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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北大学中医》(《求医不如求己》作者等京城医界大家首度北大开坛谈中医养生)(北大学生中
医学社讲座集锦)既雕既琢复归乎朴，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以抛砖引玉的形式，通过中医学者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中医理念，让读者既能领略传统医道的智慧
与玄妙，又能实现对自身健康养生切实的关怀⋯⋯　　在北大这么一个场所开坛讲中医，而且还一讲
就是很多期，场场爆满。
听众从在校学子、公司白领到达天知命的老者，成为北大每周末的盛景，这不能不说是具有历史性标
志的事情。
　　六位中医名家的潜心之道让读者回归真正纯粹的“中医本源”，同时又与儒释道、易经八卦、阴
阳五行甚至武术茶道、琴棋书画融会贯通，打成一脉。
一个中医大家，必定是一个国学集大成者；一个信赖中医的人，亦将是一个国学传统的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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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广莘，我国稳态理论奠基人之一，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源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博士生
导师。
曾主持或参加了多次国际或全国专业学术会议。
他提出的“肝血风瘀”和“脾津痰湿”两大课题，为探索中医基础理论和发展中医实验科学作出了独
特的贡献。
主要著作：陆广莘论医集——《中医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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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一　千年悬壶　百世济民序言二　中医复兴　同登寿域第一章　生活中学医，学医中生活——学
医述要1.冰是精化的水——中华医道与传统的中医文化2.学中医可以“保身长全，养其生”3.罗马不是
一日建成的——学中医需谙医典、读百家、广涉猎4.谁说学习中医不能偷懒——掌握四大经典是巧径5.
运用独妙的读书法心远心愿(专家解惑)：让中医健康妙法贴近现代心灵，帮助人们平安度过心与身的
苦海心远心得——通晓传统中医的几大必读书集萃第二章　经络是人体喜获康福之魂——学习中医从
经络开始1.播种健康福音——正宗有效的中医治疗六法2.百病渐消，康福自来——经络是人体医魂中里
巴人的健康诊所中里巴人教你几招实用小功法中里巴人告诉你(专家解惑)：健康养生有妙法，求医不
如求自己第三章　阴阳平衡，五行相配，康健一生——阴阳五行与中医1.并不费解的阴阳五行学说2.纲
举目张，领提衣顺——阴阳五行和中医的关系嘉戈养生指南(专家解惑)：养生无大道，处处留心洞玄
机嘉戈医生的临时诊所第四章　全面吸收正面能量，让疾病望而却步——走近中医1.俯瞰中西医2.独创
而神奇的中医诊治法——临床应用医学周鹰寄福(专家解惑)：把健康亲手送给自己是大欢喜周鹰谈中
西医：中医之道要学好，现代之术要学精周鹰跟你谈“秋冬进补”——别让“常识性”错误扼杀健康
第五章　开启你手里的最佳健康方案——中医入道三大门径1.中医有八大境界2.中医入道门径一——“
运意”的艺术3.中医入道门径二——“识文”的潜深性4.中医入道门径三——“悟道”的神机景华愿
语(专家解惑)：每个人都有上天植入的中医慧根，开启在自悟第六章　获得心安身健的幸福真经——
中医学之道1.大难不死的中医2.开启中医健康之门陆老解道(专家解惑)：安得颐养天年，中医之道中蕴
慧机陆老启悟：心态是健康的第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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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医学的学术思想归结为“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
”这“生生之道”，即赞誉生命、挽回生命的原理和方法。
　　——陆广莘 我国稳态理论奠基人之一 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为了感悟中华医道，必须
懂得入道的三大门径。
感悟中华医道的三大门径，第一是运意，第二是识文，第三是悟道。
　　——傅景华 中国中医研究院编审、研究员《捍卫中医》的作者　　阴阳五行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
部分，是中国古人把握到的地球万物的宏观所在。
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去理解中国文化以及阴阳五行的话，不光是中医学，整个中国文化都将失落。
　　——吕嘉戈 北京羲黄文化研究中心《挽救中医》的作者　　中医学是圣道，唐代的王冰在注解《
黄帝内经·素问》时谈到，“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赢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
能致之矣”。
其中的三圣道即指的是中医学。
　　——王心远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者 传统中医师　　中医学把人体放到自然环境中，研究人是
如何适应自然，如何在自然界中生存，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
　　——周鹰 北京中医医院著名中医师 中医学者　　中医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东西，很多都需要信念
上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从心灵上来入手、来学习中医、来感知中医是一条学习中医的捷径。
　　——中里巴人 中医养生名家《求医不如求己》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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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北大中医学社倡导发起的中医讲演系列《在北大学中医》，邀请德高望重的中医学者参与，从
学中医、走近中医的大众角度，最明白晓畅、但又高屋建瓴地讲解中医的精髓。
同时，也不回避谈到对当代中医不足的失望，如庸医、假中医等现象，不规避尖锐话题。
使传统医道与国学文化能够自然地契合起来，以求“传承国粹，共享医道”。
　　中医学的学术思想归结为“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
”这“生生之道”，即赞誉生命、挽回生命的原理和方法。
　　——陆广莘 我国稳态理论奠基人之一 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为了感悟中华医道，必须
懂得入道的三大门径。
感悟中华医道的三大门径，第一是运意，第二是识文，第三是悟道。
　　——傅景华 中国中医研究院编审、研究员《捍卫中医》的作者　　阴阳五行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
部分，是中国古人把握到的地球万物的宏观所在。
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去理解中国文化以及阴阳五行的话，不光是中医学，整个中国文化都将失落。
　　——吕嘉戈 北京羲黄文化研究中心《挽救中医》的作者　　中医学是圣道，唐代的王冰在注解《
黄帝内经·素问》时谈到，“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赢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
能致之矣”。
其中的三圣道即指的是中医学。
　　——王心远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者 传统中医师　　中医学把人体放到自然环境中，研究人是
如何适应自然，如何在自然界中生存，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
　　——周鹰 北京中医医院著名中医师 中医学者　　中医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东西，很多都需要信念
上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从心灵上来入手、来学习中医、来感知中医是一条学习中医的捷径。
　　——中里巴人 中医养生名家《求医不如求己》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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