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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是我院各科室最优秀的一位既通中医经典又通易学经典的人才。
在目前形势下，我国中医学每况愈下，易学仍被笼罩在封建迷信的阴影中。
易医经络医学的出现，无疑给中医和易学带来了希望，使我欣喜不已。
作者把易学经典著作《周易》和中医学经典著作《伤寒论》有机结合起来，发现了一种新的诊病方法
，即六爻六经诊病法，可以把病人的整体身体状况、病因、病机客观地展现出来，从而达到无病早预
防，有病早知道、早治疗的效果，真正臻至“上工治未病”的境界。
    该书既引经据典，立论清楚，又有众多病例为证，理论与事实兼具，诊病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
诚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我阅读完众多的病案时，对其神效，如非我亲眼所见，断不敢
轻易相信。
记得有一次，我在石科长门诊上闲坐，顺便探讨一些易理，这时进来一个病人及两个陪伴家属，一进
门就对石科长连声表示感谢。
原来这个病人数月前还是一位脑梗塞致偏瘫患者，在市立医院住院一月，花费数万元疗效甚微。
后来其家属听人介绍带其来石科长处就诊，石科长即用六爻六经诊病法对其进行诊治，并开数副中药
药方，嘱其每日按方煎服。
孰料数月之后，病人非但可以站起，甚至可以亲自来诊所致谢。
    这类事件在石科长的诊所可谓是屡见不鲜。
乙肝阳转阴、糖尿病、前列腺炎、股骨头坏死等疑难顽疾康复率达90％以以上，病人家属的致谢锦旗
挂满诊所墙壁⋯⋯诸多成功的病例令我不得不深为叹服，也让我心中对石医生充满钦佩。
    很多人对中医的发展前景不看好，原因是现代社会中医始终不能量化、公式化、规律化、程序化，
不能电脑操作。
但是现在，本书介绍的六爻六经合参诊病法，已经成功将诊病法公式化、规律化。
我现今对中医学的发展充满了信心，相信中医学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大放异彩。
    中国美里周易研究院院长  王平原    辛巳月于安阳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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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有林主编的《周易中的健康密码》开篇以医易相通为契机，抓住人人都关注健康、力求通过日常生
活求得健康长寿这一主题，分别就形、精、气、神、环境、饮食、气功、运动、心理、抗衰老、预测
疾病这几个方面中所蕴含的人体健康密码逐次进行了破译。

    《周易中的健康密码》从生命科学的视野出发，将《周易》中天人相应、平衡阴阳、顺应四时、未
病先防、修德养性、动静结合等养生思想一一呈现给读者；将中华养生文化与《周易》的养生理论相
结合，对《周易》中的养生思想进行了全新的梳理，归纳和总结，使全书的脉络较之原典更为清晰、
更方便读者阅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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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有林，男，1949年出生于河南汤阴，幼年从师一位老中医，后在郑州中医学院学习。
毕业后从事临床工作三十余年，创办高血压病防治研究所、中医糖尿病防治研究所。
多年研究周易与中医学，现任中国菱里周易研究院易医科科长。
1997年参加在郑州召开的国际周易与中医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表了《用中医八卦理论指导中药临床应
用》一文，受到与会专家学者‘致好评，并获论文奖。
1999年参加在北京由中美两国组织召开的“国际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表《周易纳甲法
在医学卜的实用价值》，受到与会专家学者高度重视和好评，获得了论文三等奖。
2001年在中国综合实用杂志上发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病110例临床观察》，荣获论文荣誉奖。
2003年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学术讨论会”，发表了《以中药为主，中医外用疗
法治疗糖尿病》一文，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欣赏。
2003年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血压及相关疾病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表了《以中药鬼针草降血压、降
血脂、降血糖、调节血黏度的临床效果观察》，获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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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性贫血    第二节  慢性白血病    第三节  过敏性紫癜    第四节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第五节  不
孕症    第六节  乳腺增生第五章  千金散尽病依然，国医施方效可盼    第一节  脑血管病后遗症    第二节  
坐骨神经疼    第三节  重症肌无力    第四节  美尼尔综合征    第五节  多汗症    第六节  糖尿病    第七节  红
斑性狼疮    第八节  肾小球肾炎    第九节  股骨头坏死后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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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传说中的太极拳、八卦掌    太极拳    太极拳，是综合了历代各家拳法，结合了古代的导引术和
吐纳术，吸取了古典哲学和传统的中医理论而形成的一种内外兼练、柔和、缓慢、轻灵的拳术。
“太极”一词源出《周易·系辞》，含有至高、至极、绝对、唯一的意思。
明万历年间，山西武术家王宗岳著《太极拳论》，才确定了太极拳的名称。
太极拳名为太极者，盖取法于《易经》阴阳动静之理，盈虚消长之机。
运动作势，纯任自然，圆活运动如环之无端，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气象万千，变化莫测，故名之“
太极拳”。
    中国六大太极拳流派中，河北邯郸杨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是在河南焦作陈氏太极拳的基础上发展
创编的，北京吴氏太极拳是在杨氏太极拳基础上形成的，河北保定孙氏太极拳源于武氏太极拳。
故多认为陈氏太极拳为中国太极拳的最早雏形。
但仍存在部分争议。
    新派太极是中国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以杨氏风格为主，吸收了陈、吴、武、孙多家太极的特点，
自1957年以来先后创编的多套新编太极套路。
国家套路主要有：八式、十六式、二十四式、三十二式、四十二式、四十八式、八十八式太极拳。
另外，针对不同的门派，又创编了杨氏四十式、陈氏五十六式、吴氏四十五式、孙氏七十三式和武氏
四十六式太极拳。
    太极拳与中国古代道家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太极拳是中华民族辩证的理论思维与武术、艺术、引导术的完美结合，是高层次的人体文化。
太极拳形架之源，与道教科仪踏罡步斗极其相似，其“禹步”之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术。
道教法术中的禹步，即为今天的八卦步、太极圆环步的雏形。
太极拳理论，直接来源于道教思想，道教继承和发展老庄的道家思想，在重生贵生、尊道贵德宗旨指
导下，有一系列养生修身炼己，以求长生久视的锻炼功法，集中且精当地体现在太极拳功法拳理上。
在太极拳中，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以静制动，“柔弱胜刚强”都来源于老庄哲学
，故太极拳被称为“国粹”。
    太极拳的运动特点：中正安舒、轻灵圆活、松柔慢匀、开合有序、刚柔相济，动如“行云流水，连
绵不断”。
这种运动既自然又高雅，可亲身体会到音乐的韵律、哲学的内涵、美的造型、诗的意境。
在高级的享受中，使疾病消失，使身心健康。
    明朝万历年间山右王宗岳认为：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
动之则分，静之则合。
无过不及，随曲就伸。
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
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
虽变化万端，而理为一贯。
由招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
然非用力日久，不能豁然贯通焉。
虚灵顶劲，气沉丹田。
不偏不倚，忽隐忽现。
左重则左虚，右重则右杳。
仰之则弥高，俯之则弥深，进之则愈长，退之则愈促。
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人不知我，我独知人。
英雄所向无敌，盖皆由此而及也。
斯技旁门甚多，虽势有区别，概不外乎，壮欺弱，慢让快耳。
有力打无力，手慢让手快，是皆先天自然之能，非关学力而有为也。
察四两拨千斤之句，显非力胜；观耄耋能御众之形，快何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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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如秤准，活似车轮，偏沉则随，双重则滞。
每见数年纯功，不能运化者，率皆自为人制，双重之病未悟而。
欲避此病，须知阴阳；粘即是走，走即是粘，阳不离阴，阴不离阳；阴阳相济，方为懂劲。
懂劲后，愈练愈精，默识揣摩，渐至从心所欲。
本是舍己从人，多误舍近求远。
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学者不可不详辨焉。
是为论。
    八卦掌    八卦掌又称游身八卦掌、八卦连环掌，是一种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为主的拳术。
由于它运动时纵横交错，分为四正四隅八个方位，与“周易”八卦图中的卦象相似，故名八卦掌。
有些八卦掌老拳谱常以卦理解释拳理，以八个卦位代表基本八掌，即北、南、东、西、西北、西南、
东北、东南八个方位。
八卦掌以掌法为主，其基本内容是八掌，合于八卦之数；在行拳时，要求以摆扣步走圆形，将八个方
位全都走到，而不像一般拳术那样，或来去一条线，或走四角。
“八卦”最早见于《周易》：“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    八卦掌据考证为清代河北文安县人董海川（1797—1882年）在江南游历时得到道家修炼的启示，
结合武术加以整理而成。
董海川曾在清朝肃王府做拳师，故八卦掌首先在北京一带流传开来，近百年来遍及全国，并传播到国
外（如东南亚地区）。
    清朝咸丰年间，董海川于北京传授“八卦连环掌”，简称“八卦掌”。
董海川生于清朝嘉庆三年（1797年10月13日），卒于光绪八年（1882年）。
原名继德，后改为海川，河北省文安县朱家坞人。
自幼好武，云游四方。
投名师，访高友，学习了多种拳术，取其精华，整理了一套较完整的拳术套路练法——八卦掌。
董老先师因为乡里打抱不平，涉嫌命案潜逃至京都肃王府为太监听差。
销声匿迹，不露锋芒。
府中人皆不知董公为技击家。
当时有肃王府护院总管，自荐演武献技于演武庭前。
肃王大悦。
来宾及府中多人围观，人潮水泄不通。
此时肃王唤董公献茶，由于观众拥挤，董公难以进人。
他于情急之下，一手托盘，一手提壶，纵身跃过人墙，送茶至肃王面前，为客献茶。
肃王大惊，问道：“你也精通武艺？
”答曰：“略知一二。
”肃王下令叫董老先师当场表演。
先师从容献艺，只见他左翻右转，步法敏捷，掌法神出鬼没而多变。
身体左旋右转，时高时低，身起时高一丈，身落时如鹞子钻林，行云流水，滔滔不绝。
观众见状，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正在此时，先师提气腾空，跃起数尺之高，旋转而下，落地无声。
王爷大惊，问道：“此术何名？
”当时董老先师寻思，此掌乃自己所创，并未定名，情急之下乃定名为“八卦掌”。
从此八卦掌开始崭露头角。
后来他又根据八卦学说加以整理补充，使之日臻完善，这是后话。
当时，肃王又命董公与总管比武，以分高低。
不到两个回合，董公一掌将对手打翻在地，对手含羞而走。
后来肃王命董老先师为肃王府护院总管。
从此，董老先师名声大震，授徒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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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弟子是尹福和程廷华。
董老先师去世后，尹福、程廷华二人对八卦掌加以发扬光大，承先启后，遂在清末盛于民间。
    八卦掌的流派有较大影响的有五个：尹派、梁派、程派、张派、史派。
八卦掌是我国流传很广的拳种，是内家拳三大名拳之一，也是道家养生、健身、防身阴阳掌的一个体
现。
它以八大桩法为转掌功，又集八大圈手于一体，下配一至八步的摆、扣、顺步法为基础，以绕圈走转
为基本运动路线，以掌法为核心，在走转中全身一至，步似行云流水。
身法要求：拧转、旋翻协调完整，走如游龙，翻转似鹰。
手法主要有：穿、插、劈、撩、横、撞、扣、翻、托等。
八卦掌是融养生和技击于一炉，涵养道德的拳术，是董海川先师将武功及内功融为一体，博采众长，
加上自己的丰富经验，独创以掌为主的技术手段。
以沿圈走转和“趟泥步、剪子腿、稳如坐轿”，扣掰转换以及避正打斜等为运动形式，有别于其他拳
术。
并且在治病、内功、技击和涵养道德方面，有明显的效应。
尤其在内功和涵养道德方面，表现更为突出。
在走转中练得气贯四梢，达四肢百骸，通任督二脉，全身舒泰，飘飘欲仙，是内功中的高级动功。
    八卦掌的特点是身捷步灵，随走随变，与对方交手时身体起伏拧转，敏捷多变。
拳谚说它“形如游龙，视若猿守，坐如虎踞，转似鹰盘”。
其基本功以桩步、行步为基础。
身型要求顶头竖项，立腰溜臀，松肩垂肘，实腹畅胸，吸胯提裆。
步法要求起落平稳，摆扣清楚，虚实分明，行步如蹬泥，前行如坐轿，出脚要摩胫（两脚踝关节相贴
而过）。
走圈时，内脚直进，外脚内扣，两膝相抱，不可敞裆。
身法讲究拧、旋、转、翻，圆活不滞。
手型有龙爪掌、牛舌掌两种。
主要手法有推、托、带、领、搬、拦、截、扣、捉、拿、勾、打、封、闭、闪、展16法。
要求能进能退，能化能生，虚实结合，变化无穷。
每掌发出，皆要以腰作轴，周身一体，内外相合，外重手眼身法步，内修心神意气力。
    八卦掌的动作要求顺颈提顶，松肩垂肘，畅胸实腹，立腰溜臀，缩胯合膝，十趾抓地。
八卦掌以“滚钻争裹，奇正相生，走转拧翻，身随步走，掌随身变，行走如龙，回转若猴，换势似鹰
，威猛如虎”，以曲刹直，以动扰静，以静刹动为修炼原则：    八卦掌行功口诀    八卦掌，走为先，
收即放，去即还，变转虚实步中参。
    走如风，站如钉，扣摆转换步法清。
腰为纛，气为旗，眼观六路手足先。
    行如龙，坐如虎，动似江河静如山。
阴阳手，上下翻，沉肩坠肘气归丹。
    抱六合，勿散乱，气遍身躯得自然。
扣摆步，仔细盘，转换进退在腰问。
    脚打七，手打三，手脚齐进莫迟缓。
胯打走，肩打撞，委身挤靠暗顶膝。
    高不扼，低不拦，迎风接进最为先。
数语妙诀掌中要，不用纯功亦枉然。
    P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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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出版颇费了一番周折，有幸面市我甚为感慨也很欣慰。
从创作编写到出版印刷经历了八年的风风雨雨，八年呀！
抗战都胜利了。
我的著作终于出版，我也算胜利了吧。
    我本是一名普通的中医大夫，给患者看了四十多年的病，写书不是我的专业。
我只是个在工作之余爱看书的人。
看得多了，就想写点东西。
与人分享，共得其乐！
回想在上世纪70年代我首次在中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看到杂志社给我回寄的作品，我确实欣喜了一
番。
后来我不时将自己在专业l临床上的一些小发明在杂志上发表“豆腐块”，发表的次数多了也就没有了
初次的那种喜悦和激动。
    初涉图书出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家出版单位要出版一套“常见病防治系列”的科普书，邀请我
做特邀专家，帮助他们审读该书的专业内容，谁知他们将我的联系方式打在书上，说要帮读者有不解
之处好咨询专家，这下给我带来不小的“麻烦”。
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朋友的来电纷至沓来，一时让我难以招架。
好在我当时就要退休了，工作上不是太忙，有时间我也乐意与广大读者一起探讨和学习相关的知识。
    不过我逐渐发现好多读者来电并非仅请教书中的内容，而是想让我帮他们看病。
不见病人（当时我还不会视频）怎么给人看病呢？
我突然想到最近几年我通过对周易与中医学的研究，发现用周易立卦的方式给病人断病开药，不失为
一条捷径。
只要病人报一下他们的生辰年月日，我根据他们就诊的时间立卦所推算出来的病理与患者所述对照发
现非常吻合，再根据病理开药，效果奇佳。
我在临床上遇到熟悉、非常信得过我的患者朋友用此方法给他们看病，发现效果超出想象的好。
再有读者朋友打电话找我看病，我就和他们协商，我用这种方式给他们看病，如果能接受，我们就试
一下，不接受就算了。
有很多朋友都能接受，相信我，想让我试试，结果效果还真非常好。
    一个很年轻的福建乙肝患者也是非常希望我能帮她治疗，我在她的热情配合下给诊治，经过几个疗
程的用药和调理，她的病情基本得到控制，症状全消。
小患者朋友对我极为感谢，非要给我汇钱重金答谢。
我说不用了，当时我已退休，住在北京小儿子家里修养。
其实我很感谢她的配合，使我能够验证我的新医学疗法的效果。
（我发现在临床上有好多病例治疗效果不佳与患者中途停药放弃该治疗方法有很大的关系）。
小患者对此甚感不安，后来打听到我家的地址，寄了好些名贵的好茶给我，并要和我做忘年交的朋友
。
她经常打电话给我，还要我帮她预算生活中的一些难事儿，我笑着告诉她我不是神仙，我只是对周易
与中医方面有点认识而已，但是她不信，总是跟我说在我心里您就是神仙。
她考大学还要让我帮着算一下能否考上，我鼓励她，说她一定能考上。
果然，她真的考上了，高兴得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告诉我。
在我的残生余年能为别人做点好事儿，我也是倍感欣慰的。
    还有一位糖尿病患者，是我以前的一位老病号，有病就找我看。
他糖尿病确诊后想找我去看，我退休去了北京，他没找到我，只好去别的医院治疗。
治了一段时问，效果不是太理想，后来就靠打胰岛素控制。
他想办法打听到我的电话，终于联系上我，想让我帮他治疗。
我用我的新医学方法帮他治，问他是否同意，他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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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配合下，我给他中药治理了三个疗程，他就不用打胰岛素了。
他非常感激，说非要到北京当面感谢，我说只要你们能康复，大家都能健康，高质量的生活，就是我
最高兴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这本书的起源，我本无写书的冲动（知道写书是很累人的事儿）。
但是，经过一次次新医学方法的有效验证，我便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将我这个新发现公布于众，让
更多的人受益于此方法，也不枉我多半生的研究成果。
可是有此想法后新的挫折便不断迎面而来，亲人不理解，不支持，怕我受累。
而且学术上的方法又和他们讲不通，不能使他们轻易理解此方法之重要。
接着就是和各出版社的沟通，出版社的领导们因为对周易知识了解的不甚多，有好多学术上的东西不
好讲明白。
我这本书在一个出版社一压就是两年多，我的其他著作在此期间都陆续出版，这本书却几经周折一直
出不来。
虽然我的周易和中医的一些认识在其他书里也有点滴介绍但是全面系统的内容却只有这本书里有，往
返于不同的出版社，内容排了一遍又一遍，我也多次对内容改了又改，我是一个不容易轻易放弃的人
，坚持真理是我一生的理念。
终于经过八年的坚持，迎来了曙光。
    也许书中的内容不够深刻和全面，让医道同仁见笑了。
也许我本人的学识有限对博大精深的周易的认识难免失之偏薄，就当我的认识是一块拙砖吧，希望能
引出更多的玉来。
如果我的努力对读者朋友有点滴帮助，在挥汗之余我也倍感欣慰！
    欢迎读者朋友来函来电与我共同探讨相关知识和内容。
    我的联系电话是：13526165693，18610916845；电子邮箱：yq618@163.com。
    石有林于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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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易与中医疾病预测》作者石有林把易学经典著作《周易》和中医学经典著作《伤寒论》有机结合
起来，发现了一种新的诊病方法，即六爻六经诊病法，可以把病人的整体身体状况、病因、病机客观
地展现出来，从而达到无病早预防，有病早知道、早治疗的效果，真正臻至“上工治未病”的境界。
    该书既引经据典，立论清楚，又有众多病例为证，理论与事实兼具，诊病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
本书介绍的六爻六经合参诊病法，已经成功将诊病法公式化、规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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