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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不灭，中医不休！
　　胡维勤　　不知不觉，我从北京中南海门诊部退休已有二十个年头。
原本想闲云野鹤般度过余生，万万没想到赋闲后找上门来的病人如此之多，不是这个企业的总裁、总
经理，就是那个部门的领导，要不就是某位明星⋯⋯整日把脉问病，忙个不停，难得浮生半日闲。
好在我长期靠中医养生，身体极好，现在仍能健步如飞，若是换了别人，恐怕早就撑不住了。
　　前不久，一些人四处扬言要求取消中医，其势汹汹，仿佛中医是万恶之源。
我有点坐不住了，想出来说几句话。
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人类不灭，中医不休！
　　我和中医有着很深的渊源，说来话长。
我最早学的并不是中医，而是西医。
1961年，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分配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后，我有幸成为乐文照教授的助
手。
学医的人都知道，乐文照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博士，精通西医，对心血管、消化道、内分泌
代谢、肾脏病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医生之一。
跟着乐文照教授学西医，我受益匪浅。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降低我对中医的浓厚兴趣。
西医看病要通过量血压、做心电图、化验⋯⋯而中医只需望、闻、问、切，短短几分钟就可以诊断出
疾病。
你说，这能不让人感到神奇吗？
记得还是很小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小孩患麻疹发热，已经奄奄一息，她母亲请来一位中医，诊脉后
开了三剂中药，第一剂中药灌服后就退烧了，三剂药还没服完，人就好了起来。
这件事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我想弄清楚为什么医生的手一摸就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几剂
中药就可以救回一条命。
后来，我父亲患了重病，卧床不起，望着日渐消瘦的父亲，我急得直掉眼泪。
母亲请来一位中医，给父亲号脉开方，父亲喝下药后第二天就退烧下了床。
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做一名好医生。
　　1971年9月16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有幸进入北京中南海，成为了一名保健医生。
保健医生的工作就是将疾病消除在形成之前，《内经》上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如何才能在疾病形成前就做出诊断呢？
西医的体检远远不够。
为保证德高望重的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组织上特意安排我跟祝谌予先生学习中医。
祝谌予是北京最著名的老中医，他学贯中西。
关于祝老有许多传奇故事。
祝老十九岁时母亲重病，家里请来许多中西医的名医，中医没给看好，西医连是什么病也诊断不出来
。
就在万般无奈之时，来了一位老中医，他气度不凡、儒雅而洒脱，吃了他开的药后，祝母的病终于出
现了转机。
原来这位中医就是当时北京的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
“西安事变”前，他曾给杨虎城将军诊脉看病，药到病除，留下一段佳话。
但遗憾的是，后来施今墨去了南京，祝母的病复发，没能治好，离开了人世。
母亲的死使祝谌予悲痛万分，他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立志学习中医。
　　祝谌予托人找到施今墨。
第一次见面，施老问祝谌予：“你为什么想学医？
”祝谌予将母亲病故的经历和自己的心情全道了出来。
施老听后感慨万分，就这样，祝谌予不仅成了施今墨的第一弟子，还做了他的乘龙快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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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祝谌予又东渡日本学习西医，成为了全国少有的学贯中西医的人才。
　　我前后师从祝老学习中医五年之久。
祝老曾对我说：“一些绝招我是不肯轻易传给别人的，你就不一样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学会这些绝
招之后，可以派上大用场。
”记得有一次，祝老的一位学生从东北来京，祝老就立刻打电话叫我过去，原来这位学生会用抖动的
方法来按摩穴位，治疗糖尿病。
祝老对我说，这个抖动法你学会了，回头就可以给首长治病。
这个方法使用起来要费很大的力气，很累，但却能起到针灸捻针的效果。
我认真地学习了一段时间，并总结出了一些有降血糖作用的穴位，我发现按摩这些穴位对治疗糖尿病
有很好的疗效。
　　师从祝谌予，我学到了不少中医治病的经验，祝老比较擅长用活血化瘀的药，而且擅长用中药的
“对药”。
如黄芪配当归补血活血，女贞子配旱莲草滋阴，天麻配钩藤治头晕，枸杞子配菊花补肝肾明目等。
对付一些疑难杂症，他提出了两个绝招，一是从“瘀”论治，二是从“痰”论治。
大多数的慢性病，多有气滞血瘀的现象，即西医讲的微循环不良，血黏度增高，氧自由基多，酸性体
质等；“痰湿”也就是西医所说的体内有废物、毒物、垃圾、重金属等。
祝老从这两方面入手，在治疗疑难杂症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最令人高兴的是我从祝老那里学会了治疗糖尿病的绝活儿，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在临床上也取得了比
较丰富的经验。
这些年来，我治好的糖尿病患者不计其数，有的甚至已经停药十多年了。
而这些都是西医不可能做到的，西医一停药，病情就复发。
所以，除非人类灭亡了，否则，中医就会永远存在下去！
　　一些人主张取缔中医，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医，他们是以西医的眼光来看中医，完全不懂中医
的思维方式和精髓。
所以，我要说的第二句话就是：西医是一门科学，中医是一门哲学；西医是一门技术，中医是一门艺
术；西医很强大，但中医更伟大！
　　前几天，听一位朋友说网易的总裁丁磊就在浙江中医学院学习中医，我甚感欣慰；又听说国务院
副总理吴仪表示自己退休后将潜心研究中医，我感觉到中医振兴的日子已不远了。
　　真诚地希望本书能激发出读者朋友对中医的兴趣，将中医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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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将中医进行到底》是中南海保健医生胡维勤教授几十年行医经验的总结。
保健医生的工作就是要将疾病消除在形成之前，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治未病”，这也是本书的特色所
在。
几十年的保健工作下来，作者对中医“司内揣外”的体会越来越深，积累了很多自我诊断的经验，可
以帮你发现身体的警讯，更好地预防和治疗疾病。
本书作者还将自己治病救人的绝招倾囊相授，并对很多慢性病的日常调理提供了指导性的经验。
《将中医进行到底》将治病救人的知识、方法与一些生动的医案结合起来讲述，让你在轻轻松松学习
中医保健的同时，也能享受到阅读的快乐。
希望本书的知识能够转化为大家的健康，这也是作者的最高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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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维勤，男，1934年生于浙江金华，中央警卫局中南海门诊部（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警
卫局保健处）保健专家，主任医师（正师级），教授。
他先后为朱德、华国锋、谷牧、姚依林等多位领导同志做过保健医生，并在党和国家的多次重大会议
和活动中担任保健工作，也多次承担外国元首、重要领导人来访的医疗保健任务，积累了丰富的保健
经验，被国务院评为“有突出贡献的医学科学家”，享受国务院颁布的政府特殊津贴。
　　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疗系；1964—1966年师从国内著名内科教授乐文照先生，从事
心脑血管疾病和疑难杂症的临床研究；1976年参加北京协和医院举办的“西学中”培训班（第四期）
，并师从著名的中医祝谌予先生，重点学习糖尿病的中医药治疗。
　　胡教授对中医养生和保健特别有心得，对一些老年病、疑难杂症（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
管病、慢性肝病、胃病、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等）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代表论著有：《老年心血管病》、《心血管药用指南》、《保健学词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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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西医很强大，中医很伟大　　进入20世纪以来，关于中医存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作为一个有着几十年经验的医生，我的观点是，中医是传统文化的瑰宝，永远不会消失。
　　之所以有人主张废除中医，是因为他们不懂中医，总是用西医的思维方式看中医。
西医研究的是物质的身体，它是一门技术，可以标准化，人才也可以批量生产，所以西医很强大。
中医研究的是形而上的身体，它是一门艺术，需要灵感和悟性，所以很难像西医那样上规模。
　　但中医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它有通天的手眼，高明的中医可以 “司外揣内”，不需要现代化的检
测设备就可以窥透人体内部的疾病。
中医不仅可以在疾病的初级阶段发现它，还能提前消除疾病，这就是常说的“中医治未病”。
我认为，这两点是中医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医的生命所在。
如果理解了这两点，那些高喊着废除中医的人就得放弃他们幼稚的观点了。
　　中医还是一门哲学，一门关于人生的哲学。
学好了中医不仅可以治病救人，还可以修身养性，成就人生的其他事业。
现在许多老总都在钻研中医，网易总裁丁磊先生就在浙江中医院学习中医，而深受国人爱戴的国务院
副总理吴仪也打算在退休后研修中医。
我想他们除了对医术感兴趣外，恐怕对中医蕴含的人生哲理更感兴趣。
　　一、中医能手眼通天　　“有诸内，必形诸外”，这是我对中医最深的体会。
通俗一点说，就是可以通过人体外部的变化诊断出人体内部的疾病。
有意思的是，最先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并不是那些中医经典，也不是什么名医高人，而是一位卖西瓜
的小贩。
　　一个酷热炎炎的夏日，街边的一排西瓜棚生意清淡，唯有拐弯处的一个瓜棚围满了人，还不时传
出叫好声。
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摊主正与一位顾客打赌。
摊主说自己能连选十个西瓜，保证个个都甜，这位顾客偏不信，两人就较上了劲儿。
我仔细观察小贩选瓜，只见他先看瓜的形状和颜色，然后用手拍几下，再把瓜举到耳边，一边拍一边
听。
三下五除二，十个西瓜就选好了，的确个个又沙又甜。
　　围观的人啧啧称奇，我则陷入了深思。
小贩选瓜一看、二拍、三听，中医看病一望、二闻、三问、四切，行业虽然不同，但道理却惊人的相
似。
《内经·灵枢》里说“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意思是说，高明的人可以通过事物的
外部表征看透事物本质。
我想，这也应该是一个医生的最高追求。
　　这让我联想到历史上的很多神医，他们的神奇就在于将“司外揣内”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下面举两个事例，其中一个是扁鹊四望蔡桓侯的故事。
一天，扁鹊朝见蔡桓侯，见蔡桓侯面色异常，就说：“主公啊，趁着病还在浅表赶紧就医吧。
”蔡桓侯不信，对身边的人说：“这些医生，成天想着给没病的人治病，好叫人说他医术高明。
”过了十天，扁鹊再见蔡桓侯，见他的疾病已经深入肌肉，就劝他早些治疗，蔡桓侯还是不听。
到了第三次拜见蔡桓侯，扁鹊一看就知道他的病已经发展到脏腑了，再不治疗，将无药可救，可蔡桓
侯仍然无动于衷。
第四次见蔡桓侯，扁鹊远远一望，二话没说，拔腿就跑，因为这时候任何人都回天乏术了。
五天后，蔡桓侯果然死了。
　　另一个是关于东汉名医张仲景与王粲的故事。
张仲景晚年行医到洛阳，遇到当时的著名诗人王粲，见他眉毛异常，就判断出他二十年后会得一种病
，并劝他服用五石散。
当时王粲正值青春，并且处处得意，哪里听得进别人的劝告，最后，张仲景无奈地说：“二十年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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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脱眉而死。
”二十年后，张仲景的预言果然应验。
　　在西方医学日盛的今天，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现代检测设备的人来说，这两个故事玄之又玄。
扁鹊既没给病人做心电图，也没给病人量血压，更没有化验血液，他凭什么就能诊断出蔡桓侯的病呢
？
张仲景的故事就更不可思议了，他凭什么能从眉毛的细微变化预知二十年后的疾病？
今天的基因检测技术都做不到，何况一千六百年前呢？
　　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它将人体看做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五脏六腑的盛衰和病变
都会通过精血津液等介质表现于体表，高明的中医常常能从脉象、舌苔、眉毛、头发、皮肤、手掌纹
路、指甲颜色等身体表面的细微变化诊断出体内的疾病。
中医的这一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于自然万象的规律。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蝴蝶效应”理论，简单地说，就是一只蝴蝶在巴西
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世界万象的联系是如此神奇微妙，它们相互影响，互为表里。
人体也是这样，头发、指甲、耳朵⋯⋯身体外部的一切都在反映着体内的情况。
　　记得小时候，一看见蚂蚁搬家，大人就叫我们回家，说天要下雨了。
蚂蚁搬家就是天要下雨的反应。
在医学院学习西医时，我就常常思考：人体内是不是也存在“蚂蚁搬家”的现象呢？
在学校的西医课程里，我找不到答案，现代西方医学过分重视技术成分，而将这种奇妙的联系斥为“
玄学”。
而学习中医让我茅塞顿开，像扁鹊和张仲景这样的神医之所以能出神入化，不就是看出了病人身上的
“蚂蚁搬家”，暗合了“蝴蝶效应”吗？
　　我曾与一位美国西医讨论过人体的“蚂蚁搬家”现象，这位美国人惊讶得张大了嘴，怎么都不相
信，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正巧吃饭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他的耳垂上有条清晰可见的“冠脉沟”，便笑着问他是不是有冠心病
，不知是因为话题来得唐突，还是没有心理准备，他差点没噎着，连忙喝了口水，使劲往下咽了咽还
没嚼烂的红烧牛柳，瞪大眼睛吃惊地问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笑着跟他说：“这就是‘蚂蚁搬家’现象在你身上的验证啊！
人的心脏出现了问题就会表现在耳朵上，耳朵上的冠脉沟就是冠心病在身体表面的反映。
因为心脏的冠状动脉堵塞会让耳朵上的毛细血管凝固，形成皱纹，这就是冠脉沟。
”他听完我的解释后心悦诚服地点点头。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方人，又受了多年的西医教育，一开始不相信神奇的中医文化，这是可以理解
的。
但现在有很多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也是如此，他们只看重现代技术，过低估计了前人的智慧。
他们就像青春期的叛逆少年，总认为自己的父母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一旦自己成熟了，才发现原来
父母是多么的杰出。
胡适的经历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一生致力于西方文化的传播，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自然成为
其攻击的对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20年胡适突然生病了。
他发现自己吃得多，喝得多，尿也排得多，人却日益消瘦下去。
新派人物生病当然要去看西医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们经过认真诊断之后得出结论：糖尿病晚期，
已无药可治，只能回家休养。
言下之意，胡适只能回家等死了。
　　西医没有办法，朋友就劝胡适看中医。
当时正是学界“科玄论战”的关键期，胡适是科学派的主将，反对的就是像中医这样没有科学依据的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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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去看中医，那岂不是主动放倒手中的旗子吗？
然而，面子事小，性命事大，胡适最终还是答应了。
　　来给胡适看病的是北京名医陆仲安。
中医没西医那样复杂，又是验血，又是验尿，陆仲安只是用手把了把胡适的脉，并询问了一下病情，
就从容不迫地说：“这个病很好治，吃几服以黄芪为主的汤药就可以了，如果病没好，唯我是问。
”被西医判了死刑的胡适将信将疑地喝下了陆仲安开的中药，没想到几个月后症状就消失了。
再到协和医院检查，果真是好了！
医生们非常惊奇，这怎么可能？
谁给胡先生治的病？
胡适当下就把实情说了。
　　这件事轰动一时。
被新文化运动者认为不科学的中医，偏偏治好了新文化运动名将的病。
这令新文化运动者很是尴尬。
胡适也觉得很没面子，对此事不置可否。
然而，救命之恩是万万不能忘记的，胡适曾在林琴南的一幅画上撰文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原来，林琴南也受过陆仲安妙手回春的益处，为表示谢意，他亲自作了一幅儒医研究经典的《秋室研
经图》送上，上面还题了一篇桐城体的文言文。
陆仲安别出心裁地请胡适在上面题字。
胡适欣然答应。
胡适在画上的题词内容为：　　我自去年秋季得病，我的朋友是学西医的，总不能完全治好。
后来幸得陆先生诊看，陆先生用黄芪十两、党参六钱，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全好了
⋯⋯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
如果化验结果能使世界的医药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与药的真价值，这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　　民国十年三月三十日 胡适　　中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华夏子孙受益了几千年，岂是
现在几个人就能轻易废止的！
与其高谈阔论，不如去读一读《内经》和《伤寒论》。
我敢肯定只要你认真研究了中医，就一定会发现西医虽然很强大，但中医更加伟大！
　　二、中医是第五大发明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其实还
应该加上中医。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中医的评价很高，他认为中医中药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有一次与几位同志打麻将，他即兴谈道：“我说过，中国对世
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
”麻将不无戏说成分，但主席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说明了他对中医药的情结。
同年，毛主席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中国对世界是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就是一项。
”　　中医对人类的贡献巨大无比，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更会如此。
为什么中医没列入四大发明呢？
因为中医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产物，西方人很难理解。
四大发明是技术，西方人拿过去就能运用，中医却拿不过去，拿过去了也不能运用，除非把整个文化
都拿过去。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参观了中医的针灸麻醉。
我们的中医将一根又细又长的银针扎在病人的手上，通上微电流，然后便开始手术。
整个手术不用任何麻醉药，病人却始终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
看着那血淋淋的手术场面，尼克松总统惊讶万分，大惑不解。
　　针灸麻醉震惊了美国代表团，其冲击波毫不逊色于中国原子弹的爆炸。
有的人惊讶，有的人怀疑，有的人甚至否定，认为这是中国为了吸引世界目光而搞的一个大骗局。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一些人认为针灸麻醉是一个骗局的时候，随同代表团访华的新闻记者詹姆斯·
莱斯顿突然急性阑尾炎发作，要进行手术，我们的医生同样用针灸麻醉的方法割除了他的盲肠，詹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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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莱斯顿丝毫没有感觉到痛苦。
这活生生的事实让美国人冷静下来，他们开始认真记录那些宝贵的资料，以便带回国去仔细研究。
　　我曾看过美国新闻记者拍下的部分录像。
录像里一例肝肿瘤切除手术中，唯一的麻醉方法就是由针灸师在病人的两只耳朵和手臂各插一根针，
并随时捻针；另一例脑瘤切除手术中，只用一根针扎在前臂⋯⋯我们都知道西方麻醉技术会让病人不
省人事，而且还会有副作用，严重的甚至瘫痪。
而中医针灸麻醉手术，病人全程都是清醒的，还会说话，甚至还会喝点水。
有一位病人在手术结束时，还能坐在手术台上和医生护士握手致意。
在另一例切除甲状腺瘤的手术后，病人竟能从手术台上下来走到轮椅旁。
　　神奇，真是太神奇了，尤其是对于不懂中医的西方人来说，这无异于天方夜谭。
然而，如果你懂得中医，就会清楚针灸麻醉只不过是中医里的小儿科。
西医感觉神奇，是因为西医和中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
人体是完全一样的，但中西医对人体的认识却完全不同。
中医是全面整体论，西医是分析实证论；中医是宏观调控，西医是微观治理。
这就像瞎子摸象，中医想方设法用仅存的一点视力看到了一个整体但朦胧的大象。
而西医呢？
则完全不用自己仅存的那点视力，而是靠手去摸，结果摸到的是一头“支离破碎”的大象。
　　可以这么说，西医是显微镜，它看得仔细真切；中医是广角镜，它的视野很宽广。
其实，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有西医的优点，我们不能用中医的思维方式来认识西医，也不能用西
医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中医，更不能取缔中医。
　　取缔中医是谁干的？
是卖国贼干的。
1929年国民党汪精卫提出“取缔中医案”，结果引来一片骂声，当时北京“四大名医”中的两位——
施今墨和孔伯华等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并向汪精卫严正提出：找十二个
病人，你们先挑六个，用西医治；剩下的六个病人交给中医治，如果我们输了，再谈取缔中医的事。
孔伯华和施今墨分到了六位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症的病人。
结果，中医治疗的效果十分显著，病人迅速恢复了健康。
　　恰在此时，汪精卫的岳母身患恶性痢疾，每天腹泻十几次，当时著名的西医请遍了，都没有什么
效果。
此时，有人向汪精卫推荐施今墨先生，刚开始汪精卫怎么也不同意，我现在正在提议取缔中医呢，怎
么能让中医来看病？
但看到奄奄一息的岳母，汪精卫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请施先生来诊治。
施先生只把了一下脉，便找到了病因，说到症状时，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悦诚服。
施先生当即为她开了十天的汤药，随后汪精卫的岳母问：“先生何时再来复诊？
” 施今墨告诉她：“您就安心服药，三天后痢疾就会停止，五天后胃口就会好转，十天后您就痊愈了
，不必复诊。
”最初汪精卫和岳母都半信半疑，可病情如同施先生说的一样，渐渐好转，十天后还真的就痊愈了。
　　汪精卫终于相信了中医的神奇，再也不提取缔中医的事情了。
　　前段时间，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中医来拜访我，谈起一些人取缔中医的议论，这位洋中医说的话
很有意思，他说：“别——管——他们，他们不懂中医！
”　　这位洋中医告诉我，中医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有的中医诊所每天要接待两千多名患者，其
中90%是白人。
美国人每年要花费六十亿美元来购买中药，全美有中草药专营公司四百余家，中医诊所上万家。
西方尚且如此，更别提日本和韩国了。
大家一定看过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吧！
那里面对于中医的认识十分令人惊讶。
而日本人对《伤寒论》的重视程度则远远超过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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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张仲景敬若神明。
如果我们再不下定决心发展中医，甚至还想取消中医，恐怕中医真的就会重写火药的屈辱史。
这不是危言耸听，记得前些年，日本人就将北京中医研究的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包装后打入中国市场
，大卖特卖，赚去大把大把的钞票。
多么令人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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