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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VisionVision

王明昌指出，这20多年以来发展的、临

床验证的、无侵入性的复健科学，就是涉体

表的随意肌不随意症状的复健科学。它与

当今研究发展的生命机制临床医学是完全

不同的“原因论”，它是人类特有的大脑新

皮质记忆，学习发展出人类当代的生活机

制记忆应用科学，所以，它是“基因应用复

健科学”“生活机制医学”，是一门易学、易

懂、极具价值的新发展医学。

王明昌研究发现，任何生物体生存在

地球上、宇宙光下，都有品种的、来自祖先

遗传的记忆。而人类从最原始时代就有品

种之分，就算同为黄种人，又有各种不同系

种之分……这些祖先的品种记忆，就是遗

传的基因记忆。人类的遗传基因记忆，就

是来自于千古亿万年人类基因对应地球地

心引力发展出来的水平平衡能力，而能站

起来生活的直立人基因记忆，所以人类有

地心引力的重力感知，因而有水平感知发

展的直立人垂直感知，当来自于地心引力

的重力感知，与来自直立人神经记忆的垂

直感知吻合为重力与垂直感知时，人类就具

有水平轴（x轴），与垂直重力轴（Z轴）的生

存机制。这是千古以来，人类生存在地球上

的生存机制。

同时，生存在地球上的动物，生命体都

具备品种的生存机制记忆，这是动物的神经

记忆，就是来自千古亿万年发展出来的旧

脑、古脑记忆。不同动物的神经记忆对应宇

宙光下发展的“脑波、神经电磁波”，各有不

同的对应能力，就发展不同的生活机制。人

的大脑皮质神经电磁波又称脑波，是地球上

最具威力的脑波。所以，人们的记忆、学习、

思维、研究、发展、应用能力，是万物之王，更

可说人类的脑波远胜于万物，人类的脑是新

脑（也有旧、古脑），是万物无法比拟的大脑

新皮质。

人类正因为有了大脑皮质，所以每一个

人，包括亲兄弟姐妹，出生后，就出生条件，

生活条件、环境因素等，由基因主导当代大

脑皮质记忆、学习、思考、研究、发展、应用，

从而发展出人人相异生活机制。

王明昌说，“同一父母亲生的兄弟，因各

自努力，而发展差异很大的生活机制。所

以，人类社会是有差异的社会。”

他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人类当代的生活

机制都是出生后，从小记忆、学习、应用出来

的生活机制。反之，任何生活机制功能障

碍，痛苦无法正常生活时，如半身（侧身）瘫、

单侧下肢无支撑力、三叉神经功能受损或眼

神经第三、四支脑干功能受损，散光性弱视、

植物人等，非一般临床医师所能医治，而是

生活机制医学范围，因为，全是脑神经记忆，

学习失忆所致。应对失忆的症状，可把年轻

时的生活机制，通过科学方法从大脑调出，

再一次植入神经记忆，就可康复。

近期，王明昌在医学期刊《健康世界》发

表的一篇学术论文《脑神经记忆、学习和应

用科学的动机与历史过程研究》中，阐述了

生活机制与生命机制的差异与辩证关系，揭

示了生命机制是生命体必须维护的恒定机

制，而生活机制则是亿万或千兆的片断生活

表现衔接或随时机变的、无可预测的，并力

图将两者加以磨合与交融，为医学发展和人

类健康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文中指出，“一个是可变、可应变的生活

机制，一个是恒定的生命机制，两者之间会发

生互动或互为因果关系的生理对应。健康的

生命机制，可以是多姿多彩生活机制表现的

载体。反之，自信、活泼、有条有理的生活机

制，或依生理需求、生理机变点也可修变生命

机制更健康、更有效律的生活。”而目标和愿

景是，“推动中国本土开创的生活机制医学，

与西方开创的生命机制医学磨合共融，可实

现引领医学走向的无侵入性未来医学。”

破解供需矛盾 助力“健康中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面临的主

要矛盾作了新的界定，指出：“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说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视力健康

似乎是“从来未被忽视，从来未能解决。”

我国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

超过一半之多，并逐年增加，青少年近视

率高居世界第一，小学生的近视率也接近

40%。相比之下，美国中小学生近视率仅

为10%。

2016年发布的我国首份系统研究视觉

健康的白皮书《国民视觉健康》指出，高度近

视容易产生各类眼底病变，造成严重的永久

性的视功能损害。近视的可遗传性和家族

聚集性会影响我国未来的人口素质。

王明昌谈到，有人说近视眼已成为人人

重视的疾病，还有全国人大代表说近视的问

题甚至严重到威胁到了国防安全，呼吁国家

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大对近视防控的基础和

临床研究。我们看到，《“十三五”全国眼健

康规划（2016—2020年）》指出，“到2020

年，重点在儿童青少年中开展屈光不正的筛

查与科学矫正，减少因未矫正屈光不正导致

的视觉损伤。每个县均有合格的验光师提

供验光服务。”这说明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

社会民众，都无法不重视眼健康问题，也都

在积极地寻找应对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

法，但其中的难度也可想而知。而我们的

“生活机制医学”却能为矛盾和问题提供理

想的解决方案。

为了让前沿科学在更多地区落地生

根，普惠于民众，王明昌奔波的步子从未停

歇。他所到之处，常常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大家一方面想对“复健泰斗”的神奇科

学一睹为快，另一方面又期待着解决现实

中的疑难病例。对于大家的不同诉求，王

明昌都认真对待，他幽默风趣的言谈，深入

浅出的讲解，平易近人的行事作风，让人既

敬重又备感亲切。

散光性弱视，是世界科学界亟待攻克的

难题。王明昌通过大量数据支撑和临床实

践观察发现，散光性弱视者，从出生就因不

同屈率角膜投射到视网膜上两张图像不能

融相在脑干，因而无法发展远视力景深记

忆，终身无法看远。通过无侵入性医学方

法，6天时间可在脑干重构终生远视力景深

记忆，为科学解题创造了新的理论遵循和实

践方案。

在各地眼科医生、复健师和懂得一些专

业知识的群众所问到的问题中，“抑制眼轴

成长”常被提及。对此，王明昌表示，眼轴是

人类出生后，必要的视力发展、生活机制发

展自然生理机制，一个人的正常轴生长生理

机制是从出生后一直成长到20岁，就不会

再继续成长。但是，人的眼轴有病毒感染、

有生理对应，也有人工加工使眼轴停止成长

的事实，由此可知，人的眼轴，可以依视力发

展的需求，设计人工加工的抑制眼轴成长的

方法，这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机制医学。

“需要提示的是，当今眼科医师往往选

择给远视儿童的眼睛配戴凸透镜，殊不知这

会拉大双眼不等视，使高度近视和弱视随之

而来，而且会使之提早老花，且戴凸镜无法

凝视记忆，凸透镜还因为聚光的特性会在强

烈的阳光下灼伤眼睛，这值得注意。”王明昌

特意指出。

对于抑制眼轴成长，王明昌在课题研究

中的方法是：在脑干修变生理机制行为。而

这生理机制的修变，需要靠扳机点到靶点来

达到目的。利用眼视觉做扳机点，来影响脑

干生活与生命整合中心的靶点，来改变生活

机制甚至影响生命机制，这是未来医学何以

脑干科学是重点、是主轴之因。

针对目前大多数眼科在给儿童检查视

力时，都采用检影或散瞳的方式进行验光，

很多孩子被确诊为轴性近视，王明昌认为这

种做法是不准确的。而根据这样的检查结

果将孩子近视的原因归结为看电视影响，也

是不太科学的。王明昌认为，点散瞳剂、禁

止看电视、戴凸透镜，都非常影响甚至破坏

孩子视感觉的发展。“孩子在满八岁前，大量

看电视有助于提升孩子色感，发展视感觉。

因为人脑是特有的，和一般动物不同，孩子

出生后要发展视感觉神经，八岁以内的儿

童，看电视能有利于印迹色感，发展视感觉

神经。当今的液晶显示器辐射效果已经很

小，在孩子看电视时，电视画面的闪烁有助

于提高孩子眼睛的敏感性，丰富的色彩对孩

子色感神经的发育也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同时，看电视时眼球在动，晶体也在变化，对

儿童视力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发展“生活机制医学”，需要人才的传承

与弘扬，为此王明昌凝聚了一批“生活机制

医学”终身研究工作者，他们与王明昌教授

相识、相知，在共同价值观和使命、事业的融

合中，紧紧地站在了工作的最前沿、社会的

最前沿。

正如上海照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

代表刘宗山医师所言，“我是2012年一个偶

然的机会接触到王明昌教授所开创的‘生活

机制医学’，通过不断地参加学习、论证、坐

堂，并将王教授的这套科学理论运用到实践

中，成功地解决了很多以往临床无法解决的

问题，这让我坚定了跟随王教授推广‘生活

机制医学’的决心，我将把传承这项最新医

学当作一生的事业来做。”

今年，王明昌已经77岁了，这个年龄本

该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时候，但为了那

份责任和使命，他依然每天精神矍铄、不知

疲倦地忙碌着。他曾说，靠我一个人的力量

是无法走向未来医学的，我们要把现有的优

势医学理论融合起来，把优势人才联合起

来，才能实现共同发展。我们不能以“生活

机制医学”为满足，我们要以“未来医学”为

满足。服务社会，助力“健康中国”，是我们

永远的工作准则。

今年，王明昌在科学追求上又有“新动

作”，将深度研究应用基于双眼远近可随意

聚焦、集合自宜的“眼窝科技”，为青少年一

代的清朗视界和无镜之扰筑梦。

晚清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

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

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

也。的确，没有登高望远，无以确定有价值

的探索目标；没有对目标的迫切愿望和自

信，难以面对征程的漫长和艰辛；没有千百

度的上下求索，不会有深切的感悟和超常的

成就。

对王明昌教授来说，不论是做事还是做

学问，他用行动诠释了价值，用作为赢得了

人生境界的高远，用奉献托举起人格和灵魂

的高尚。他无愧于时代和钟爱的事业。

（本文配图由上海照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

担当科学与健康使命的“光明使者”

给眼睛多一份关爱
让心灵多一片晴空

□ 王林强

6月6日，是什么日子？——“全国爱眼日”。今天，

当我们谈爱眼护眼、视力健康，比以往何时候都格外不

轻松！

请收起所有的漠不关心、掉以轻心！或许你会说，

我视力好得很，看什么都没有问题，视力问题与我何

干？或许你会说，戴眼镜者人山人海，这是不是病的

病，多我一个又如何？也或许你会说，实在想把眼镜摘

掉，但又有什么靠谱的办法？认吧。然而现实并没有

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许许多多的家长正为孩子的视

力问题四处寻医、愁肠百结；有的人想参军、想当飞行

员等，但视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理想在现实面前

遭遇“滑铁卢”；有的正被不良视力所长期困扰，给人

生、事业和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不仅如此，君不见现

实中蔚为壮观的“眼镜侠”队伍，随处可见的如痴如醉

的“低头族”、重度“网虫”，还有不正确姿势看书、熬夜、

酗酒、抽烟等伤害眼睛的行为……抬头间，恍惚中，不

是世界变得一片朦胧，而是我们常在有意无意中“过度

消费”自己的眼睛了！

“中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6亿，高中生和大学生的

近视率均已超过七成，小学生的近视率也接近40%，我

国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而这个数据还在逐年

攀升。”这是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的数

字。对此，我国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实施科学教育，通

过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加强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

而在1996年，卫生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国残

联等12个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爱眼日活动列为国家节

日之一，确定每年6月6日为“全国爱眼日”。

有道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古人有许多描述眼

睛的词句，比如：“明眸善睐”，“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

国”，“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目光如炬”等，女人的柔

美、男人阳刚，尽显于此。然而，当鼻梁上悬挂了眼镜

这个物件，那种原生态的美感多少要打点折扣了。

近年来，市场上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视力复健机

构，不少医疗机构也在视力防治上努力探索和实践，给

人们带来了帮助和希望。毋庸置疑，市场是块“试金

石”。当上海照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王明昌教授及其

“基因应用复健科学”“生活机制医学”异军突起亮相于

市场和科学界，以全新的理念和康复介入方式显示出独

特性、优越性时，赢得了大量的拥趸。尤其是科学理论

和实践呈现出的自然、无侵入性特点，真正让众多求助

者如遇甘霖、如沐春风，打心眼里叫好！效果至上，体验

第一，事实胜于雄辩。

王明昌开创新医学理论、新实践模式及成功经验，

给人诸多启发。首先，科研方向的选择至关重要。作为

一位研究工作者，如何立足个人的优势和强项，选择最

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是识见、水平和格局的体现。王明

昌研究的脑科学，是前沿科学，同时也是社会迫切需要

的科学，他先见先行，创新引领价值和社会意义不言而

喻。其次，科研是一项高风险活儿，或许投入了许多人

力物力却是付诸东流，或许现实中这样那样的困难让人

不战而降，也或许呕心沥血诞生出的技术和成果，并不

怎么的高明，没有生命力和适用性。然而，王明昌在科

研中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和挑战，咬定青山，决不妥协，这

样的攀登精神难能可贵，也刻画出科学家的纯粹品质。

再次，饱含民生情怀才能创造更大价值。面对王明昌的

科学成果，有的机构和利益集团或是意图高价收买，或

是以拉拢方式单纯想尽快获得经济利益，但王明昌不为

名缰利索所困，追求让真正的科学掌握在真正干事的人

手中，真正为社会民众解除疾苦尽力尽责。如此的格调

和抱负，又怎不是一种为国分忧、为民担当的爱国主义

和民族精神体现？

给眼睛多一份关爱，让心灵多一片晴空。我们相

信科学的力量，尊重为科学而俯首躬耕的拓荒者。在

面对视力健康如此严峻的局面下，惟其奋起，方能改

革，和谐幸福，惟从平衡与创造中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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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严谨求实的专题讨论

公司核心研究发展团队：王明昌（左一）、

刘宗山（中）、刘振灏（右一）

科学施教培养自然复健人才队伍 依托规范化运动训练进行复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