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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推荐语录
01. 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是一套综合养

生、防病，治病、做人，处世的文化体系，涵盖着人们的衣

食住行乐、生老病死残的方方面面。发展中医，就是弘扬中

华文化，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北京中医药大学厦门中医院原院长

教授、主任医师 陈进春

02. 西医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来的，受到了资本的深

远影响，因此西医有两大原罪：一是价格高，二是服务强势。

而中医讲究治病先治人，看重的是医师的医德、修养；药材

采自纯天然山野，价格低廉，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

表。发展中医，就是要消除西医的原罪。

国家外汇管理局福建分局局长、教授、博导 吴国培

03. 中医的重要学说是元气论，而元气论跟宇宙起源，

生命真相是同步的。可以说，中医虽是研究人体的医学，却

把无穷奥妙小小的人体跟大大的宇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北京中医药大学厦门医院、教授、主任医师 万文蓉

04. 中医融人、儒、释、道、易、生命规律于一体，展

Runyi LI

Runyi LI
001



307

现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若丢掉中医，就等于丢掉了“中

国人”这个身份。

厦门技师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张家雄

05. 从根源来讲，中医就是我们现在（保）避险业、养生业，

人类生存各行各业的活头原水。中医治未病的观念影响深远，

也影响中国人“未雨绸缪”“谋而后动”的先见思维。本书提

出用人联网发展中医现代化，很好！

华商频道总编  《华为：伟大都是奋斗出来的》作者  任景涛

06. 中医讲究天人合一，从宇宙中吸取能量滋养身心。中

国人活得好的样子就是活成像老中医那种模样，身心合一、

自在从容，即便年逾古稀，也是身轻体健、脸色红润。人联

网——开启中医现代化，就是教我们每一个人都活成天人合

一、无疾无痛的美好状态。

泉州五中常务副校长 张桂芳

07. 本书提出一个观点，既然阴阳是计算机二进制发明的

基础，那么阴阳等理论也可以成为实现中医数字化应用的理

论，实际上，玉田兄用虚拟现实数字转换证实这个方法确实

可行。        

厦门中医院原党委书记、中西医结合协会会长  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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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中医是改善中国医疗状况的重要力量，实现中医的

现代化，人联网化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

安徽六安市卫健委副主任   沈永萍

09. 人工智能、生物科技、人体芯片的发展，为实现中

医数字化提供了条件。人联网则是将所有帮助中医数字化的

工具全部融合起来，搭建一个中医人联网的智慧生态平台。

我相信，李玉田先生描述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福建省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教授、博导 阮诗玮

10. 中医为战胜新冠疫情立下赫赫战功，本书是一本实

现中医现代化的好书，值得推荐！

福建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研究员  唐卫星

11. 中医既是医学也是预测学，高明的中医师可以由

面相、手相等看出一个人的疾病与命运，所谓一个人一

种体质，一种病，一种性格，一种命，如果我们要改变我

们的运，就要知道我们的命，我们的体质及由体质产生的

情志与性格。

河南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  袁立波

12. 中医诊断、治疗偏向于个性化，用药、施治又倾向

模糊化，这是阻碍中医发展的难点，而本书提出了人联网化

人联网——开启中医现代化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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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还比较实用，确实难得！

                 厦门针灸协会副会长、主任医师 赵银龙

13. 很多人说中医要学西医的管理，其实中医的管理更高

一筹，中医把人当人看，其实是最高明的管理。只不过，受

各种因素影响，以前中医忘了这一点。这本书教了我不少中

医现代化经营、管理的知识。

           数字产业领航者、 智慧谷集团总经理  王爱军

14. 中医在抗疫中的优异表现，已使中医成为一块向国

外输出的金字招牌。拔火罐、针灸不经意走红欧美运动员与

NBA 球员的新闻，使中医的品牌效应拥有了中国温度。这本

人联网——开启中医现代化的书，恰逢其时，定会掀起国外

学习中医的热潮。

中国著名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博士 涂满章

15. 量子医学并不是研究某个脏器的病变，而是直接研究

整个人体的量子级别微粒运动，力求从整体上、从根本上去

除疾病，这一点与中医非常相似。书中提到中医量子化的理

论与应用，非常具有启发性。

（北京）中国第 1 健康报道主编 张小慧

16. 以后看中医，只需要对着“魔镜”看一看，身体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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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问题都能解决，实在是太神奇了。把中医与人工智能、人

联网结合起来，果然会产生不可思议的结果。

泉州五中 120 周年校庆策划联络人   林志红

17.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深，养老问题成为

社会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人联网中医康养为老龄人口提供全

套方案，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发挥中医在老年人养老中的

养、健、食、娱、居、医的作用，这个方案值得全国推广！      

厦门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李文岗

18. 在未来的中医领域，人联网提倡采取“医 + 药 + 检 + 险”

的模式，就可以打造本地一站式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闭环，让

我们拭目以待！

北京中国信息学会《匠心中国》栏目主编   刘嘉

19. 人联网推动“政、产、学、研”的良性循环，构建中

医产业价值链生态系统，是中医发展必经之途，如是，中医行

业的发展前景将会更加广阔。

            永春一中校友会厦门分会秘书长   郑万疆

20. 如果做到中医人联网智慧化，现代化、中国文化必然

成为世界文化的主题，中文将成为全世界的通用语言，中国的

华佗、张仲景等名医也能像孔子、耶稣一样受到举世爱戴。            

 厦门牛庄合唱团总指挥、钢琴家   黄卫平

人联网——开启中医现代化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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