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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 别急着开刀》

内容概要

得了癌症怎么办？ 癌症，只是慢性病
内容简介：
养生堂嘉宾，《癌症只是慢性病》作者，著名肿瘤治疗专家何裕民教授推荐：
此书不仅是科学之谈，更是经验之谈，其中还充满了医学本身不可或缺的人性关爱，人文关爱与生命
关爱。
《癌症，别急着开刀》中日本医生近藤诚先生大胆告诉你，得了癌症急着开刀，可能会死得更快！《
癌症，别急着开刀》把重点放在，初次被宣告罹患癌症的患者所必需具备的知识上。近藤诚医生认为
，即使是癌细胞也与正常细胞一样，有很多共同的性质与机能，对患者来说，癌细胞并不是异物，它
依然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手术在切除癌细胞的同时，也给患者带来了很多痛苦，大大降低了患者的
生活质量，甚至会加速患者死亡。用放化疗或者抗癌药歼灭癌细胞效果有限，能用抗癌药治好的癌症
不到十种。近藤诚医生用医学界认可的科学方式揭开了医界极力隐瞒的种种关于癌症的事实，破解一
般大众对癌症的错误认识，提出与癌共生，也许才是正确的道路，才能让患者活得更自在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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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 别急着开刀》

精彩短评

1、近藤诚这厮就是个骗子，他那套理论在日本害了不少人，早已经臭名昭著，受他害的病人家属已
经把他告的倾家荡产了，想不到这货的书在中国还有市场。书友如果有在日本或者有朋友在日本的可
以打听下，就知道他是什么货色了。
2、在抗癌治疗上，到处都是陷阱 误区 钱没了 人也没了 比比皆是 。。。。患者家属头脑要清楚，各
种知识学习重要 先进的医疗观点的了解更重要 ，这本书的感觉 怎么说呢 比国内一些自称能治愈癌症
的专家要靠谱得多
3、一种癌症新思路，赞冷静判断、切勿冲动开刀！千万不要过度治疗 
4、日本“医界良心”近藤诚的肺腑之言，别人不敢说的医疗见解：没有感觉到症状不要接受癌症检
查、与癌症的“共生”等
5、作者是真正的思考者，难得有大勇气的医生，让癌症病人真确对待自己的病症，真正善待自己的
身体。
6、在化疗、放疗、手术三大主流方式占领癌症治疗市场的现在，不同的声音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参
考。
7、该书可以改变就医者无知的状况，真的，癌症别急着开刀，可以先慢慢观察，用最好治疗手段来
解决。

8、这本书写的不错，主旨是教人沉住气，莫心急，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引偏了方向。癌症病人
，有1/3被吓死，1/3被治死，1/3病死。
9、癌症不可怕，癌症治疗才可怕 面对癌症治疗，你其实能有不一样的选择 今天看起来是別人的事，
明天有可能就发生在自己身上。 自己的身體只有自己能够守护。
10、很有必要看看，避免医疗误区
11、癌症不可怕，治疗方式最可怕
12、一直以为癌症离自己很遥远，其实就在身边。哎，多学学，学会与癌共生，不要谈癌色变~
13、能给零分吗  看这书之前先去了解一下癌症最基本的常识  再去了解一下这个作者 这人都被庆应大
学取消升职资格了 一个医生不专注于好好治病却天天写很多骗人的书籍 误人子弟就算了 这可是活生
生的人命  好愤怒 不要再看他的书
14、样本太小，如果是临床经验丰富的大夫来写还好，医学方面的书，获得的是文学奖，我就呵呵了..
15、每个关注肿瘤相关信息的人 阅读此书 都会有巨大的回报的   对于做手术与否很困惑的人来说  看看
此书 带来一点参考和拓展一下思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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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患癌症并不可怕,现在的检查技术和医疗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癌症的治愈率大大提高了。对于不
幸患上癌症的人来说,拥有良好的心态,才是恢复健康的基础这本书有更多的数据和理论阐述，不认真
读就很费劲，写的依然很好。中国需要这样的医生。
2、这是一本书的名字，说的是得了癌症，不光别急着开刀，更不要急着化疗，放疗，吃药等等，为
什么？因为开刀不等于治愈，癌症并不是急症。癌症要治，但要得法，如不得法，病人会死得更快，
而且痛苦。癌症，又称肿瘤，不治之症，为数不多的被称为病魔的疾病。癌症等于死亡等于不幸，亲
朋好友中，若有老人去世，一问，大多死于癌症。可真的是死于癌症吗？我看未见得，这本叫《癌症
，别急着开刀》的书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癌症是人们避讳的字眼，我之所以读关于癌症的书，是因
为家中长辈两年前得了癌症。其实，我们应该正视癌症，因为家家有老人，老人患癌十有八九，多一
点对疾病的了解，即使无助于治疗，但多少可消除一些恐惧。得了癌症，开刀手术，化疗放疗，甚至
偏方秘方一起上，几乎是所有病患者采取的方法。但是，且慢！人人这么治，但人人都没治好，别人
都这么治，不能成为你也这么治的理由。既然治不好，干吗这么治？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吗？没有。
为什么没有？有两个原因，一是得了病就要去医院治，太相信医院了；二是把癌症当成了急症。当今
医院，赚钱第一，治病第二，人人皆知。大小医院，总是吹嘘自己的设备哪里进口，多么先进，专家
水平有多高，证书一大堆，赚钱能力多强，一年几千万，几个亿，可是治了多少病人，死了几个，活
了几个，出院几个，还没治好的几个，这些数据，医院总也不说。病是自己家生，还须自家治，医院
有治疗方案，但治不治自己说了算，怎么治也是自己说了算，可悲的是很多人放弃了这一权利，完全
听医院的，字一签，听天由命了，结果病患家属往往人财两空，医院则旱涝保收。癌症虽是不治之症
，但并非瞬间夺命的急症，它是典型的慢性病。慢性病，就要慢慢治，鼻炎、关节炎，甚至感冒都是
慢性病，都是不治之症，没听见说通过开刀手术吃药打针，一阵子折腾把这些病治愈的。那些妄图把
癌症斩草除根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所谓的开刀，割掉的不是病症，而是器官，我们不能把鼻子、关节
割掉治疗炎症，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内脏割掉治疗癌症。除了医生，很少有人注意到，病人并不是死
于癌症，都是死于癌症的并发症，割掉了肺，会因呼吸衰竭而死，割掉了食道，会失去消化能力而死
，而且往往是很多并发症一起作用，导致生命的衰亡。几乎所有癌症患者开刀后就转移，什么叫转移
呢？这是医生为自己的错误治疗方法找的借口，而且还制造出一年存活、二年存活、三年存活这样的
名词，别的慢性病却没有这样的名词。开刀根本切除不了癌症，很多人天真地认为癌细胞只存在于某
一个器官上，比如胃癌，把胃切除了，癌细胞就没有了。可是几个月，一年后，癌细胞又在肺部出现
了。医生说，转移了。可既然切除了，没有了，又从哪里转移来的呢？这是一个悖论。其实，癌细胞
并没有消失，体内出现了一个让癌细胞生存的环境，它们跑到胃上是胃癌，跑到肺上是肺癌，我们总
不能把五府六脏全切除。癌症患者多是中老年人，这并不是说中老年人容易得癌症，而恰恰说明癌症
的潜伏期非常漫长，正常细胞往往十几年，几十年才能变异成癌细胞，癌细胞对人体的影响并非短期
内致命，这也是一旦确诊为癌症就已经到了中晚期的原因，早期病人根本感觉不到，而且，即使病人
能感觉到，癌细胞要想把病人击倒，也需要几年时间。《癌症，别急着开刀》这书提出的“与癌共生
”的观点我非常赞同，所有的慢性病都是伴随病人终生的，癌症也是如此。小小的感冒在人们年轻时
对生命构不成威胁，但当我们年老体衰时就可能致命了。很多年轻人患了癌症往往能治愈，因为癌细
胞对旺盛的生命力往往无可奈何，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年轻人为什么不易得癌症。我们知道，治疗
感冒最有效的方法是强身健体，而不是吃药打针，同理，如果让癌症患者活得更长久、更幸福，应该
想法调整病人的身体，愉悦病人的精神。当然，癌症不是不治，而是治要得法，也并非不开刀，不化
疗，不吃药，而是不要急着做这些事情，更不要希望通过这些方法让病人痊愈。这本书的作者根据临
床实践证明，癌症患者开刀者大多活两三年，而不开刀，也能活两三年，甚至更长。可是，所有治疗
癌症的方法都是以摧残患者身体为代价的，并不是一般人都有做手术的身体条件，并不是人人都能受
得了化疗的折磨，与其在痛苦、黯淡中度过残生，莫若更舒服，更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旅程。
3、(    最近开始读日本医生近藤诚先生的书《癌症别急着开刀》，刚看完第二章，就感到震惊不断。
近藤先生的观点的确让人耳目一新，而且提供的很多事实数据也是我重新认识了癌症。从今天开始我
将陆续将本书中的主要观点以及我的感受通过博文的方式进行发布，希望能够给癌友以及癌友的家属
们一个参考。也许近藤先生的言论不是绝对的正确，但是至少给了我们有关认识癌症的新的讯息，从
而引发我们能够更深入的思考。第一章 两位天皇与知情同意在这一章中作者主要讲述了平成天皇和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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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皇癌症的处置过程，从两位天皇的处置过程来看，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实际上作者是想告
诉我们我们对癌症诊疗方法的选择基本上取决于医生的建议，而医生的建议往往不是最佳的处置方式
。作者谈到知情同意的态度是非常支持医生必须将病情以及治疗方法，可能的风险明确的告诉患者，
可是由于癌症的这种疾病的特殊性，医生在告知患者病情的同时，一般都会将可能的生存期也同时告
诉患者，而且是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而这一点，作者非常的不赞同。作者提到：在日本，在癌症告知
还是忌讳的时代，如果还能动手术的的话，医生所宣告的余生一般都以6个月为主（这个地方书中表
述的不是太清楚，根据前后文分析应该是如果不治疗的余生），而到了必须进行癌症告知的“知情同
意”时代，由于不同医生对余生的认定不同，造成患者的流动性增大，及患者要求征求其他医生的意
见或是转去其他医院。针对这种情况，医生大为焦虑的提出一个对策，就是将余生有6个月变成3个月
，如此一来，善意的告知摇身一变成了可怕的“冥钟”。看到这，我不禁一惊，不知道我们的医院是
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接下来，作者提了两个问题：问题一：大肠癌、乳腺癌会形成肿瘤的癌症（又称
固体癌），当发生转移时，其转移病灶病灶的成长速度到底有多块呢？即：肿块直径成长一倍所需要
的平均时间是多少？可选的答案是：0.5个月，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问题二：本人没有什么特别
的不舒服，但是在做文静检查是，发现直径约1厘米的早期癌。不治疗情况下，其直径长到10厘米，所
需平均时间是多少？可选的答案是：1年，3年，7年，10年，15年以上我看到这两个答案，根据妈妈患
病后跟医生不断交流具备的一些癌症常识我选的答案分别是：3个月和3年。结果一看答案，应该是6个
月和15年以上。在回忆一下妈妈从手术到目前已经5个月的治疗情况，发现医生给予的评论的确是增加
了患者和家属极大的恐惧和担忧。只不过我们当时常规的诊疗手段已经无法进行，只好被动的选择了
中药治疗，现在看起来，如果没有不良的干扰，恶性肿瘤的发展速度的确是没有那么快。而最大的不
良干扰应该是切除手术、大剂量的化疗以及极端恐惧的心理状态。妈妈手术后我曾经问过一位医学专
家，他当时就跟我说：如果手术有器官的切除，或是大量的出血，对人的损伤是最大的，是比较难恢
复的，而化疗本身也是非常摧残人的身体的，如果没有极端坚韧精神的人，很可能顶不过化疗这关。
而当时临床的一位主治医生在手术后，给我们的建议是：病人体质还不错，如果一个月后恢复的也不
错，可以考虑化疗一到两期试一试，但是另外一位医生则认为病人的晚期程度太高，基本没有治愈的
可能，所以不建议做任何治疗了，就回家能坚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吧。不过当时给的余生到时很统
一：3到6个月。手术后恢复的一个月内，妈妈一直有腹痛情况，医生当时也都挺统一，看病人的情况
非常不好，很可能这个月已经进一步恶化，很快小肠也要梗阻了，听了医生的话，简直都要崩溃了，
怎么手术前人还没啥极端不舒适，怎么一手术整个人就像马上就不成了。现在看起来，当时只是手术
引起的腹腔肠子水肿，经常发生机械性痉挛，而且刚开始用肠内营养肠子也不是很适应，经常集气腹
胀腹痛。后面吃中药，手术水肿、积液消失了就没什么不舒服了。现在妈妈的小肠也很好，没有梗阻
病灶。要是按原来医生的预期：癌细胞发展这么快，估计早都堵满了。现在看起来，面对医生给癌症
病人和家属的忠告，一定要头脑清楚，切不可操之过急，病人家人情绪越平稳，癌细胞发展的速度越
容易控制，越能争取到时间，选择好更适合的诊疗方法。
4、中国医疗纠纷层出不穷，就连家门口的医院几乎每次去都目睹医闹的一家子，网上查了他们的资
料，挺可怜的，也没有人为他们讨回公道，真心感到他们的无助，希望也有相关的书籍信息提供给他
们帮助。这本书的理论我也不是学医的我没有权利做太多评判，因为我并没有证据和实验结果，但我
在感性上确实感到一种人性的关怀。这样的医生多些对于人民的帮助更大，值得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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