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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了不
要又忘了中医药”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

宝， 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

发明， 为人类健康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然而，拥有 3000

多年历史的中医， 犹如一棵盘

根错节的老树， 谁也说不清它

到底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

倘若从对外传播来看 ，中

医药是丝绸之路的商品， 当时

走出国门的不仅有茶叶、丝绸、

瓷器 ，还有中药材 、滋补品 、保

健品等。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马

可·波罗带回去的中药，他将阿

胶带到了遥远的意大利 。 《马

可·波罗游记 》曾记载 ，当时大

量中药材被商人运往亚丁湾 ，

再转运到北非等地， 中药伴随

贸易开始向世界远行。

中国是中药的发源地 ，也

是中药大国， 但是这么多年发

展下来， 中药如今在国际市场

上只占 3%至 5%的份额， 有专

家总结了这一奇怪现象：“中国

原产 ，韩国开花 ，日本结果 ，欧

美收获。 ”西方至今尚未承认中

药是药，中医是医，中药被欧美

视为食品、保健品出售。而要以

药物形式销售， 必须要通过严

苛的审核， 中药闯世界谈何容

易。 那么，到底是中医不行，还

是中药不行？

近百年来，当西医成为主流

医学后，中医屡遭质疑。 “废除中

医”的呼声连绵不绝，“中医将亡

于中药”的论调不胫而走，“中医

黑” 从未停止抨击……但是，不

管怎样唇枪舌剑， 有些在西医

看来难以对付， 甚至是不治之

症的疾病， 中医依然能够上演

妙手回春的传奇。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

呦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

典文献中获取灵感， 发现了青

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

惠及全球数亿人。 屠呦呦的团

队还攻克了“青蒿素抗药性”难

题，红斑狼疮将不再是绝症。中

医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全球

医学纲要， 中医在全球范围跻

身成为主流疗法， 而非仅仅作

为手术、 放疗等标准疗法之外

的补充替代疗法。这些，都是铁

一般的事实。

而在历次抗击疫病的战场

上，中医药也从未缺席，传承着

数千年的民族智慧。 远的不必

赘言， 就说 2003年非典横行之

际， 时年 87岁的国医大师邓铁

涛临危受命，带领广州中医团队

力挽狂澜，扭转了治疗非典的被

动局面。 360 年前，明代中医吴

又可在撰写《瘟疫论》时肯定未

曾料到， 他为防治传染病所开

的 “达原饮 ”药方 ，又被现代人

用来应对全新的非典病毒。

在当前举世瞩目的抗击新

冠病毒的战役中， 千年国医再

次发挥威力， 全国各地的临床

实践显示， 中医已经彰显出它

的独特优势， 起到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张伯礼院士主持的中

西医结合治疗新冠病毒肺炎临

床研究表明， 中西医结合治疗

组各方面治疗效果显著优于纯

西医治疗组， 中医也再度被人

们热议。即便如此，张伯礼在接

受采访时 ， 仍多次恳切地说 ：

“疫情过了不要又忘了中医

药。 ”这句话，让多少人想流泪。

打开中医药的大门

难道中医只配呼之即来 ，

挥之即去吗？ 中医究竟动了谁

的奶酪？ 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历

程？遇到什么瓶颈？它的未来又

在哪儿？ ……就在这个当口，安

徽文艺出版社及时推出了詹文

格的新著 《寻路中医 》，带我们

走进丰富的中医世界。

《寻路中医 》 是一部打开

中医大门的力作 ， 它与疾病 、

健康都有关 ，所以备受人们关

注 ， 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苏珊·

桑塔格在 《疾病的隐喻 》中所

说 ：“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 ，是

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每个

降临世间的人， 都有双重公民

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

则属于疾病王国。 尽管我们都

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 ，

但或迟或早， 至少会有那么一

段时间 ，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

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

的公民。 ”

作者历时四年， 深入中医

系统、中医教育系统、中药原产

地等实地调查， 获取大量第一

手资料， 以期望中医药振兴发

展为主线， 叙写了西学东渐以

后的中医存废之争，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中医医疗事业和

教育事业的创立、建设和发展，

客观展现了中医独特的疗效 、

生存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 这

是一次探寻中医的 “文化苦

旅 ”， 往往身处荆棘丛生的地

带， 却突然见到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景象。

纵观洋洋洒洒的 30 万言，

我们不得不钦佩作者在选题上

的胆识，这也可视为本书的第一

大特色。 众所周知，中医是一个

宏大的主题，作为东方数千年的

主流医学，不但有着完整的医疗

理论体系， 还有着辉煌的医学

成就。 中医学不像西方医学，只

作为单纯的医疗科学被看待 ，

中医学包含了哲学、人体学、天

文学 、气象学 、植物学 、人文学

等等。 因此，要想认识中医就得

了解深奥的中国哲学， 否则就

难以理解、相信中医。作者如果

没有做好充分的 “作业 ”，是难

以驾驭这一重大题材的。

数百年来， 中国文学有着

优秀的传统，作家始终与国家、

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凡有成

就的作家都拥有责任感、 使命

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到：

“才有庸俊 ，气有刚柔 ，学有浅

深 ，习有雅郑 ”，指的就是作家

个性形成的四个方面———才 、

气、 学、 习。 作者詹文格具有

“才、气”，他身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 还担任东莞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 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

《铁军本色》《邓植仪：泥土上的

歌者》《激光先驱邓锡铭》，小说

集 《谁在城里种玉米 》，散文集

《安魂帖》等。他依托才华，结合

人生经历， 在长期的创作中形

成了自己的文风。

但是，作者并非学医出身，

作为一个 “外行 ”，他对这个中

医选题充满了敬畏和惶恐。 这

就需要他后天的“学、习”，有时

往往要“现学现卖”。 好在最艰

难的时候，总有贵人相助，师友

纷纷伸出援手， 使他能用真诚

的写作姿态去对待创作中遇到

的难题。其实，中医药这个选题

是 2016 年中国作家协会的重

点扶持项目， 当初很多人都不

理解， 作者怎么会选择一个如

此复杂而专业的题材， 甚至还

有人直言不讳地说， 这是吃力

不讨好的活儿。 从作者对选题

的执著， 不难窥见一个作家的

担当。

中医药腾飞不
再是梦想

中医药是一条浩瀚的长

河，每个人只是匆匆的过客，见

到的都是片断， 并不代表中医

的全部， 恰如老庄所云：“朝菌

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仅

凭自己的喜好，甚至道听途说，

就对中医妄下断言， 那无异于

坐井观天。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既是

老生常谈，也是不二法门，报告

文学创作尤其如此。作者只有投

入到火热的生活中，才能写出动

人的作品。 大面积深入基层调

查，成了本书的第二大特色。

为了探求中医的真相 ，从

2016 年的夏天开始，作者进行

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 他穿

越了几十个省市， 深入田间地

头、中药材市场，了解中药材种

植、加工、储存、销售等情况，了

解中医药大学教学科研情况 ，

了解中医院、 中医科研部门的

发展情况，了解民间中医、祖传

中医的生存状况……

书中探访长白山下的人参

种植基地那一段， 读来耐人寻

味。为了摸清人参种植情况，作

者依靠出租车、 三轮车司机的

指引，经过三四次绕行转道，才

进入种植基地。一路耳闻目睹，

他发现人参种植上问题重重 。

原来， 市场上打着仿野生十年

林下参招牌的， 实际上绝大部

分是规模化种植的园参。 下激

素 、施化肥 、喷农药 ，为的就是

让人参速生速长。 作者听当地

一些老人讲述， 他们早年采挖

人参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

现在回忆起来恍若隔世。

作者在调查时惊讶地发

现，药材里的猫腻实在太多。他

在江西省中医院国医堂采访 ，

一位主任向他介绍， 有些病人

在医院看病， 开完处方到外面

药店抓药，贪图便宜。有一位患

者在街头买了一斤三七， 由于

对质量把握不准， 到医院请主

任辨别。主任叫来药剂师，药剂

师问他们买的三七是什么价

格？病人说 200 元一斤，药剂师

立马摇头。然后，药剂师用手一

掰，咔嚓一声，手上的三七就裂

成两半，质地显得非常脆弱。药

剂师用牙齿咬了一点， 在舌尖

上尝了尝，当场断定为假三七。

真正质量上乘的三七， 他们医

院大批量进货，也要 1080 元一

公斤，不可能价格相差如此大。

好的三七被称作铁皮铜骨──

个体坚硬，用铁锤都很难砸烂。

如用手就能掰开， 证明是被高

温蒸煮过，萃取了有效成分，把

药渣烘干后再拿到市场上出

售，蒙骗消费者。

诸如此类的实地调查比比

皆是。 “行万里路”证明，只有深

入基层、扎根人民，才能接通地

气 、吸收养分 ，获取创作素材 ，

激活思维， 游刃有余地书写中

医文明的精髓。

《寻路中医》是中国首部聚

焦中医生存发展宏大主题的报

告文学，它的语言鲜活、富有张

力， 这可视为本书的第三大特

点。报告文学是运用文学艺术，

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事件和人

物活动的一种文学体裁， 具有

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

通读 《寻路中医 》全书 ，时

时可见作者激情澎湃的拷问 ，

以及优美的散文化语言。 如书

中到访李时珍墓的“墓园凭吊”

一节，写得尤其出彩，结尾处更

是发人深省 ：“告别陵园时 ，我

不禁想起泰戈尔最著名的诗

句：‘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

叶之静美。 ’一部药典在世间流

传数百年，为无数人释疑解惑，

但其中只有极少的一些人来过

这个陵园， 极少的一些人会想

起这个作者。不管是身前名，还

是身后名， 李时珍都没有在意

过， 一个人的胸襟决定了他的

境界与视野，人活一世，草木一

秋，被称为医中之圣的先贤，他

活着的过程不为追名逐利 ，只

为兼济天下，护佑苍生……”

活到 104 岁的国医大师邓

铁涛生前曾经说过：“21 世纪是

中华文化的世纪， 是中医腾飞

的世纪。 这是我的最大梦想。 ”

相信在 “一带一路 ”的推动下 ，

中医的明天会更好， 将为全球

健康提供出色的“中国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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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 当西医成为主流医学后， 中医屡遭质疑。

“废除中医”的呼声连绵不绝，“中医将亡于中药”的论
调不胫而走，“中医黑”从未停止抨击……但是，不管
怎样唇枪舌剑，有些在西医看来难以对付，甚至是不
治之症的疾病，中医依然能够上演妙手回春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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