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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在前面的话这个世界上原本没有“神医”。
其实他们都是一些普通人。
但是，他们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刻苦钻研医学的深奥道理，最终治病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至高境界，
所以，老百姓称呼他们为“神医”。
“神医”只是老百姓对他们的称谓，这里面包含着感激和赞叹。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个称谓的背后，他们那些高尚的情怀，他们为了研读医理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这里的每一位古代名医，看似他们可以在三五服药内把一个重病患者治好，但是我们也要想到，他们
为了琢磨这个病，而度过的一个个不眠之夜。
在所有的治病故事的后面，是他们大医精诚的信念。
信念，是一种神奇的东西，一个平凡的人，只要拥有了坚定的信念，就可以创造不凡的奇迹。
我写的是医学故事，如果读者中有人读懂其中的道理，那么，你的人生将变得丰厚。
另外，我完全没有想到大家对中医的兴趣是如此之大，我把故事贴到网上后，现在网友们的跟帖居然
达到了一万多，实在令我感到吃惊。
这说明大家现在开始重视自己的身体了，但是又确实找不到了解的途径。
面对大家的热情，我无法回报，所以我一直力图在故事中，尽量多地把中医对健康的理解、中医对调
整身体的理解写出来，朋友们在看故事的同时，如果能够理解中医的一些调理思路，那么对自己将来
的保养是十分有好处的，因为有很多内容，都是医院里的医生没有时间跟你说的。
感谢跟帖的诸多网友的发言，大家对健康的讨论是很宝贵的，很多发言被出版社的编辑收录了进来，
再次感谢各位了！
如果各位对中医有兴趣，或对自身的身体健康有何疑虑，都可以点击我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uodalun)，并给我留言，我会尽我所能为大家解答。
这里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来开出针对此时、此刻的方
子，所以本书里面写的方子都只是一个思路，各位如果觉得与自己的情况类似，一定要找当地的中医
师来给判断一下，并根据您的体质加以调整，这样就可以做到稳妥安全。
总之是健康第一，对待自己的健康，大家一定要更加重视，永远不要忘记针对个体、辨证施治这一原
则。
以上是我们的免责声明，望读者切记、切记！
好了，不多说了，古代的中医故事个个精彩，大家开始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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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5月19日，一个名为《古代的医生》的帖子现身天涯。
这个原本“作为中医院校学生教材”的帖子，竟受到广大网友的热捧，其中有中医爱好者、历史爱好
者、关心健康的人⋯⋯
还有一些从不上网的人，也纷纷注册ID，赶了过来。
不到半年的时间，点击率已突破80万，直逼百万大关。

这一作品还在互联网上广为转载，百度贴吧、新浪博客、Tom社区、豆瓣网、民间中医网⋯⋯
让人感动的，不仅仅是精彩的中医故事，还有神医们的精诚之心。

让人敬佩的，不仅仅是神入化的医术，还有神医们为钻研医术而度过的一个个不眠之夜；让人欣慰的
，不仅仅是人们对中医的热忱依旧，更有名医的方子流传至今，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
这就是“网友互动版的《古代的医生》”——《神医这样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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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大伦，原名罗大中，北京中医药大学诊断学博士，现任北京电视台《养生堂》节目主编。

罗博士是中医故事化写法的开创者。
他认为，中医是精神，是信念，更是人心。
于是，他用生花妙笔，还原了一个个古代的神医，他们不仅有着神奇精湛的医术，更有悲天悯人的情
怀、古道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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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钱乙，创立六味地黄丸的儿科神医（一）一心求仙的父亲北宋仁宗年间。
 山东郓州（现在的山东东平县）的一个村落里。
成年男子都下地干活儿去了，村里剩下些妇女，在各自的家里忙着家务。
不知谁家散养的一群鸭子，摇摇摆摆向村边的河里跑去。
一派静谧祥和的农家景象。
但是，在一个简陋的房子里，气氛却没有那么愉快。
一个男子，正在收拾包裹。
他有点喝醉了，眼睛里泛着微微的红色。
在他的对面，一个三岁的小男孩，正坐在板凳上睁大眼睛看着他。
这个小男孩，就是钱乙。
此时的钱乙还远不是日后名震天下的大名医，他还完全不知道，他面临的，将是一个空前的灾难。
对面的男人就是钱乙的父亲钱颢，他一边收拾行囊，一边和钱乙嘟嚷：“对不起了，儿子，你妈死得
早，以后就靠你自己了。
”钱乙几乎不理解他在说什么，只是瞪大眼睛听着。
钱颢用力打好了最后一个结，同时说道：“我要去寻找神仙了，如果找到了，我会回来带你一起成仙
，如果找不到，今天就是我们父子俩诀别的日子。
”钱乙还是怔怔地看着父亲。
钱颢将几文钱放在钱乙身边，拍拍小钱乙的脑袋。
然后拿起酒壶，喝了口酒，背上行囊，扬长而去。
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小钱乙仍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呆呆地坐在凳子上，用手使劲地抠着
木头凳子，眼睛里含着眼泪。
虽然他不知道父亲到底要做什么，但是，他唯一感觉到的是：这个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了。
从各个方面来考察，钱乙的父亲都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人。
根据文献记载，显然他没有把钱乙托付给任何一个人就独自离家了，而钱乙的母亲早已去世。
这简直就是一个无法理喻的事情，要知道对一个三岁小孩来说，他自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生活能力，
这样做几乎等于置他于死地。
那么钱乙的父亲为什么这么做呢？
文献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他所去的方向来分析出答案。
他去的方向是东边，海上。
山东自古有寻找神仙的传统，加上有独特的海市蜃楼景象，这在古代可是绝对鲜活的超级广告，连秦
始皇这样的大腕都被这个广告给忽悠来了。
望着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人们绝对有理由相信，在海上的仙山里有仙人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过
着快活的日子。
因此在山东，抛下妻子儿女毅然离家访道的行为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经常有人传说某某人离家后遇
到神仙飞升了。
钱颢显然对此类传闻非常感兴趣，经常一边喝着小酒，一边饶有兴致地和别人谈论这些成仙的成功经
验，眼中闪烁着羡慕的光芒。
如果单独看待他把三岁的儿子独自扔在家里的事情，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人太绝情、有毛病，但是如
果结合上为了成仙这种追求，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因为此时的钱乙已经成为了他成仙途中的一个负
担，一个包袱。
钱颢是个乡村医生，严格地说，是个针灸医生。
但是他不好好琢磨怎么用科学的手段来找到经络的实质、来搞搞实验捍卫一下中医的尊严，却如此热
衷于神道，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
终于有一天，他在喝了点儿兴奋的小酒后，下定了决心，别人能找到神仙。
我也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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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怀里揣着本励志畅销书《成仙改变命运》毅然离家，留下一个三岁的儿子钱乙，“东游海上，
不复返”。
其后果很严重，估计是漂到了日本或者朝鲜一带，想回也回不来了。
神仙没见到，见到了一帮操着日语的人，心情一定很复杂吧。
但此时更可怜的是小钱乙。
他仍然不相信父亲就这样远走了，他把小木头板凳搬到了门口，在那里坐着，望着远处。
母亲去世的情景他还历历在目，此刻，他的父亲又不回家了，他小小的眉头紧紧地皱着，眼泪已经被
风给吹干了。
邻居们开始有人议论，咦，这个孩子怎么整天坐在门口？
 有人路过时还顺便逗逗这个可爱的小男孩，可是钱乙的眼睛只是望着远方，没有任何表情。
终于有一天，邻居发现了饿得昏倒在小木头板凳旁的小钱乙，大家这才意识到出大事了。
于是邻居们赶快叫来了钱乙的姑姑，姑姑来了后大吃一惊，这才知道自己那位不靠谱的兄弟干出了这
么绝情的事情来。
钱乙被抢救过来后，就留在了姑姑家。
钱乙的姑父姓吕。
也是个乡村医生，姑姑和姑父两个人一商量，虽然钱颢这个人不靠谱，突然跟大家玩了个人间蒸发，
但孩子是无辜的啊，这么可怜，怎么能让他去送死呢？
于是，两个人就收养了钱乙。
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痛苦的记忆隐藏在了小钱乙的心灵深处，不见了。
他和吕医生成了一家人。
吕医生只有一个女儿，他把钱乙当做了自己的儿子看待。
孤儿钱乙钱乙在姑姑一家人的照料下，慢慢地长大。
这应该是个很幸福的解决方案了。
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的钱乙得到了父母般的照料，从表面上看，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但是。
人们总是觉得这个孩子有点什么不同，不同在哪里呢？
又说不大清楚。
这种不同表现在他跟随姑父出诊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患病的孩子，他看到孩子孤独、痛苦的表情时，
他的眼睛里会同样被痛苦灼伤。
大家都觉得奇怪，私下里嘀咕，他难道能从这些患病的小孩子身上看到自己？
他的姑姑一家人也纳闷，三岁时发生的事情，应该没多久就会忘记的，何况现在他已经完全说不出当
时发生什么了，难道在记忆里会留下什么痕迹？
不应该啊！
再试探性地问问钱乙，他自己也什么都说不出来，于是大家就觉得，可能他的性格就是如此吧。
在这样的日子里，钱乙度过了他独特的童年，变成了一个少年。
姑父安排他去私塾读书，空闲时也会带他出诊。
这位吕医生对钱乙的性格感受最深，钱乙这个少年人有点特殊啊，就是骨子里带着股忧郁劲儿，尤其
是碰到患病的儿童时，他比谁都痛苦，仿佛患病的是自己一样。
村子里张铁匠家的孩子病了，才两岁，不知道是什么病，高热，抽搐，吃了药也没有效果，钱乙在旁
边，当看到孩子无助的目光时，钱乙感到了一种彻骨的疼痛。
他仿佛看到了这个孩子陷入了黑暗中，被人世间孤单地抛下。
这种感觉钱乙似曾相识，他的心被猛烈地敲击着。
最后孩子还是死去了。
钱乙呆呆地坐在院子的外面很久，望着远方，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是个秋天。
旁边枣树的树叶随着风慢慢飘下，更透出一种无法言语的凄凉。
回到家里，吕医生已很疲惫了，但他还是拿出了一本很旧的书给钱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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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乙诧异地望着姑父。
姑父说：“如果你有心于此。
就看看这本书吧。
”钱乙接过书，封面上写着“颅囟方”三个字，问道：“这是什么书呢？
”姑父说：“这是专门治疗小孩疾病的医书，是中古巫妨写的，你可以好好看看。
”（这本书的原本现在已经遗失了。
）钱乙好奇地翻开了书，又问：“为什么治疗小儿的书这么少呢？
”姑父叹了口气，说：“那是因为小儿的病难以治疗啊。
”钱乙不解地问：“为什么难以治疗？
”姑父摸着钱乙的头，无奈地说：“因为小孩子自己不会说话，没法儿自己说清病情，还不配合诊脉
，所以不好诊断啊。
还有，他们的脏腑娇嫩，用药稍微错一点就会酿成大祸，所以大家说：宁治十大人，不治一小儿啊。
”钱乙点着头，目光变得坚定了起来，“原来是这样啊，那么，我就好好地学习治疗小儿的病吧！
”从此，钱乙开始在学习《伤寒论》等经典的同时，更加着力在《颅囟方》的学习上一，当时谁也没
有想到，这本《颅囟方》在吕医生的手里没有学出大的名堂，在钱乙那里却创造了一个非凡的成就。
这就是钱乙的少年时代，白天和姑父出去诊病，晚上在家里苦读医书。
在这样的日子里，钱乙一天一天地长大了。
中国农村的医疗条件一直不是很好，宋朝的时候更是好不到哪里去，连草药都很缺少。
于是，在出诊之余，钱乙就跟着姑父到山里采药。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的药物知识也与日俱增。
真是应该感谢钱乙的这位姑父，他教给了钱乙全部的医学知识，将钱乙培养成为了一个杰出的人才，
给了钱乙父亲般的爱护。
但是。
这个人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我们只知道他姓吕而已。
后来，当人们拿着关于草药的问题来请教钱乙的时候（有时是一些没有见过的草药），钱乙对答如流
，对草药的生长环境、形状、习性、药性等讲得那叫一个清楚，就跟自己家后院里的蔬菜似的，大家
都听得晕乎乎的。
回头按照他说的到书里一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这搞得大家无比佩服，觉得钱乙太有才了。
实际上，这都是钱乙跟随姑父进山采药时学会的知识，加上他好学，晚上回来再翻翻书，就理解得更
深刻了。
现在的中医院校的学生就缺少这一块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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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神医这样看病》是2009年最好看的健康书，感动百万人的中医故事；一读知中医，两读悟医道，三
读获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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