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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己
用另一套医术帮助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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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学习
很认同中医“治未病”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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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易正，《周易》的‘易’，‘中正’的‘正’，我来自

伊朗。”通常，易正会这样介绍自己。“我小时候看了很

多中国电影，尤其是关于武侠的，对于其中的太极拳非

常感兴趣。”长大后，易正开始阅读大量关于太极

拳理论和中国哲学的英文书籍，并开始了解

“阴阳理论”“五行学说”等，“这些基本的

理论是功夫、中医等传统文化的根基，

通过这些，我逐渐熟悉了中医。”

除了学习针灸以外，易正还是

杨氏太极拳第五代传人杨军老师

的弟子。在学校读本科的时候，

他每天都会在校园里练习太极

拳。现在读硕士，大部分时间都跟

着导师在医院做研究，闲暇之余，

他会带领病人们一起练习太极拳。

“学习太极拳的好处，在于患者

可以对自己的健康有一定的掌控。它

不仅能辅助病人治疗所患的疾病，在平时

也能帮助强身健体、修养身心，并预防疾病，

这是中医非常强调的一部分。”易正很认同“治未

病”这个中医里的概念。“你生病了，去接受治疗，一切

取决于医生。但如果能掌控自己的健康，预防疾病，那

不是更好吗。这就是练太极拳带来的影响。”他说。

在伊朗建立一所独立大学及附属医院，专注于中

医或是中西医相结合，这是易正梦想的一部分。“在伊

朗，我们有波斯医学，也许它将会是一个更大的结

合。”易正希望自己能为中医在伊朗的发展作出贡献，

“我可以通过教学，通过治疗，通过成为一名医生……

无论是否有用，我都会尽最大的努力。”

“在伊朗，少有来中国的大学系统学习中医专业

课程的人，大部分人只是来中国接受一些短期培训。”

易正认为，经过系统专业学习的中医医生越多，知识

和技能越深入，中医在海外的发展就会越快。“当我们

治疗病人时，如果中医的疗效很好，那么病人对于中

医的信任就会大大增加。发展推广

中医，不可能由一个人完

成，而是需要由一群敬

业、热爱中医的医生

共同完成。”

2012年，易正的阿姨被诊断患了癌症，且已是晚

期。“所有她去看病的城市，医生都表示无能为力，说

只剩五六个月的生命。”他说，“在西方医学的医

疗体系下，当时所有的医生都说‘我们

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她只能靠自

己了。”这令陪着阿姨走遍伊朗

不同医院看病的易正感到绝

望和无力：“我们国家只有

一个医疗制度，而这个医

疗制度却束手无策，病人

只能回家等死。这真的

令人很难过，也很失望。

我们不苛求会发生什么

奇迹，但是什么都做不了，

这真的不应该。”

从那时起，易正心中产

生了一个念头：有必要建立另

一个系统来支持医疗行业。“这

样一来，在原有的西方医学的基础

上，至少可以为患重疾的病人做些什

么。”易正打定了主意要学习中医，希望未来有机

会改变现状。“决定开始这段旅程并不容易，但我有着

非常强烈的动机。一方面，是我内心的想法，另一方

面，是我的阿姨在确诊患病的两年后去世了，比医生

预计的生存时间活得更久。我想，如果她在中国，可

以做很多事情。并不是说能治愈她的癌症，但至少在

她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能生活得更好。这就是中医

强大的医疗体系的价值所在。”

易正认为，西医固然有它的好，但也有局限性，“据

我所知，除了西医之外，最好最强的医疗体系就是中

医。这是一种全面的整体医学，通过多个方面来帮助患

者，而且确实很有必要。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让每个

国家都能拥有中医医疗体系，但我可以改变自己。”

2016年，已33岁的易正中断了自己在汽车领域

的职业生涯，申请入读上海中医药大学并被录取，从

本科开始学习。如今，他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

专业的在读硕士，跟随盛氏针灸流派传人、上海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主任王毅学习，以期未来能够帮

助那些无法从其他医疗系统获得治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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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的一间诊室内，空气中弥漫的淡淡艾草香营造出宁静而安
心的氛围。来自伊朗的易正，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的在读硕士。他身着白大褂，坐在
一位病人身边准备施针。他的导师——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主任王毅在旁给予指导。
易正稳定心神，左手凝神取穴，右手拿起一根针对准病人腿上的穴位。随着手指轻轻捻

动，进针、行针，一套动作快速、流畅而精准，几乎没有引起病人的任何不适。随后，易正起身
打开计时器说：“我们‘留针’一会儿，疗效会更好。”
易正学习的是盛氏针灸流派，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事实上，这对易正来说并

不容易，因为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医学背景，也不精通中文。“但我不怕这些困难，因为我非常
喜欢中医。”已在中国学习了8年中医的他说，“在中国，很幸运地看到中西医结合得非常有
效。在我们（中西医结合）医院里，有中医也有西医，融合得很好，这对病人是有益处的。”
约20分钟后，针灸治疗完成，易正为病人起针。他享受这个过程，也享受自己在中国的学

习、生活。“我来到上海，感觉不仅在大学里，而且是无论走到城市的哪个地方，都可以找到文化
的痕迹。”他说，“来中国，让我有机会沉浸在整个文化中，认识不同的人，向不同的老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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