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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

前言

　　2009年秋天，一个病号开着小轿车过来就诊，进门后看了看我，笑着说：“这么年轻的中医，水
平能咋样？你看看我有啥病？”很多病人都认为中医应该是年迈的老者，因为我年轻，测试我诊疗水
平的事情时有发生⋯⋯　　我看了看病人，头发稀稀拉拉的，头皮油光可见，眼圈发暗⋯⋯我没有切
脉，只是看了他几秒钟，然后告诉他，“你平时经常头昏、心情烦躁、腰部酸痛⋯⋯”　　病人吃惊
地看着我，问我是如何知道的。我笑了笑，“你的脸上、头上不是写着吗？”接下来是诊脉、开药⋯
⋯每天我都在为病人切脉、望诊、解释病情、辨证用药，这些知识是太爷从小教给我的，从我幼年开
始，他用他的方式，为我走上中医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将我培养成一名合格的中医，他老人
家付出了晚年全部的心血，在临终前仍不忘告诫我行医的准则⋯⋯在中医的路上能够走到今天，我要
感谢的是太爷他老人家，还有系统传授我中医知识的大学老师、教给我草药知识的药农朋友以及开启
我中医感悟之门的世外高人，更应该感.谢我的亲人朋友及那些信任我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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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

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作者从牙牙学语开始，在太爷的引导下，学习了阴阳、五行、
脉诊、望诊和临床知识⋯⋯历经曲折，最终成功地走上了中医之路。本文展示了中医的神奇，阐述了
中医深邃的道理，剖析了中、西医之间的区别，提炼出融会在中医文化中的人生智慧，结合现代人常
常忽略的传统知识，提出了不少现代快节奏生活下值得深思的健康问题，并且总结出自己对中医的理
解和感悟。语言通俗，寓意深远，适合中医初学者、中医爱好者阅读参考。本书与其说是一本传记式
中医入门讲述，还不如说是一段教人永不言弃的励志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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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

书籍目录

一、童年的回忆（上）
二、童年的回忆（中）
三、童年的回忆（下）
四、太爷教我学阴阳
五、太爷教我学诊脉（上）
六、太爷教我学诊脉（中）
七、太爷教我学诊脉（下）
八、太爷教我学望诊
九、太爷教我学五行
十、太爷带我上临床（上）
十一、太爷带我上临床（中）
十二、太爷带我上临床（下）
十三、太爷的逝世
十四、少年的中医感悟
十五、中医路之探索篇
十六、中医路之社会调查篇
十七、中医路之静悟篇
十八、中医路之见习篇
十九、中医路之中药篇
二十、中医路之实习篇（上）
二十一、中医路之实习篇（下）
二十二、中医路之彷徨篇
二十三、中医路之游历篇
二十四、中医路之下海篇
二十五、中医路之创业篇
二十六、中医路之成长篇
二十七、中医路之伤痛篇
二十八、中医路之提高篇
二十九、中医路之太极篇（上）
三十、中医路之太极篇（下）
三十一、中医路之感悟篇
三十二、中医路之挑战篇
三十三、中医路之亮剑篇（上）
三十四、中医路之亮剑篇（下）
三十五、中医路之求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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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

章节摘录

　　只见父亲举起斧子劈下去，木柴分成两半，干净利索，动作潇洒之极。我心里也痒痒，于是走过
去对父亲说：“我来试试！正好活动活动筋骨，十多年没劈过柴了！”　　父亲笑了笑，将斧子递给
了我。我参照刚才父亲劈柴的样子，有模有样地劈了起来。父亲在一旁一边抽烟，一边看我劈柴。没
劈几块，我就感到双臂发酸，头上、身上开始出汗，似乎没有父亲劈柴时那么轻松。父亲笑着说：“
十几年没拿斧头了，能劈成这样算是不错了！劈柴也是有些讲究的！斧子举得要高一些，利用腰部和
臂膀同时发力，人才感到轻松，刚才你劈柴时我观察了，斧头举得低了些，这样全靠臂膀发力，自然
很累了！”　　父亲一边说一边示范，我按照父亲的指点，果然轻松了不少。我一边劈柴，一边想着
父亲所说的话。“劈柴也是有些讲究的，斧子举得要高些，利用腰部和臂膀同时发力。”看似简单的
劈柴动作，若不经父亲的指点，还真是没想到这些。随后我想到了打拳，拳击手出拳时，总是先将拳
头收回来，再打出去，这样才有力度，与这劈柴倒有几分相似的道理啊。劈柴是“欲下而先上”，拳
击手出拳则是“欲出而先收”，我一边劈柴，一边思索。　　父亲看出了我走神，担心劈出什么意外
，让我别劈了，剩下不多的他收尾好了，我站起身，试着拳击手出拳的样子，思索这其中的道理⋯⋯
　　妻子走过来，笑着挖苦我，“又发什么呆，劈了几块柴，还劈出感想了？”我笑着说：“这下大
发了！”欲下而先上，欲上而先下：欲升而先降，欲降而先升；欲寒而先热，欲热而先寒；欲补而先
泻，欲泻而先补；欲散而先收，欲收而先散⋯⋯我一口气说了很多。“什么意思啊？”“你看这劈柴
，要想斧头下去有力道，得先将斧头举起来，举到合适高度，下去才有力道，不是欲下而先上吗？”
“那欲上而先下作何解释？”“我们跳高时，先蹲下来，再向上跳，才能跳起来，才能跳得高，这不
是欲上而先下？”“有那么回事，继续说！”妻子也来了兴趣，就连劈柴的.父亲也停了下来，听我讲
了。“欲升而先降说的是用药治病了，如果想用药升提人体的气机，得先考虑反佐什么降气的药，这
样气机得以升发，而不会升发太过，同时升发力度也会增强！”“欲降而先升，如果想用药降人体的
气机，得先考虑反佐什么升气机的药，这样气机得降，也不会降得太过，同时降气的力度也会增强！
”“有这样的配伍吗？”“有啊！只是以前没有想通这些配伍的妙处，今天想通了。比如枳壳配桔梗
，两者用量相等，一升一降，调节人体气机；如果桔梗量大，枳壳量少，则以升提气机为主；如果枳
壳量大，桔梗量小，则以降气为主；还有枳实配白术、珍珠母配柴胡等。”我兴奋地说。　　“欲寒
而先热是指运用寒凉的药物来清人体热邪时，先要考虑反佐一味温性的药物，这样不会因为大量寒凉
的药物进入体内，导致经脉收缩，气机不畅，形成寒药包热邪的‘寒包火’的变证，同时有温药开路
，寒药才能深入热邪中央，起效更快！”　　“欲热而先寒是指运用大量补火散寒药时，先要考虑反
佐一味凉性的药物，这样散寒的效果会更好。就好比冰冻的肉块，放在温水中融化比放在沸水中融化
还要快，一样的道理！”　　“临床上寒热搭配的药物有吗？”学西医的妻子问道。　　“有很多啊
！比方半夏泻心汤中的黄芩与干姜；乌梅丸中黄连、黄柏与细辛和干姜；芍药汤中的大黄与肉桂！”
我轻松地回答道。　　“欲补而先泻是指运行补药的同时，搭配一些泻药，泻去邪气，补药发挥作用
更强，就好比六味地黄丸，三补三泻，经典妙方！”　　“欲泻而先补也是很常见的，治疗风湿时，
运用祛风除湿药物的同时，适当运用补气的药物，这样祛风除湿的力度更强；运用破气、理气的药物
治疗气滞时，配合使用补气的药物，这样破气而不伤正气，破气力度也会加强。欲散而先收，欲收而
先散，同样运用了相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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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

编辑推荐

　　网络原名《我的医学故事》　　感动了几十万中医爱好者、中医学子的网络热文　　向你展示了
真实的民间中医师徒式教育　　揭开民间中医师承的神秘面纱，见识民间中医的种种奇方妙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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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

精彩短评

1、病人就诊就是性命所托，作为医者，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有标准，只有姿势摆正了，才有可能
取得病人的信任。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是没法让病人信服的。——《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中
的这句话给了我深深的感觉，作为一名医学生，医德是第一位的。但是又怎么又能眼睁睁的看着祖国
医学在眼前而不去探索了？这本薄薄的十多万字的书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和震撼。不单单是知识的收获
，更多的是体会到作者传达的思想，大医精诚的思想。日后的学习要注意这方面。及时复习永远比获
得新知重要，所以读一遍很快就会忘记的，要多看两边。我觉得我现在看到的各种思想在脑子里很乱
，也特别注意这方面，因为撒齐尔夫人说要注意你的想法，它会影响你的思想，要注意你的思想它会
决定你的习惯⋯⋯直接从最深刻的思想起步，我想，可以事半功倍。接下来要看《医间道》，领悟下
任之堂主人的中医魅力。
2、好书值得看,生动,能学到中医知识.通俗.
3、确实好书，任之堂的书都值得看看，不会走歪路
4、作者是有缘求道、上下求索之人啊
5、我们有什么可传承后代的？
6、中医博大精深，立志学中医并坚持下来的人都值得尊敬。
7、我自己是学中医的都觉得收获颇丰，只有对中医的深入理解才能写得出这样浅易的道理，作者悟
性极高，还会关注他的书
8、kindle/道，医道同修。
9、看完之後更覺得中醫的沒落乃無可挽回之趨勢了。建議做好文物保護工作！
10、（图书馆借阅）+（2014-12-24购于当当）
让我也想学起中医来~！！！
11、一本神奇的引人入胜的书，应当是有些水分的，但真的充满精神力！对中医易经五行感兴趣的朋
友可以看看
12、很实在的书 好看
13、很不错的中医入门书籍，读之令人神往
14、我是一位中医爱好者，强烈推荐喜爱中医的人都要读读任之堂主人著的这几本书！
这本《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我是一口气读完的，阅读中我被祖孙两代人的中医传承情怀所深深
感动，也被作者执着探索中医至高至深之道、致力于振兴祖国传统医学的精神所激励和鼓舞。
前半部分，讲述了作者难忘美好的童年时光，太爷以独特的方式将中医思维和理念传授给儿时的作者
，为了培养5岁的孩子对中医的兴趣和热爱，太爷可谓倾尽心血绞尽脑汁，在平时的劳动玩耍诊病中
时时刻刻给作者以启蒙和引导。读这部分时，真的是非常羡慕作者有一位这样的老太爷，羡慕祖传中
医的这种充满爱与期许的中医传承方式，被祖孙情深深打动。
后半部分是老太爷去世后，作者继承老太爷的遗愿，矢志不渝地在中医之旅中奋力求索，有求学经历
、有传奇际遇、有励志拼搏、有大彻大悟，看得人心情是跌宕起伏，感慨万千！
读完这本书，我更加坚定的学习中医的信念，对中医的复兴更是充满了信心，感谢任之堂主人！
除了这本书，我还买了《医间道》，江南名医朱良春老先生将此书推荐给学中医的子女和学生们学习
，朱老说：“本书是一本对当前中医同仁之指南针，可以端正方向，理顺思维，发皇古义，运用精义
，辨证施治，发挥优势，提高疗效，攻克疑难，回归中医，成为真正之中医，而立于不败之地。”喜
爱中医的朋友，《医间道》更加值得一读！
15、好久木有看书看到这么爽了！

非常适合的入门书，很有温度、有感情地诉说了最基本的阴阳、五行、脏腑、五色、五味，可读性很
强，一个晚上＋地铁上的上班时间就看完了，忒煽动，看完还真想去赛武当找那道长去，哈哈～

可惜经络那块木有提到，好吧，或许在下一本里头吧～

任之堂堂主，真心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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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

16、中医的成长方式，只是自己处在的学习方式，学习氛围，社会环境已然造就不了成为一个中医的
事实，和中医是渐行渐远~
17、读者跟着作者能学会很多中医小方，会由浅入深的理解中医文化，也会感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不失为一本中医知识的普及书。希望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在这本书里有所收获。
18、不得不说作者的人生经历很丰富 无论是童年时跟太爷爷的耳濡目染 还是大学见习时与主任的交流
学习 以及无时无刻与江湖各种行业的人 探讨获得各种单方偏方妙法 都很有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脉学阶
段的学习过程 实在是难以效仿
19、作为中医爱好者买这本书，主要想看老太爷是如何教中医的。当然，本书不是纯粹的教材，脉诊
、望诊都比较简略。因此有些失望。但三指定脉势、气血运动、望色主病、经络受损等给了我深刻的
印象。另外还知道道教现在还是有高人的，只是缘分浅的遇不到。总之，个人觉得买得值了，因此在
当当又下一单，购买《医间道》。
当然，要想光看了本书就成为中医高手，那是不太可能的。
20、作为中医入门书籍，值得一读。
21、真实感人，对中医和传统文化一了全新的理解，是一本好书。
22、中医之阴阳，写得真好。
23、非常有可读性 一口气看出来了
24、能有启发的书都是好书。看到有人说 里面有很多水分，其实我倒更相信那些都是真实的，只是境
界不到的人看来就格外玄乎。在脉诊和用药方面学到了很多，也知道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医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25、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故事书，也是让我们有所学习身体健康方面的起蒙书。值得爱好中医的朋友
看。
26、传记、医理、励志、传道，迄今为止最喜欢的一本中医入门书，老妈现在也津津有味看着呢，难
得！
27、不靠譜，扯得成分估計不少，沒啥意思。
28、这本书不仅仅是说中医的事，如果早看到，可能对一个人的人生都会有很大帮助呢
29、与其说是一本传记式中医入门讲述，还不如说是一段教人永不言弃的励志传奇！
30、通过作者质朴真挚的语言 看出了中医在民间的生生不息 薪火相传 让自己对自己的未来 充满希望
和憧憬 很励志 很真挚 谢谢于浩老师 金玉良言！！
31、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确实是本好书。我一口气看完
32、够扯
33、百年树人。挺不错的。
34、羡慕作者能够从小受中医思维的熏陶，学院派说是半路出家也好，说是藤上强扭的瓜也好，内心
总是有很多矛盾，现在中医中药环境也不好，行业内鱼龙混杂有专业开成药的西医，有药医，中西医
两者不同的思路导向总是充满矛盾，没见过神奇的一剂治二剂愈，但也算是见识了中风后遗症的慢慢
痊愈。未来的路，自己慢慢走出来吧。
35、好书，我除了上班只用了一天多一点就一口气读完了。本书让人感受到了学习中医的艰辛之路，
也感受到了中医的精奥，力挺！！！愿更多的读者购买并研读此书哦。
36、可能作者文笔有限，属于流水账式的。里面 的方子抄下来了，但是有些具体的方子不诊过不敢用
。普及一下中医知识吧。相信它也会越来越科学。
37、一位中医从小在爷爷的爱护下了解中医药，在生活中学习中医，在工作中遇到不同的人扩大自己
的中医知识，并进了山林采药，了解道医。他丰富的中医知识让我更明白中医的浩大，一定要学习中
医，让自己学习中草药的知识是。
38、书类似一个传记，记录从小学习中医的因缘，然后求学，实践思考的各种际会。读来很能感受到
作者的真诚，是对国学经典中医的执着，医德医风令人敬佩不已。如果仅仅是对一个基层中医的单方
偏方的记录，那估计只不过是一本偏方汇集之类的书，所喜作者跳出如此险隘框框，一直在寻找医间
道，在世间寻找医理，在生活小事中读懂医道，把中医之根扎在基层，还发愿把中医传播给普罗大众
，实在难植难得。期待作者继续推出好的书刊。推荐！
39、读了直教人羡慕，这才是真正学中医的方式！本书穿插了许多中医知识，非常值得一读。
40、对于中医原理的阐述非常到位，之前没看到过这么精辟的解释：阴阳，气血运行的比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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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入门学中医的方式，对初学者有益
42、一个中医的成长故事，耐人寻味
43、看看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在联系一下自己，学习做一个真正的中医
44、书是偶然看到的，马上就买下来了，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医传承者，从小就接触与学习中医，是一
件很幸福的事。
45、广告书。但有诚意。
46、有理论，有实践，语言通俗易懂，例证贴切。在一定程度上让国人对本是国粹的中医雾里看花的
的感觉得到改变。值得一读！！！
47、这本书可以引导人学习中医的兴趣！
48、非常值得学习的好书，适合中医初学者
49、一般
50、写的满有诚意的
51、入门书。
52、求其根本
53、年后返宅，虽说不是一气读完而是几天读完此书，也觉是笔者多年未见之有较大吸引力的奇书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此追逐于中医，实际是追逐于一种清新原生态的生活，
反思老祖宗的哲学，生命话题，个中阴阳，搭脉乾坤，视野太极。说的是祖孙两代的中医情怀，读到
的是崭新的生命体悟，弘扬中医就是弘扬中华文明，文化，精神。中国的经济是有了大的发展，但是
文化的的大发展还差之千里，希望有更多的，脚踏实地的中华子孙，我辈们从中受益，得识。
54、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把作者自己的学医经历融入到中医基本知识的讲述中，饶有趣味，也引起
人的思索和学习中医的志趣~谢谢作者
55、为中医中药有了入门认识，思考生命与自然，推荐给准备学习中药的朋友读。
56、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好看，看这本书的前提是相信中医，至少不排斥中医。
57、娓娓道来，通俗易懂，很羡慕余浩有这样爱中医且善于教授医学的曾祖父。
58、多年前读过的一本中医人传程的书，余老师也从这本书开始让中医人认识他的任之堂，挺不错的
小书
59、能够了解许多中医体系基础知识。只是作者讲故事手法实在不高明，让人觉得有些地方太不真实
。
60、我是通过看他的脉诊，才了解他的，觉得他得医术很牛，才去搜他的书，我觉得这本书能给我一
些学中医的方法和经验
61、一本拿起就放不下的中医入门书，本书通过一个个通俗易懂的故事，让人感悟中医。看了后让人
感慨：这才是真正的中医！希望作者的医术越来越高！
62、对中医感兴趣就看看，有阅读小说的快感，但大道至简，医道基本参悟其中。
63、在黄剑的博客中看到这位声称永远不受诊费的中医，马上就到当当上订了这本书，也算是对于医
生的一点支持吧。看看当今有点名气的中医，包括黄剑博客介绍的其他中医，无不是诊费昂贵，实在
不是普通百姓可以承担得起的啊，中医，真的渐渐变成贵族中医了。希望余医生能独善其身，弘扬中
医！希望有一天能有机缘结识余医生！
64、一个中医的文笔确实不太值得称道，读起来好像是小学生作文，但是中医确实大道的医术，让人
深思。
65、作者写的很朴实，把原来很神秘的中医用比较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让我们可以拨开中医的面纱
，去了解它，敬重它，我想这本书如果能够普及开来，让更多的人阅读，应该可以吸引一些人去学中
医，将我国的中医文化发扬光大。
66、很好的一本书,边看小说边学中医,阴阳五行也好理解,期待余老师的又一力作上市
67、很适合初学者和想了解中医的人。对从事中医的人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强推。
68、成长的历程也给我们带来对于中医哲学的认识和体悟
69、怎么看这本书啊
70、不要迷恋大医院，不要迷信专家，这些地方太多假中医，真正的传统中医药在民间，民间卧虎藏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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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中医爱好者的理想选择！
72、我的中医入门，不对，是门口徘徊，之书
73、中医入门可以看看。如果学了中医基础理论和诊断学来看会更有感触吧。文字虽朴实，里面的道
却是深刻的。
74、用通俗的语言道出了中医的道理，让人们不禁就爱上了中医。
75、作者以故事的方式讲述中医，很不错！
76、总感叹号的人文笔真的不会好
77、偶的太爷爷也是中医，可惜没有传下来
78、对筋脉损伤极其修复的想法很棒，第一次看到。故事性、知识性都好，值得一看。
79、很好的中医故事，发人深省，对刚接触中医的人有很大启发，特别是后面关于中医，道，辩证看
法，又加深了对读圆运动那本书的理解！
80、中午到的书，现已读完。    好书，好书，难得一见的好书，平实。    内容是，一个传统中医的学
艺过程，由浅至深，上下求索。    感悟，养心在静。沉心漫漫。
81、买此书时是一时的兴起，并不知书中内容如何，收到书时还一度担心，怕写得不好，买的后悔，
但翻看几页后，我竟再也放不下手了，即使和同事们两日游，我也把此书放在了包中，因为还没看完
，而且牵肠挂肚的。
这本书可以是一本小说，也可是游记，更是一本中医启蒙书，读之有趣，道意深远！面对西医各种药
剂的负作用和动辄让人切切切的做法，我真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名中医，解除人的病苦。总之，这本
书很不错！
82、很好啊！可以看到中医传承的传统形式，也可以看到中医的现代形态！
83、这本书真是太好了，值得从事中医（特别是初学者）的人，对人生感悟也有一定价值
84、浅显易懂由浅入深。适合初学或者当拓展知识面的小说。不知道中医专业的小伙伴们怎么看。
85、一个中医师的成长之路，在当前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医有太多羁绊，作者的路是别人难以重复
的，大道不远人，中医在民间。
86、了解中医五行和道的简单道理。
87、先臨牀，後理論的例子。
88、很细致 真实
89、真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能有文化自信，都能真正了解自己文化的价值。中医，比西医科学了一百倍
，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90、趁着休息日半天读完，浅显易懂，适合初学者看～
91、拜一个比较优秀的中医大家，跟师学习一段时日，你的思路会更清晰，医路也会更宽广更有效，
像李玉宾遇到任启松后，齐玉茹遇到李可后，医术都有了质的发展。另外是否应该注重一下宏观思维
。
92、如果我重新填志愿，我一定选中医。
93、一口气将这本书读完，其中有几次被作者对中医的热情而感动。这是一本中医爱好者的如本书，
作者从5岁开始跟随太爷爷开始学习中医，这其中的乐趣与苦楚、迷茫与彷徨、信念与坚持让我羡慕
和渴望，中医之中有这样年轻的接触人才，让人看到了中医文化传承的希望。好书，集故事性、趣味
性和知识性与一书，不枯燥，值得一读！
94、作者写出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也写出了自己中医从入门到熟稔的过程，值得一看。
95、本科在读，自愧不如。看到后面的经络损伤后的治疗和岔气汤很是印象深刻。kindle上买的电子书
，抄了很多东西，非常好。
96、非常不错的一本书，之前在油麻菜的博客上看过关于这本书和作者的介绍，一直没有机会拜读，
这回终于拿到书了。白天上班没时间，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就读完了。不说是一口气吧，应该也差不多
！本书装帧比较简单，但内容充实，介绍中医知识通俗易懂，娓娓道来。既有身边的平凡人、平常事
，又有深山修行、道骨仙风的高人，从中不仅了解到了一些中医的知识、理念，更重要的是读到了医
道的深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97、希望多出一些像这种中医人的学医和生活的传记。期待！
98、的确，这是一部励志纪录片。推荐给每个有梦想的，却在彷徨中的人。
99、在枯燥中积累的乐趣才是真正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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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这种自传体的方式好棒，有演员的自我修养之感
101、仔细从头读到尾，真是一气呵成，是引领你走上中医之路的绝佳之作，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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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病人就诊就是性命所托，作为医者，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有标准，只有姿势摆正了，才有可能
取得病人的信任。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是没法让病人信服的。——《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中
的这句话给了我深深的感觉，作为一名医学生，医德是第一位的。但是又怎么又能眼睁睁的看着祖国
医学在眼前而不去探索了？这本薄薄的十多万字的书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和震撼。不单单是知识的收获
，更多的是体会到作者传达的思想，大医精诚的思想。日后的学习要注意这方面。及时复习永远比获
得新知重要，所以读一遍很快就会忘记的，要多看两边。我觉得我现在看到的各种思想在脑子里很乱
，也特别注意这方面，因为撒齐尔夫人说要注意你的想法，它会影响你的思想，要注意你的思想它会
决定你的习惯⋯⋯直接从最深刻的思想起步，我想，可以事半功倍。接下来要看《医间道》，领悟下
任之堂主人的中医魅力。
2、大道至简，中医当如是。一直觉得，简、便、效、捷，于生活的一点一滴中随手应验，让人们能
随手抓取身边的原材料便捷有效的应用于治疗，才是真正的中医。本书不仅让我看到了民间遗留的优
秀的中医传承，亦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好的学习方法，很值得一看。
3、既不是家学，也不是学院，只是非医学专业毕业后上班之余看中医书自学，除了书本，没有老师
。都说学中医要学经典，四大经典，四小经典，最初从经典入手自学，但《黄帝内经》，完全看不下
去，此路不通。幸好当前出版印刷运输都很发达，现代人写的中医书很多很好买，看了一些现代人写
的中医书，知道任之堂主人是从这本成长历程开始，后来陆续把目前任之堂出的书买全了，感觉任之
堂的书都不错。虽然年纪大了，记忆力不行，但也获得很多教益。推荐对中医感兴趣的人看。
4、14年微信转发一篇关于读书的文章，同学回复说今天计划读多少本书，目前尚有一本没有完成目标
，看过之后也自勉应该把每年读书也列一个计划，也应该记录下来。没想到新年第一本书就在阴差阳
错间被朋友硬塞给我，被迫读了《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这本小书，还未来得及列计划，也不是
什么巨匠名著，但读书可能就是要这么随遇而安吧，呵呵，读罢收获丰富，感慨颇多，很受启迪，也
许这正读书的意义所在⋯⋯《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也叫《跟着太爷学中医》初读并没有端正态
度，略略翻来，心想可能就是某中医自我吹虚的工具，但我这蜗牛般读书的速度，不知不觉竟读了二
十来页，越看越否定一开始的想法，看来自己是狭隘了。作者余浩（任之堂主人）写这样一本类似自
传的书，可以看出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想记录从医的感受和心得。首先，一开始读起，虽然也被作者太
爷的医治小妙法所震撼，但更有感于太爷传承育人方法的巧妙。一懂得识人，谋得一个可树之材，并
让其伴随在自己身边，领悟治病救人的成就与自豪，进而引发重孙的学习兴趣，随后又一步步由实践
到理论，再指明大方向，循循善诱。即便太爷去世后，作者也能够一直坚持太爷赋予的梦想，历经艰
难万苦也能坚持走下去。试想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有几人是从幼时就有的想法，又有几人上学学习
知识是为了儿时的梦想抱负而贮备的，如果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像作者这样带着这么强的目的，去汲取
知识，有的放矢，应该就不会出现上学时学习知识那么茫然，那么没有动力，没有方向。目前的教育
现状依然没有逃脱这样的模式，过多的理论积累反而失去了学习的方向、目的和兴趣。因为太爷不但
授之以鱼还授之以渔，还让作者深知还肩负要发展中医的责任，所以上了大学及工作中，作者肯向任
何人学习，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学习，学习各种相关的知识，包括药理，西医，偏方啊等等⋯⋯并舍
弃了很多私心杂念，放弃了医药代表的利益，抛弃了医药研发的功名，静得下来坚持自己的梦想⋯⋯
第二，中医博大而精深。感叹偏方妙方那四两拔千斤的巧劲儿，也深知对于一个外行人来说，一两本
书也不可能让我茅塞顿开。但是作者一个自幼习中医的人也会有不解之处，中医倒也真是太博大了，
作者也面临过上解剖学看不到经络的困惑，西医充斥门诊病房，中医大夫只会开丹参黄芪的无耐，但
每次都因为坚信中医博大精深而把困惑一一解开。第三，作者从小学中医理论，很早就懂得阴阳调和
，五行学说，印象最深的是太爷曾说过“当问题错综复杂时，不要钻牛角尖，退一步从大处着眼，从
阴阳入手，又会有一条新路！”这些简朴的话帮助作者很小就有了明确的世界观，对他以后处理生活
中的各种问题都很有帮助，整书看过，作者不论何种际遇都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能从恶劣的环境看到
曙光，也很懂得为人处事，对事业很有帮助。整书看完不仅仅能引发人们对中医的兴趣，了解中药基
理，还从中感受到作者追逐梦想的韧劲，励志啊⋯⋯
5、此书为最近所检阅，应该归于豆友对作者另外一本书的评论，好奇，于是检索了来看。后得知作
者与我年纪相仿，更是深觉惭愧。作为一个标准学院派出身的人，首先翻看的时候，是艳羡。艳羡作
者在四岁起开始起步学中医，少年功底当是旁人所难望背。比如，提到四诊，望而知之为之神，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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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为之巧，问而知之为之工。在这点上，我最多属于在工的阶段上努力的范畴，这需要归咎于我习
医以来的弊端。有老师是望而知之的典型，但是我临证经验太少，尚不能归纳世间诸象，而切脉就更
是糟糕了，大学里的脉诊老师并没有教会我更多，所以多年来，我只能在问诊上下功夫，以求补其拙
。一个名医的形成，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作者则正好是三者兼而得之，所以此书为文诚恳质朴
，的确不如不少医学研究生出身的人文字炫丽，故而此书评论之人甚少，但若有意学医行医者不可不
读。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作者这种际遇，不可能重新铸造一个任之堂主人，作为学院派中医一无家传
，二难遇名师，三常为制度所约束的情况下， 如何学医行医悟医？我有一次与人讨论中医的研习，有
中医学子同我抱怨说，从小没有建立中医思维，进入大学之后又没有好老师耐心指点，去临床发现那
些专家教授也大都是半桶水晃荡或者是挂着中医的羊肉卖着西医的羊头，如此越发绝望。若从我自己
的角度来看，这是常见学院派中医的困境，我亦不曾例外。记得大学期间，门门考试高分，临床开方
的时候倒也中规中矩，却始终困惑于现实与临床之间的差距。比如跟老师抄方的时候，老师一般会问
你开什么汤药？若思维与老师合上，则赞许，若不合，也就寥寥几句，往往导致学生只在那几个方子
上打转，不自觉地为了迎合老师的喜好，对他常用的一些方剂烂熟于心，而一旦离开他所讲述的内容
， 往往就目瞪口呆，我记得我硕士刚上临床一年多内，几乎就困在了三仁汤、甘露消毒丹、平胃散等
里面打转。终于待到自己开方子给家人服药的时候，问完了全部症状后，呆了， 因为好像超越了这几
个方子的治疗范畴。其实这个时候要突破很简单，舍字即可。不要去想老师的经验是什么方加什么药
，从头到尾将症状理顺来，然后一一细审病机在何处，古人能组方，我为何不能？假如自己真的是将
阴阳气化总论通读，为什么一定要借着老师的拐杖走路？试着抛开拐杖，自己去走路，也许会摔跤，
但是走的第一步，必然是自己顶天立地站在这中医的土壤之上。作为学院中医没有传统中医的天时、
地利，那么所能仰仗的最大因素不过是人和，如何发挥自己大脑的能动性，不为医书所约束，这或者
是我们学院中医最需要挖掘的方向。然而我并非指一味创新，舍弃传统。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舍之后，因破而立，立之后则再回到旧书堆里，那时候才是六经注我之时。需知，真气充
沛如乔峰同样可以一套太祖长拳打的虎虎生威，而打狗棒法即使在鲁大脚手中也难当精妙二字，切不
可妄自菲薄，以为共勉。
6、这是作者在网易的博客：任之堂主人http://piao-peng.blog.163.com/
7、不经意间在网上看到了这本好书，很适合我这种外行，没有任何基础的人读，作者通过自身的成
长经历将学习中医历程娓娓道来，作者将中医的思想和生活感悟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医的“道”来源
于生活与自然界的一般的“道理”，同时中医的思想又可以指导我们对生活和自然的认知，“阴阳“
“五行”。作者站在”道“的层面表述对于中医的认知与感悟，而不是详细分析具体病例。在我看来
，这是作者对于中医有较高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高于”术“的层面，站在”道“的层面进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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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的笔记-第69页

        第二点：治病一定要顺其性，养其真！
顺其性就是顺应各脏腑的特性，当升则升，当降则降，当藏则藏，余则泻之，虚则补之，将脏腑调理
到最佳功能状态。养其真就是培养脏腑不足的精气，让脏腑能量充足，使其物质基础得到供给，脏腑
功能自然也得到了修复。如肝病用当归，补肝之藏血；肾病用菟丝子，补肾之藏精；心病用酸枣仁，
养心安神⋯⋯
脏腑之真得养，脏腑之性得顺，其病不治自愈！第三点：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疾病，慢性病没有绝对
的寒、热、虚、实，治病要寒热平调、攻补兼施，各不为过！第四点：自行揣度细思量，不因他人忘
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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