曹开镛被选为首任主席；　　2002年6月，建筑面积六千多
平方米、以曹开镛名字命名的&ldquo;天津市曹开镛中医男科医院&rdquo;在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47
号落成，这是国内第一座规模最大的中医男科专业医院；　　2003年9月，由世界上四十多个国家代表
参加的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并成立了中医男科学会，曹开镛当选为世界中医药学会男科学
会会长。
　　此间，由曹开镛主持研制的&ldquo;男士营养液&rdquo;批量投入生产，并打人美国医药市场。
　　从1988年那个秋季往后延伸，我们所看到的几乎都是曹开镛成功的华彩乐章。
但是，谁都知道&ldquo;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rdquo;和&ldquo;成似容易却艰辛&rdquo;的道理。
就好似积沙成塔、聚水为海一样，无论哪个人，当他收获成功的时候，必定走过一段漫长而执著的追
求之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与挫折，付出了超凡的辛劳和牺牲。
　　我们依旧从1988年那个秋季开始，沿着曹开镛人生的轨迹往回追溯。
拂去漫长岁月的蒙尘，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成功人士行走了半个多世纪的旅程，有风有雨有阴有晴，
更有阳光和彩虹。
同时我们惊异地发现曹开镛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赤橙黄绿青蓝紫样样俱全，苦辣甜酸涩无一不备
，它仿佛在证明一个论断：传奇人物必然有其传奇的经历。
让我们把追溯的视线投向曹开镛的故乡&mdash;&mdash;山西汾阳县东雷家堡村，从六十多年前的一个
初春的清晨开始&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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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位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14岁跟家乡的老中医学徒，在以后漫长的几十年中，他虽然变换过多种角色，参军入伍、&ldquo;文
革&rdquo;时当过&ldquo;支左&rdquo;军代表，从部队转业后，曾任某直辖市一所市级医院的副院
长&hellip;&hellip;政治浮沉，曹开镛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医学的酷爱和钻研。
多年在中西医结合方面的研修以及把西医的科学诊断同中医传统理论和经验的有机结合，使他厚积薄
发，从中医男科学方面杀出一条&ldquo;血路&rdquo;而一鸣惊人。
《岁月：曹开镛传奇》沿着曹开镛人生的轨迹往回追溯，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成功人士行走了半个
多世纪的旅程，有风有雨有阴有晴，更有阳光和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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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楔子于无声处第一部风雨成长路黄连不如童年苦家庭的脊梁当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少年有志就有为走
出曹家大院第二部在烈火激情的年代是真金就不怕火炼三次见到毛主席千里情缘琴瑟谐一幕悲剧的启
迪戴领章帽徽的区团委书记弃政从医第三部创造中医“男科”第一人当“性”还是罪恶时中医男科“
第一书”诞生前后山重水复疑无路海水，火焰辞官第四部中医男科名天下背后的女人终于挂起了牌子
万美元不卖的药方赤子心中医男科属于中国第五部真实的传奇诚信赢人心唤起多少男子汉的自尊送子
满人间桃李满天下用爱浸透岁月尾声走向新的辉煌附录：我眼中的曹开镛我的兄弟我的战友我的朋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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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连不如童年苦　　奔流不息的汾河水流经山西中部的时候，忽然分出几条支流，其中一条叫作
峪河蜿蜒东去，在它身旁坐落着千年古镇&mdash;&mdash;汾阳城。
汾阳自晋时建城立县，经唐宋明清历代繁衍，已是三晋大地的名城。
左有连绵不断的吕梁山脉环抱，右有汾河水滋润，青山绿水，人杰地灵。
这里注定是个藏龙卧虎的好地方。
　　距离县城二十多华里，有一个名叫东雷家堡的村庄。
村子很大。
景色也优美，漫山遍野开着苦菜花和蒲公英，一排排窑洞、一间间房舍落错有致，良田千顷，阡陌纵
横，鸡鸣犬吠，炊烟袅袅，好一派田园风光。
东雷家堡村最有名的是曹姓大家族，属于当地名门望族，历史上曾出过两名举人，不少家族后裔担任
过各个朝代的文武官员。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曹氏家族出了个己卯科的举人曹伟（字硕公），他与当时的三晋名士、明清
之际著名思想家、书画家、大名医傅山（傅青主）是太原三立书院的同窗，二人交情深厚。
傅山旅居汾阳时，经常造访曹家大院，与曹硕公吟诗唱和，谈论时政。
明亡后，性情耿直的曹伟不愿意出来做清朝的官，长年隐居家中。
六十岁寿辰那天，傅山特意撰写文章《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寿辰序》，尽抒二人之间的深厚情义，赞
颂曹伟刚正不阿的气节。
沧海桑田，时过境迁，鼎盛一时的曹家日渐衰落，不复往日的辉煌。
一脉相承的家族中，有的成了富人，有的成了穷人。
　　1942年2月，曹氏家族第五门的后代&mdash;&mdash;曹国才的媳妇赵仲仙即将临产。
民间有言，&ldquo;喜鹊叫，喜事到&rdquo;。
难怪连日来，被当地人称作&ldquo;鹌儿&rdquo;的鸟一直盘旋在曹家的新房院的上院西房，不时地发
出一阵阵&ldquo;喳喳喳&rdquo;的欢叫声。
&ldquo;鹌儿&rdquo;鸟形态像喜鹊，全身长着乌黑发亮的羽毛，漂亮的小嘴下有一撮雪白绒毛。
在当地人眼里，&ldquo;鹌儿，，是吉祥鸟，落到谁家就会给谁家带来福气。
　　这年的阴历二月初八，从清早开始成群结队的&ldquo;鹌儿&rdquo;便扑扇着翅膀飞到院子里，不
往别的屋顶上落，也不往其他院房上飞，偏偏都聚落在新房院的上院西房&mdash;&mdash;曹家五门住
房的屋顶上。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曹国才的第三个儿子呱呱坠地，东雷家堡村的&ldquo;新房院&rdquo;里又诞生
了一个小生命。
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曹开镛，乳名叫&ldquo;福成&rdquo;。
　　有&ldquo;鹌儿&rdquo;的报喜，又添丁生子，多了一个顶门的男儿，本当是大喜之事了，可房屋
里的空气却凝固着愁闷。
新生儿的父亲曹国才，骨瘦如柴、满脸沮丧，一言不发，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8岁的大儿子定成（
曹开铭）和4岁的二儿子有成（曹开钿）也守在炕沿边，好奇地望着襁褓里的弟弟。
孩子的母亲被窗外的鸟叫声惊醒了，她睁开了疲惫的双眼，温柔地搂抱着怀中的小三儿，脸上不由得
掠过一丝高兴的神情。
但是，当她慢慢地稍微抬起头，看到坐在炕沿边的早已&ldquo;分家&rdquo;另住的丈夫，马上转喜为
悲，不由自主地&ldquo;唉&rdquo;了一声，皱起了双眉，心中暗暗念叨着：&ldquo;我的三儿啊，你来
的不是时候啊！
&rdquo;　　曹开镛确实生不逢时。
1942年兵荒马乱，灾祸连年。
日寇的铁蹄践踏中国大地，老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反动军阀阎锡山统治山西之后，便成了这个地面上的土皇帝。
他横征暴敛，疯狂地扩军，再加上连年的战乱，压得老百姓几乎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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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政府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推广种植和吸食鸦片，这里的老百姓就更苦了。
曹开镛的童年命运多舛，幼小的年纪便遭逢一连串的不幸。
　　父亲曹国才原本在北京前门大街同成信绸缎庄做伙计，工钱虽然不多，但在以务农为本的农家，
却是令人羡慕不已的。
曹国才娶了比自己小六岁的赵仲仙，新媳妇很要强，也很能干，孝敬公婆，勤俭持家，曹国才又在京
城有一份体面的营生，一家人过得和睦而温馨。
1934年1月8日，自从母亲赵仲仙生下大哥定成后，没料到连年的水灾把家里好不容易积攒下的积蓄都
花光了，一家人的生活日渐艰难。
　　不幸在意想不到的时候陡然降临：1936年夏天，父亲曹国才忽然匆匆赶回家，神情抑郁，一副病
歪歪的样子，整日里沉默不语，谁问话也不回答。
家里人都很着急，北京同成信绸缎庄的生意很忙，怎么就平白无故地跑回家？
后来才知道是曹国才偷偷抽上鸦片烟，无心学做生意，被东家从北京打发回家戒烟来了。
　　母亲心中十分不快，老实巴交的丈夫怎么会染上大烟？
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她有怒气，又不便发作，怎么办？
她和奶奶商议，一定要痛下狠心帮助丈夫戒烟。
这可是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事啊！
本院的同姓恶霸曹玉台等人也都是鸦片烟鬼，千万不能再让丈夫和这些人接触，戒不成大烟，反倒添
祸。
母亲和奶奶时时刻刻看守着、提防着，监督父亲戒掉烟瘾。
　　皇天不负苦心人，在母亲和奶奶的精心照料和监督下，父亲曹国才的鸦片瘾总算戒掉了，谢天谢
地熬过了这一关。
于是，她们赶紧托人让父亲到北京同成信在太原开的分店去上了班。
　　好景不长，就在母亲生下二哥&ldquo;有成&rdquo;的当天，父亲曹国才却被同成信绸缎庄彻底解
雇回家了，原因是他管不住自己，又犯了烟瘾。
这一次，不管母亲和奶奶如何劝戒，父亲根本一点儿也听不进去了，鸦片照样抽，大有破罐子破摔的
势头。
最要命的是，父亲失去了戒烟的信心和勇气，奶奶也管不住他，只能以泪洗面，撒手不管，任他去了
。
母亲期盼父亲能像上次那样戒除烟瘾的愿望也成了泡影。
　　不怀好意的本家财主叔伯曹玉台父子，整天勾引父亲鬼混在大烟堆里。
父亲没有钱了，便偷着拿家里的物品去换，眼看越发不可收拾，家里值钱的东西也快变卖空了，60亩
耕地又被父亲私下典卖挥霍，只剩下10亩，连6亩祖坟也被抵押了出去，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这个
家就败光了。
母亲赵仲仙真犯愁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身边未成年的孩子们又怎么活下去？
　　是听任大烟鬼的丈夫把家败光，还是为幼小的孩子们存留一丝生存的希望？
母亲挺直腰杆作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要跟丈夫曹国才分家！
在那个时候，一位农村女人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实在是惊世骇俗之举！
但这也实属无可奈何。
其实，她的想法很简单，为了保住这个家，为了自己的孩子们。
当她提出分家时，先是父亲曹国才不吭声，后是奶奶不表态，拖了一段日子，家并没有分成。
自古以来，只听说过丈夫&ldquo;休妻&rdquo;，哪里有媳妇&ldquo;休夫&rdquo;的？
！
于是，外面的风言风语传开了。
　　&ldquo;天底下还没见过媳妇闹得要和丈夫分家的。
&rdquo;　　&ldquo;国才的媳妇太厉害了，竟欺负婆婆和丈夫没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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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窝一肚子委屈，含一眼窝泪水的母亲铁了心，坚持分家不动摇。
要想让父亲戒掉大烟瘾是别指望了，眼看着家中的田产要被父亲卖光，粮食也快吃完了，全家老小怎
么活呀？
在母亲的坚持下，父亲曹国才毫无办法，也只得勉强同意了。
　　在二伯父曹玉阶的主持下，终于分了家。
本村羊圈的四亩地和三院的东房三间大套空库房，归母亲赵仲仙和定成小哥俩。
现住房屋不动，北间归赵仲仙母子，南间归奶奶和父亲居住。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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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曹开镛这个名字经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电视上也经常见到他的身影，不少人知道他是一位著名
的中医男科医生。
但更多了解他个人情况的人恐怕不多，他创建中医男科过程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他从医以外的人
生经历则更是鲜为人知。
《岁月：曹开镛传奇》这本书，就是具体描述曹开镛从呱呱坠地到他创建中医男科，乃至当选国际中
医男科学会主席所走过的人生旅程。
作者以朴实无华的笔锋，娓娓述说，把读者带进曹开镛的事业、生活和精神世界里，在被书中那些故
事感动的同时，使人们认识和了解一个真实的曹开镛，从而喜爱他，学习他，以他为榜样，在各自的
岗位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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