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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法门》

前言

这是一本以病人的立场、医生的视角，讲述应该如何更精明地看病治病的书。在医患关系严峻、医疗
纠纷不断的当下，这本书从构思到完成，在某种意义上也有一种医患谅解备忘录的意味。写这本书的
初衷，源于自己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切身体会。作为一名身处医疗一线的，临床医生，我每
天要和形形色色的不同患者接触，他们的喜怒哀乐早已经成为我日常工作中的重要图景。这些年的行
医经验告诉我：老百姓的医疗负担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我学医、从医的这段年月里，见证着
医患关系由和谐到恶化乃至对立冲突的历史变化。作为身处其中的一分子，和很多医疗从业同道一样
，每看到一些患者因为经济等原因难以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时，我心里都不免感到痛心和遗憾。同时
，我经常会遇到亲友咨询很多医学问题，其中很多都是属于“就医路径”的疑问，而他们需要的恰恰
是“方向指南”性质的解答，因为“隔行如隔山”，毕竟他们都不是学医的。于是我很早就萌生了写
一本就医指南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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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法门》

内容概要

上医院看病是一种现实。
如果去看病，就面临着无数选择题与判断题：
街上大医院小医院这么多，去哪家医院？找哪个医生？挂哪种号？怎样选择治疗方案？积极治疗还是
保守治疗？看西医好还是中医好？怎样才最省钱？怎样配合治疗病才好得快？万一需要住院了应该怎
样办？选择单人病房还是多人病房？怎样与身边的病友打交道？怎样克服医院的“恐惧”心理？验单
出来结果不好时怎样办？......
无数个问号，就像无数道需要解决的大小方程，一环套一环。本书对系列问题传道解惑，一一答来，
既让病者节省时间精力，更让健康少走弯路。
本书在当前社会上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背景下为读者提供一本最佳的就医指南，作者站在人文的角
度，回答了读者“如何更精明地就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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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法门》

作者简介

【专职身份】
☆ 医学硕士，广州某三级甲等医院主治医师，医学讲师
【业余身份】
☆ 年过三旬、抱恙数载的资深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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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法门》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何处觅良医　一、美丽的谎言——迷惑性极大的不法医药广告　二、病急乱投医——病
人容易受骗中招的心理原因　三、谋财害病一条龙——非法游医、黑诊所、灰诊所、医托　四、怎样
才算一名合法的医生　五、我国医院与医生的概况第二章　建立良好的沟通及互信　一、关羽与曹操
——两位名人的就诊经历　二、假如巴菲特上了火——医生与患者常见的视角差异　三、医生是病人
的家长吗　四、上帝也疯狂　五、红包与尿床第三章　权利义务篇　　一、病人的权利不能忘，相关
的义务也不能缺　二、会寻求自我保护的，有时不单是病人　三、该让癌症病人知道自己的病情吗　
四、医疗事故争议中，维权的三种不同途径　五、打医疗官司时要知道哪些常识　六、为什么说“举
证责任倒置”是医生心中的噩梦第四章　门诊篇　一、门诊看病该怎么挂号　二、一件最让门诊医生
郁闷的事情　三、简明扼要地说出自己的病情、要求与期望　四、结束就诊前需要弄明白的事情　五
、怎样看懂门诊处方第五章　病房篇　一、病房里的24小时　二、谁是你的班主任?——关于三级医师
查房制度　三、医生遇到难题时怎么办?——关于会诊制度　四、住院前、住院期间和出院时需要注意
哪些事情第六章　检查化验篇　一、检查化验单中的奥妙　二、诊断时，检查报告中的“真真假假” 
　三、不能“唯验单报告至上”——并非百发百中的验单报告　四、提高检查结果的可靠性，病人也
能出一份力　五、检查还是不检查，这是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医生爱做检查第七章　诊断篇　一
、为什么说诊断是医生眼里的金钥匙　二、寻因溯源的诊断　三、“十拿九稳”的诊断——误诊、漏
诊的产生　四、过去、现在与将来——如何解读诊断中所包含的信息　五、及时正确的诊断离不开病
人的信任与配合第八章　治疗策略篇　一、做一个精明的房东——辨清“对症”与“对因”　二、急
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明确你的治疗目标　三、治病策略中的“麻将哲学”　四、一定要消灭病
魔吗?　五、治疗方案不一定是单选题第九章　用药篇　一、被大众误解的药品副作用　二、你离陷阱
有多远——保健食品的神话　三、躲过温柔一刀——如何区分清楚药品与保健食品　四、绵里藏针—
—违法添加药物成分的“保健品”及“化妆品”　五、大黄救人无功，人参杀人无过——并非百无禁
忌的中药　六、OTC也不能随便用　七、练就一双金精火眼——学会看清药品说明书第十章　手术篇 
  　一、当张无忌遇上胡一刀——《三思真经》的重要性　二、我的身体我做主——重要的手术知情
同意书　三、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医生的免责金牌吗　四、预期收益与潜在风险——术前务必权衡的事
情第十一章　疗效篇　一、遵医嘱治病——保证疗效的前提　二、拒绝折腾——建立慢性病“远近兼
顾”的疗效观　三、别让不良心理拖了疗效的后腿　四、决不轻言“绝症”——我们还有很多是可以
做的第十二章　费用支出篇　一、“以药养医”环境下，病人应对的一条省钱秘诀　二、力争吃上一
口“温饱饭”——全民基本医疗保险　三、如何在你的健康之路上奔小康　四、建立合理的健康价值
观，选取“性价比高”的治疗方案　五、预防胜于治疗第十三章　无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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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法门》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何处觅良医在每一个人的一生里，都必然会经历生老病死。可以说，疾病是我们人生
历程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一环。回想在医学不发达的蛮荒时代，人类应对疾病的方式除了求助于神秘
色彩浓厚的巫术以外，并无太多奏效的良方。反观而今，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21世纪，我们人类的
医学成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多少过往曾被视为绝症的疾患得以治愈，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达
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然而，即便在人类生活水平不断得以提高的当代，在很多国家，老百姓的医疗
问题仍然是一个备受责难的话题。让我们大多数国人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困扰我们多年的“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看病难，看病贵”——简简单单的六个字，却是道出了我们广大老百姓心中的隐痛
。看病难，源于老百姓享有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看病贵，缘于老百姓在治病过程中需要支付高昂的
医疗费用。在“看病难，看病贵”这样的现状之下，如何找到一条“性价比高”的捷径，成为了很多
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而近年来老百姓自我保健意识的普遍提升，实际上也是这种心态的某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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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法门》

后记

说起医生与病人的差别，大众媒体流行的说法是：对医学知识掌握的不对称性。对医学知识的掌握比
患者要多，这是医生的职业特点，也是医生的基本素养。实际上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假如一名医生的医学修为还不如一般老百姓的话，那才是件荒唐的事情呢。作为一名医生，我也很清
楚地知道：医生与患者另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很多患者一辈子也不会成为医生，但是任何一名医
生都会有很多次体验“患者”角色的经历。毕竟医生也是人，医生自己也会得病。所以一般而言，较
之患者，医生其实更能从患者的角度换位思考。生活中，很多亲戚或朋友有医学上的问题，往往都会
找我询问。其实即便是医生自己，在博大精深的现代医学领域里，也不可能是个“万事通”。但是比
起非医学人士，我的优势可能并不在于能回答所有医学问题，而在于——能如何更快地找出通向答案
的捷径。我此时的作用，好比现在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一样，帮助他们“百度”“google”出可能的
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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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法门》

编辑推荐

《就医法门》：教您如何精明看医生看病也要大智慧精明就医最佳指南星河小调：和我的想法不谋而
合！中国的确需要一本这样的书！祝楼主取得成功！也愿贵书对改善医患关系有所贡献！梦想去飞翔
：有的医生喜欢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这其实并不尊重病人；有的病人喜欢以救世主的标准要求医生
，这同样也不现实。遗憾的是，很多时候中国的医患矛盾就是这样被激化的，这值得医患双方反思
。hanson-lqy：确实，很多时候如果缺乏沟通，即使是目标一致的同志也会出现分歧和争议，更何况医
患双方之间本来可能就存在信息的不对等，因此有效的沟通，对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希
望这本书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更希望有更多的病人能够“知医，懂医，信医”，相信医患双方共同
的努力。一定会得到“医患双赢”的理想结果11h一99：如果说患者是乘客，医生是水手，同舟共济在
病魔之海上，那么，这本书即使称不上指引方向的灯塔，也算是一座规避暗礁的浮标。feitian011：我
没有你的文采，但我有这等一心为了患者的责任感，由于病人充分沟通的耐心，我所管的病人没有因
为不理解医生而心生不快的，当然了，我想把这方面做得更好，希望能借你书中的事例、道理去开导
我的病人，更想你的书能够真的喚醒那些不懂怎么就医的患者和不懂怎么与患者沟通的医务人员，期
待你的好消息！阳光海岛：希望广大的患者都能看到这本书，如同科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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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法门》

精彩短评

1、　　       金庸笔下有各式各样的神医，性情古怪，医术一流，无论什么疾病，一经神医的手都能妙
手回春。可这样的神医只是名著的需要和一种精神的寄托的罢了。就象书中所说，在人的一生中都会
或多或少地扮演者患者的角色，在社会的大舞台中，你是一个成功的角色吗？
　　
　　    客观公正是沟通的基础，作者一直以局外人的身份来阐述医患，实属难得。
　　
　　    如果说医疗是医生、患者、政府三方的博弈，那么做为一个医生能坦诚地做为一个第四者的角
度走出改善医疗关系的第一步，是需要很大的智慧和勇气的。一个天平的三方，同时迈出这第一步，
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利益，同时维护他人的利益，那么天平就会更稳定更和谐。如果都从自身的利益
出发，天平就永远不会平衡。
　　
　　    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希望医生象天使一样，不论经济报酬、不论贫富贵贱、不论个人喜恶、不
论个人荣辱，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可以说这种道德的制高点是很少人能达到的，也就是说很多患
者的寄望过高。这种寄望和教育小孩是多么类似啊，谁都希望望子成龙，倾其所有来教育子女，甚至
由爱生恨，痛骂孩子，其实我们更需要冷静客观地从子女的角度去思考。毕竟第一名只有一个，孩子
的心都是纯洁的，很多事情都是环境所迫。
　　
　　    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最需要的是一个有公平的回报、发挥自己能力的环境、还有应有的社会地
位。做为一个医生来说，多数医生最看重的是因为病人康复后那种自豪感，发挥自己的能力为患者解
决痛苦，可以说这是做医生最大的乐趣。如果不信你可以问问你身边的医生朋友。做为医生，从心里
尊重患者，为患者制定一个合理的诊疗方案，本来是分内之事，由于一些外因扭曲了，恢复我们当初
入学的心境吧，回想医生的誓言，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
　　    
　　    目前就医环境不理想，做为医生也能深切体会到，到处排队、医生的冷漠、费时费力、疗效不
满意。书中对这方面的起因后果都有详细的分析，如果您不了解其中的门道，建议看看，花点时间给
自己的健康增添一些筹码。
　　
　　    寓教于乐，在此书中学到不少非常实用的小知识。让患者更深层次地了解医生的工作，能减少
对医生的误解，对患者来说是一种理解，对医生来说是一种支持，对于医患关系来说是一座桥梁。无
论医患之间距离有多远，只要有双方共同建设的桥梁，携手共进是必然的，我坚信。
　　
　　    妙趣横生，借古喻今，又丝丝入扣，在会心一笑中领悟医疗的价值与无奈。如果生活注定无奈
，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更从容些呢？这或许就是智慧吧。改变能改变的，让就诊变得更容易些，这就
是我们的目的。
　　
　　BY ymg2000
2、全都是常识和大道理。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人真的知道常识、明白大道理呢？
3、　　
　　�健康，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一笔财富，相信每一个现代人都会认同这点。如何科学有效地管理
好属于自己的这份无形资产，无疑是一门投资的大学问。
　　�“炒股炒成了股东，炒房炒成了房奴”，这都是投资中的大忌。这些年，养生保健类书籍火的不
行，老百姓们高涨的养生保健需求，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集体共识下，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井喷。
从林光常到马悦凌，从刘太医到张悟本，正可谓“江湖代有雷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天”。
　　�其实，在投资打理个人健康这件事儿上，相对于医院级别的大机构，我们小老百姓们都无一例外
地是“健康投资”的一众散户——一方面，内心对自身健康的保本增值无比渴求；另一方面，对专业
艰深的医学知识却又茫然不识。最要命的是：医院里的那些医学专家们，他们似乎大都高高在上，无
暇向我们这些小散们多做一些“医普”工作。一边是老百姓对健康的热切关注，一边是医生专家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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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法门》

熟视无睹，所以这也难怪这些年的养生乱象层出不穷了——很多不明真相的小散们，会对“吃生泥鳅
下火”这类的葵花宝典趋之若鹜，直到被医生检查出因此得了寄生虫病，才惊呼“养生养成了病人”
。
　　�如果说，对于你我这些“健康个人投资者”而言，张悟本等“伪医学”专家的养生忽悠属于耳边
鼓噪的小道消息的话，那么，《就医法门》一书，无疑算得上是一份资深专业操盘手的实用投资守则
了。
　　�作为一名专职的临床医师、高校讲师以及“资深病人”，作者用整整一年余的时间完成此书，从
寻医问药者的立场，以专业医师的视角，详尽为你讲述了维护健康、科学就医的种种实用原则和方法
。难能可贵的是，整本书并没有那些让人费解的医学专业术语，而是用通俗风趣的笔触，配以画龙点
睛的插画，让你可以轻松从容地一口气读完那些专业实用而不晦涩的精明就医窍门——从曹操、关羽
的寻医问药路，到巴菲特的清热泻火法；从治病策略中的麻将哲学，到看病省钱的温饱理论；从选择
手术的《三思真经》到治标治本里的房东学说，作者生动活泼的行文，无一不让作为医学门外汉的大
众读者在潜移默化之间，轻松掌握了一套科学高效、实用而不忽悠的“健康投资圣经”，并真正能在
现实中活学活用，助你适时精明就医，在避开各种弯路、雷区的同时，让自己的健康收益最大化。
　　�从“医普”读物的角度而言，《就医法门》一书，集专业实用与通俗有趣于一身——无怪乎此书
一推出，就获得了国内最大医药类论坛“丁香园”里众多专业医生们的肯定与推荐。平心而论，在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养生保健书好比是小区楼下晨运大妈手中的木剑，可谓是身体处于和平年代时的心
头好，既能怡情又能健体；但倘若你的健康在遭受病魔胁迫之时，一套科学实用的就医窍门，才是你
健康险情中腰佩的一柄自卫利刃——毕竟你我皆凡人，并非手执木剑亦能击退强敌的盖世神侠。
　　�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大环境之下，作为一名理智精明的个人健康投资者，你可以拥有很多本养
生保健书，但真的不能没有一部《就医法门》。
　　
　　
　　
　　
4、书等了很久还没到！！上网想看看到哪了？结果一看居然说我已经签收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
服务的！！打你们客服都不接打不通！！！给个交代！！！！！
5、本书通过对患者求诊的各个环节来展开，用生动的事例来讲明正确的求医问药之道，作者很是花
心思，用深入浅出的手法，把颇为专业的知识象拉家常一样向读者娓娓道来，作为本身就是从事医疗
行业的我来说也是读得津津有味。作为一本科普类的书，我是读到了它的诚意，建议让更多的人来阅
读此书，现在好多患者老是抱怨看病难，但大家宁愿打破头也要到大医院去挂个所谓的专家号，也不
愿花点时间通过阅读来提高一下自己的健康保健方面的知识，实在是可悲呀。
6、挺实用的一本书.
7、前阵子，我的医生朋友就向我强烈推荐《就医法门》这本书，那时正是媒体批判养生大师张悟本
最热烈的时候。朋友说，《南都周刊》做了一期关于科学养生、科学保健的专题，里面就有推荐这本
书，同期推荐的还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那时候，我心想：我现在又没病，干嘛要看这个什么就
医的东西？有毛病呀~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那本书我早就买了，在新华书店买的，是一本我全家都在认真看的好书，日
常饮食中的营养学窍门都详细提到了，很实用！冲着《南都周刊》和医生朋友的双重推荐，当时我想
：反正家里人也有上医院看病的时候，能了解一些窍门也不错。就算这书不好，顶多不就亏了十来块
钱，于是就在当当订购了《就医法门》这书。

    看了书后，觉得物超所值！这书其实就是教人怎么防病治病的，讲述了不少有用的小窍门，比如保
健品和药品的选择，怎么看病才能精打细算，怎样选择好医院好医生，甚至连怎样判断某一项手术该
不该做，也讲了。以前我最头疼就是上医院，觉得医院就是一个大迷宫，让人晕头转向，看了这本书
后，很多之前摸不着头脑的事儿，都弄清楚了。最搞笑的是，书里还讲了保养身体健康的“麻将哲学
”，很通俗易懂，连我家里那70岁的奶奶也看明白了，她还笑着夸这书看起来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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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很多医学的实用门道与窍门，用我们这些老百姓也能看懂的语言说出来，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
算是最近卫生保健书里难得一见的好书了，至少不忽悠，很实在。我上星期病了，试着按照书上的方
法去看医生，结果真的省事了很多。

    推荐了给几位亲友看，他们也都觉得这书实用性挺强的，看了书后防病治病的事儿都明白了许多。
8、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看了该书后了解医院，了解医生，理解医生。只有和谐的医疗关系，医生才能
更好为大家解决问题，倘若一直处于对立面，“看病难，看病贵”无法解决。看不起那些所谓“公正
”的媒体，没学过医，却自以为是专家，胡乱扇风点火找新闻，使医患关系越来越僵...
9、带了一本给长辈，省的他们唯药是命，借专家的口说出来，总比我这个没名气的三脚猫说出来要
听的多啊！
10、废话很多，没有实际参考意义
11、虽对书中部分观点不认同，但总体很实用
12、不知道 帮别人买的不知道 帮别人买的不知道 帮别人买的不知道 帮别人买的不知道 帮别人买的不
知道 帮别人买的
13、这本书是看到小顾营养师在微博上提到的，看了评论感觉不错才买的。看完受益匪浅，推荐大家
啊！！！！以前去医院真的是稀里糊涂。。。。
14、想過要寫的一本書，原來張醫生早就寫了，而且寫得很好。非常棒的就醫指南，雖然有些修辭很
雷人，但一點也不影響這本書的價值。考慮入幾本送家裡諱疾忌醫的老人^_^
15、结合了国情，并且尽量迁就了我等医盲的理解能力⋯扫盲书，可以有
16、大部分内容都知道 确实在出版更晚的书里了解的 可见科普的书早就有了 然而没有人读 
该不知道的人依然不知道
17、作者是自己人哈。书中对当前社会医疗体制下，如何做个聪明的病人给了许多好建议，而作者本
身就是一名医生，给出的建议都是切实可行的。
18、内容挺好的, 被校对给害了, 错字也太多了, 根本没有校对过吧, 还连续出现, 恐怕就是用OCR软件直
接扫描识别的.
19、理念很好，就是包装太低调了
20、刚看了一部分，非常好的一本就医指导书
21、我很喜欢里面的插画，都是点睛之笔：）
    JIMI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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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本看病实用指南书。现在的保健类书籍太多太泛滥了，从补血食疗，到经络按摩，再到自己DIY
药品⋯⋯内容多到让人眼花缭乱。但是，有些病可以靠自己，更多的病还是要靠医生、靠医院。上医
院看病是一种现实。如果去看病，就面临着无数选择题与判断题：街上大医院小医院这么多，去哪家
医院？找哪个医生？挂哪种号？看西医好还是中医好？怎样才最省钱？怎样配合治疗病才好得快？万
一需要住院了应该怎样办？应不应该送红包？⋯⋯《就医法门》这本书的作者张子谦，是广州某三甲
医院的主治医师，医学讲师，针对现今社会上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这个医学行内“线人”在这本
书里一一“爆料”，解答“如何更精明地就医”的问题。书里有许多让人节省时间精力的就医小贴士
，节选一些与你分享：例如，选择医院时的小贴士——什么是信得过的医院？选择去教学医院看病是
一条捷径。所谓的教学医院，通常是一些正规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或者定点实习基地。能够成为医学
生们教学的医院，说明它的临床理论和实践都有比较高的水平，对病人来说更有保障。也有住院时的
小贴士——所谓的三级医院查房制度，就是每一位住院病人的主管医生组，是由住院、主治、主任医
师三个级别的医生组成的。你的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就好比是你的班主任，而病房科室主任医生就
好比你的年级主任和校长。最了解你成绩的是班主任，最了解你的临床病症细节的是住院和主治医生
，所以不要因为级别的高低而轻视他们，有任何病情的想法和困惑要第一时间和住院医生沟通，这大
大有利于病情的顺利康复。《就医法门》虽然是一本带有专业医学知识的书，但是书里加入不少有趣
的漫画插图，而且作者的语言风趣幽默，引用许多生活例子和小故事，深入浅出。例如，作者独创了
一套治病策略中的“麻将哲学”——治病就跟打麻将一样，都有一些守则要遵循的。第一，要看清楚
手里的牌。打麻将要先看清楚自己的牌面如何，治病也要先客观地了解自身的病情，包括疾病的诊断
、转归等等。病情轻说明你牌面好，病情重说明你牌面差。第二，要根据牌面制定合理的目标。如果
你的病属于慢性病，要等于你的牌面一般般，不可能马上吃糊，所以就不能不切实际地求一两天就治
好。第三，要沉稳有耐心，不能急躁老换牌。治病看医生不能蜻蜓点水一样动不动换医生，因为医生
制定的治疗方案要见效往往需要时间。现在医患关系普遍比较紧张，我个人觉得双方沟通有隔阂是其
中最主要原因。读完《就医法门》这本书，你就可以更清楚医生的职责、医院的制度，适时精明就医
，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病人自己。炒股时没有风险意识的话，会让你的帐户大缩水；看病时没有风险意
识的话，则会让你的健康遭遇跌停板。所以看病时，不要相信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要找一位专业的
医生看病，好好沟通，良性互动，将风险最小化。
2、金庸笔下有各式各样的神医，性情古怪，医术一流，无论什么疾病，一经神医的手都能妙手回春
。可这样的神医只是名著的需要和一种精神的寄托的罢了。就象书中所说，在人的一生中都会或多或
少地扮演者患者的角色，在社会的大舞台中，你是一个成功的角色吗？客观公正是沟通的基础，作者
一直以局外人的身份来阐述医患，实属难得。如果说医疗是医生、患者、政府三方的博弈，那么做为
一个医生能坦诚地做为一个第四者的角度走出改善医疗关系的第一步，是需要很大的智慧和勇气的。
一个天平的三方，同时迈出这第一步，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利益，同时维护他人的利益，那么天平就
会更稳定更和谐。如果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天平就永远不会平衡。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希望医生象
天使一样，不论经济报酬、不论贫富贵贱、不论个人喜恶、不论个人荣辱，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
可以说这种道德的制高点是很少人能达到的，也就是说很多患者的寄望过高。这种寄望和教育小孩是
多么类似啊，谁都希望望子成龙，倾其所有来教育子女，甚至由爱生恨，痛骂孩子，其实我们更需要
冷静客观地从子女的角度去思考。毕竟第一名只有一个，孩子的心都是纯洁的，很多事情都是环境所
迫。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最需要的是一个有公平的回报、发挥自己能力的环境、还有应有的社会地位
。做为一个医生来说，多数医生最看重的是因为病人康复后那种自豪感，发挥自己的能力为患者解决
痛苦，可以说这是做医生最大的乐趣。如果不信你可以问问你身边的医生朋友。做为医生，从心里尊
重患者，为患者制定一个合理的诊疗方案，本来是分内之事，由于一些外因扭曲了，恢复我们当初入
学的心境吧，回想医生的誓言，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目前就医环境不理想，做为医生也能深切体
会到，到处排队、医生的冷漠、费时费力、疗效不满意。书中对这方面的起因后果都有详细的分析，
如果您不了解其中的门道，建议看看，花点时间给自己的健康增添一些筹码。寓教于乐，在此书中学
到不少非常实用的小知识。让患者更深层次地了解医生的工作，能减少对医生的误解，对患者来说是
一种理解，对医生来说是一种支持，对于医患关系来说是一座桥梁。无论医患之间距离有多远，只要
有双方共同建设的桥梁，携手共进是必然的，我坚信。妙趣横生，借古喻今，又丝丝入扣，在会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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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中领悟医疗的价值与无奈。如果生活注定无奈，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更从容些呢？这或许就是智慧
吧。改变能改变的，让就诊变得更容易些，这就是我们的目的。BY ymg2000
3、健康，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一笔财富，相信每一个现代人都会认同这点。如何科学有效地管理
好属于自己的这份无形资产，无疑是一门投资的大学问。“炒股炒成了股东，炒房炒成了房奴”，这
都是投资中的大忌。这些年，养生保健类书籍火的不行，老百姓们高涨的养生保健需求，在“看病难
看病贵”的集体共识下，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井喷。从林光常到马悦凌，从刘太医到张悟本，正可谓
“江湖代有雷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天”。其实，在投资打理个人健康这件事儿上，相对于医院级别的
大机构，我们小老百姓们都无一例外地是“健康投资”的一众散户——一方面，内心对自身健康的保
本增值无比渴求；另一方面，对专业艰深的医学知识却又茫然不识。最要命的是：医院里的那些医学
专家们，他们似乎大都高高在上，无暇向我们这些小散们多做一些“医普”工作。一边是老百姓对健
康的热切关注，一边是医生专家们的熟视无睹，所以这也难怪这些年的养生乱象层出不穷了——很多
不明真相的小散们，会对“吃生泥鳅下火”这类的葵花宝典趋之若鹜，直到被医生检查出因此得了寄
生虫病，才惊呼“养生养成了病人”。如果说，对于你我这些“健康个人投资者”而言，张悟本等“
伪医学”专家的养生忽悠属于耳边鼓噪的小道消息的话，那么，《就医法门》一书，无疑算得上是一
份资深专业操盘手的实用投资守则了。作为一名专职的临床医师、高校讲师以及“资深病人”，作者
用整整一年余的时间完成此书，从寻医问药者的立场，以专业医师的视角，详尽为你讲述了维护健康
、科学就医的种种实用原则和方法。难能可贵的是，整本书并没有那些让人费解的医学专业术语，而
是用通俗风趣的笔触，配以画龙点睛的插画，让你可以轻松从容地一口气读完那些专业实用而不晦涩
的精明就医窍门——从曹操、关羽的寻医问药路，到巴菲特的清热泻火法；从治病策略中的麻将哲学
，到看病省钱的温饱理论；从选择手术的《三思真经》到治标治本里的房东学说，作者生动活泼的行
文，无一不让作为医学门外汉的大众读者在潜移默化之间，轻松掌握了一套科学高效、实用而不忽悠
的“健康投资圣经”，并真正能在现实中活学活用，助你适时精明就医，在避开各种弯路、雷区的同
时，让自己的健康收益最大化。从“医普”读物的角度而言，《就医法门》一书，集专业实用与通俗
有趣于一身——无怪乎此书一推出，就获得了国内最大医药类论坛“丁香园”里众多专业医生们的肯
定与推荐。平心而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养生保健书好比是小区楼下晨运大妈手中的木剑，可谓
是身体处于和平年代时的心头好，既能怡情又能健体；但倘若你的健康在遭受病魔胁迫之时，一套科
学实用的就医窍门，才是你健康险情中腰佩的一柄自卫利刃——毕竟你我皆凡人，并非手执木剑亦能
击退强敌的盖世神侠。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大环境之下，作为一名理智精明的个人健康投资者，你
可以拥有很多本养生保健书，但真的不能没有一部《就医法门》。
4、很感谢就医法门这本s书，让我们平常百姓减少了很多就医误区，让我们不再花一些不必要的钱，
感谢作者张医生，我相信此书一定大卖，也希望一些朋友可以买一下，就当买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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