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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认识生命和疾病的过程既是漫长的，也是充满曲折的，生命的规律 与疾病的原因不是在短时
期内就能揭示清楚的。
问题的复杂性，给人们的认 识带来了无数的困难，因此为了对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给出说明，不同历
史 时期和不同地域的人们往往只能用他们所能掌握和理解的知识作出自己的解 释。
在最初的解释中，难免会掺杂着各种各样的虚妄臆测。
这不奇怪，因为 这种虚妄臆测有其必然性。
 袁慧新、闫喜焕两位硕士生，在读研期间能于攻读学位功课之余，披检 史籍，写出《医学史上的谎
言和谬误》一书，实在难能可贵。
书中陈述了大 量的医学史上的荒诞的记载，这里有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技术、有根本不存在 的药物疗
效、有完全不合规律的理由说明、有完全不可靠的诊断方法、有毫 无根据的药效解释，如此等等。
这其中很多在当初就是无端捏造的，如扁鹊 换心之术，所以说是谎言。
而有些则是对事物不理解造成的，这只能是谬误 ，并不属于主观刻意的虚构。
 就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而论，对世界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产生谬误和不 断清除谬误的过程。
迷信虽属无理性的信仰表达，但是它同样是人类文明的 产物，因为动物是什么迷信也没有的。
迷信从对客观事实的解释说明而言， 既没有揭示规律，也没有找到原因，因此是一种无知的胡说。
然而，就是胡 说也不是可以随便自由的，也是要受限制的。
因为我们只要观察一下，世界 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各不相同，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
事实上，迷信虽是无 知的表现，但是却透露了求知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求知的方式，表达了人 们
心灵深处的倾向。
 中国医学史上的谎言也好，谬误也好，如果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医学史上 的谎言和谬误相比，虽然同
样属于无知的臆测，但是却可以发现其中的巨大 差别，这种差别反映了不同民族面对同一问题的不同
心灵反射。
研究历史不 仅要从人类的正确认识轨迹去揭示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同时也可以从人类 错误的认识
轨迹去发现隐藏更深的问题。
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本来就伴随着 多维向度，我们却总习惯于着眼其辉煌成就的一面，而忽略相反一
面的研究 。
对客观发生过的历史来说，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全面的，甚至也可以说是重 大的遗漏。
 《医学史上的谎言和谬误》一书，虽算不上学术的大作。
但是作者能从 另—个侧面审视医学的认识过程，其意义和价值的独到之处还是应该肯定的 。
我们了解医学认识过程荒诞虚妄的一面，目的并不是揭丑，是要从其中发 现何以如此的原因，而掌握
了这一支配性的原因，对指导我们如何避免错误 ，走上正确认识的轨道，意义是重大的。
 当然，限于作者的学术功力，在披陈史实基础上，其对史实的分析透视 、求真探源能力难免显得稚
嫩单薄。
这需要在以后的学术修养中不断锤炼。
 学无止境，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何况两位未出校门的学生呢？
因此对书中 的不足，希望能得到应有的理解，当然更欢迎得到指正。
 作为导师，看到学生在学习之余能有这样一份成果，不论书中有何不足 ，内心还是欣慰的。
值书出版之际，愿以如上赘语与作者共勉。
 是为序。
 常存库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年4月19日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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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写道：“在几千年的岁月中，正是中医的保驾护航才使得华夏儿女繁衍至今⋯⋯”
在历史的漫长岁月里，中医已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
然而，自19世纪下半叶起，中医就广遭责难，有逐渐没落之势，甚至连李敖这位著名学者也曾经说：
“我说中医是巫术、迷信，是因为中医的基本立论都建立在妖魔鬼怪的‘哲学’上⋯⋯” 　　省思中
医，才能坚守中医。
　　悬丝诊脉，隔墙见人，滴血验亲，辨胎术，长生不老炼丹术，炮制药物神秘修合时日，剖胸换心
术，转胎术，割股疗亲，无来由的各种禁忌等等，也许曾经被认为是中医的神奇、精彩之处，但就作
者看来，这些不过是谬论或谎言。
　　全书按诊断、中药、中医生理、治疗、怪病、禁忌、巫医七部分展开解析，从历史、思想、伦理
道德等层面追溯形成这些荒谬的根源所在。
作者说：“当年的荒谬和无稽对现今无疑是一种警醒，对今后中医的发展也有着镜鉴作用”。
　　冷静地回望中医，尊古而不泥古，扬长补短，继承之中有批判，这才是本书带给读者的最终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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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史上的谎言和谬误>>

章节摘录

　　第一节脉诊玄技脉诊是中医特殊的诊断方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医生为显示己能，往往会把
从其他方面获得的诊断信息谎称为脉诊所得，由此使脉诊增添了诸多玄虚成分，导致了患者对脉诊的
过分要求。
历史上关于脉诊的玄虚记载是很多的，了解这些除了增广人们的见闻之外，应该对后人也有着深刻的
启发。
一、虚妄的脉诊奇谈历史上产生了许多神秘虚妄的诊脉奇谈，在医书、史书以及民间传说中流传的诊
脉奇谈很多，如悬丝诊脉、诊脉断人生死、辨别雌雄、断人命运、预测胎儿性别。
（一）悬丝诊脉悬丝诊脉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医者神技，将丝线系于患者手腕处，通过把按丝线的另
一端即可洞悉病情。
据说孙思邈给长孙皇后看病用的就是此法。
唐太宗时，长孙皇后临产而胎儿久不娩出，太医院里的御医束手无策。
于是有人就推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乡间郎中孙思邈进宫为娘娘治病。
但限于宫中规矩，医生进了宫也不能亲见娘娘，于是孙思邈掏出一根三丈长的丝线，掐成同样长的三
截，递给太监，叮嘱将其分别拴在娘娘左手手腕寸、关、尺部以诊脉。
因孙氏是从民间召来，不是有“公职”的太医院御医，太监们就有意试他，故意把丝线拴在花盆中的
冬青藤上，被孙氏识破。
又先后将丝线拴在铜鼎脚和鹦鹉腿上，也都被孙思邈一一识破。
最后才把丝线系在娘娘腕上，孙思邈把按丝线诊断出是滞产，便开出一剂药方，娘娘服药后遂顺利分
娩。
此故事可谓神矣。
那么悬丝诊脉确有其事吗？
这悬丝诊脉可说是亦真亦假。
所谓真者，是历史上确有其事；所谓假者，悬丝纯粹只是一种形式，并非诊病的关键。
孙思邈诊娘娘脉一事，我们先从常理判断，丝线拴在冬青藤、铜鼎脚、鹦鹉腿上时，扯起线来手下不
会有韧性的感觉，大概判断出是否为娘娘脉还是有可能的。
但脉象能诊出的东西本来就有限，何况以丝线为媒，这丝线是很细很软的，有点风吹草动也定会随之
摇摆，哪里就能分辨得出是血脉里的律动，还是风动，抑或是女子手的颤动？
悬丝诊脉实不足凭也。
古人得以用悬丝诊脉诊断病情，实际上背后是大有玄机的。
大凡后妃们生病，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地询问这些情况，诸如胃纳、舌苔、
二便、症状、病程等。
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走走后门。
当这一切问完之后，到了悬丝诊脉时，太医也就胸有成竹了。
这才是悬丝诊脉的真正奥秘所在。
据传，清代慈禧太后有一次患顽疾，陈御医就是在既不能目睹其神色、又不敢探问其病情的状况下，
隔着帷帐在红绿丝线上切脉，后小心翼翼地开了三帖药方。
太后服后，果然药到病除，特赐予他“妙手回春”金匾一块。
陈御医晚年隐居后才敢透露当年那次为“老佛爷”牵线切脉诊疗成功获重赏之事的内幕。
当他获悉将召自己为慈禧看病的消息后，急忙变卖家产，重金贿赂太后身边的内侍、宫女，得知太后
之病乃贪嗜螺肉所致的食积顽症。
牵线切脉时，他先强装镇定悬丝诊脉，后心中有数地开出消食健脾的处方，终使“老佛爷”药到病除
，化险为夷。
由此可见，悬丝诊脉虽确有其事，但不过是一种蒙上了神秘色彩的骗人形式而已。
孙思邈诊娘娘脉之事，若是事实，那么孙思邈肯定诊脉前也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
如果事先不通过各种途径获知详细病情，仅凭悬丝诊脉是看不好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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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医者的侧重点并不在此，若仅凭悬丝诊脉判断病情，估计有几颗头颅也不够皇帝砍的。
（二）木之孕古有故事云：一医行悬丝诊脉后，断为有孕。
主人大怒，言：“毁坏我家小姐名节，该当何罪？
”医言：“愿以项上之物作保！
”主人乃引其人室，见丝系桌脚，问日：“更复何言？
”医乃索刀，劈开桌脚，见中有一虫，蠕蠕而动，于是日：“此乃木之孕。
”这就更神奇了，诊脉的对象已经不单限于人，连“木之孕”都切得出来。
木中蛀虫是否是木之孕暂且不论，仅其做法本身已远远超出脉诊的实际意义。
不过事实应该是另一种情况，这是医生的应急之举，凑巧桌脚有个虫洞，侥幸而已。
（三）华佗诊脉断人生死古代神医华佗的诊脉技术也是被宣扬得神乎其神，据说华佗医术高明，可诊
脉断人生死。
一个酒客不服，便要去试上一试。
正巧华佗来到门外，酒客就急忙往外跑。
没想到酒喝得太多，饭吃得太饱，一步跨出去，头重脚轻，歪歪倒倒，被凳子绊跌了一跤。
他也顾不得，爬起来跑到华佗面前，便要华佗诊断自己啥时死。
华佗把脉一切，大吃一惊：“你赶快回家，明天就会死。
”众人都不信，华佗说：“非死不可，你肠子断掉了。
”酒客问：“何时断的？
”华佗言：“从脉象看，刚断不久。
”果然，第二天早晨，这酒客便死去了。
我们从常理判断，这位酒客跌上一跤就把肠子摔断了，岂不是笑话？
而且仅凭脉诊就能断言其肠断，也是决不可能的。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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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史上的谎言和谬误》书按诊断、中药、中医生理、治疗、怪病、禁忌、巫医七部分展开解
析，从历史、思想、伦理道德等层面追溯形成这些荒谬的根源所在。
书中陈述了大量的医学史上的荒诞的记载，这里有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技术、有根本不存在的药物疗效
、有完全不合规律的理由说明、有完全不可靠的诊断方法、有毫无根据的药效解释，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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