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悟本的“诊所”

300元的号排到2012年，1800元的号排到明年
5月21日下午，位于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中心西南门处的悟本堂门前冷清，入口的玻璃门上贴

着“禁止拍照”的提示。走进悟本堂，也没有出现人头攒动的场面，五六名咨询者围在前台。
“现在预约的人太多，已经不能挂号了。要不你两个月以后再来看看吧。治高血压可以跟

着张老师的方法，回家吃点生茄子，喝绿豆汤，自己先调理着。”前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悟本
堂只有张悟本一名坐诊专家，300元的号排到2012年，1800元的号排到明年。

工作人员还说：“挂号不行，但可以进入康复营进行康复训练。这个训练可以与张老师面对
面进行，由他来制定食疗方法，还可以和张老师合影留念。不过想报名康复营也要等半个月左
右，费用为10天9800元。还有一个月的康复训练，每人每期3万元，陪护人员每人每期1万元。”

一对中年夫妇从康复营中走出，对于近万元的康复训练有些难以接受。“我们进去看了，里
面有人在训练，双手合十，像是练气功似的。门就开了一条缝，没让我们进去。我还没看清里面
有多少人的时候，门就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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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悟本的背后

有个利益链帮他运作
“按着目前的表现，张悟本后面应该有一个文化公司帮助他运作。”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文化公司负责人说，有很多电视节目除了制作团队外，背后还有一个招商团队负责商业运作，
“很多文化公司和对象谈合作都希望有个‘身份’，也就是说，文化公司要挂靠在一个栏目，才更
有说服力。”

这位负责人认为，文化公司会把他们的资源推荐给电视台，甚至会垄断这个栏目。嘉宾由
电视走红后，通过其社会影响力再去发行图书，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对于一个新节目，它本身也
需要能够“剑走偏锋”的嘉宾。

“一些新播出的节目也需要炒作，它和那些慷慨激昂的嘉宾形成了互相提升的目的。节目
收视率高了，广告收入自然增加，电视台就会从中牟利。”

“在一些大的电视台做保健养生的节目，嘉宾一般都要给电视台付费，这就好像是一个真人
秀一样。一期节目的价格，一般都在十几万到二十几万。”该负责人介绍，嘉宾通过电视走红，他
的付出很快就会成倍地收回。文化公司会帮他策划后面出书等活动，从中收取不菲的策划费
用。“老百姓很有热情地埋单，电视台、嘉宾、文化公司三方获利。” 综合《北京晚报》《生命时报》

张悟本的《把吃
出来的病吃回去》，
首次印刷于 2009 年
10月，在2010年4月
进行了第二版第二
次印刷。在一些大
型 书 店 ，甚 至 专 门
辟出一块展台摆这
本书。

一位出版社工
作人员介绍，出版社
和作者签的合同有
两种，一种是版税合
同，另一种是一次性
付款的合同。

“一般的作者版
税 合 同 只 能 拿 到
8%，非常知名的人甚
至能拿到 15%的版
税。”这位工作人员
算了一笔账，如果按
着其书上标明的销
售百万册计算，每本
书售价35元，加上版
税，他出书获利实在
可观。现在据说销
量 已 经 不 止 100 万
册，他可以获得的利
益就更加巨大。

张悟本出书
获利可观

张悟本的方子

“每个人的药方上都要求补钙”
作为湖南台的忠实观众，杨小姐看到《百科全说》后立刻被吸引进去。“开始只是觉得张悟本

这个人挺好玩儿，看节目的时候也当是娱乐节目来看。”后来，听到能治高血压、脂肪肝这些常见
病，杨小姐开始认真了。

杨小姐托人挂了张悟本的号，和老公一起来寻医问药，来到悟本堂后看到大门上贴着一行
标语，提示来者这里并非医疗机构，不把脉，只提供食疗方法。

杨小姐说，张悟本看病时也像他在电视上开讲，经常询问几句身体情况后，就落在“这不就
对了吗，多吃绿豆，吃生茄子”，然后再开点其他方子。在观察同来的挂号者后，杨小姐说，她发
现基本上每个人的药方子上都写着要补钙，而出了屋门马上就能看到一个卖钙剂的柜台，不少
中老年人都成盒地购买。

张悟本的身世

中医世家？确证为针织厂下岗工人
6岁开始随父学习中医，食疗临床经验20余载，并任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华中医药学

会理事、北京悟本堂中医研究院掌门人，人称“中医食疗第一人”和“京城最贵中医”。
关于张悟本的出身，近日，某论坛网友爆料称，张悟本原为北京市第三针织厂职工（现为铜

牛集团），其妻子和父亲都是该厂员工，并非出自“中医世家”。
为查明真相，记者曾到张悟本曾经的住所、北京东三环边上的某小区暗访，碰巧遇到一位在

此住了近20年的老先生。
他得知记者来意后称：“你说的是张悟本啊，我也在电视上看到了。当时我还挺纳闷的，这

不是老张他儿子吗？还挺能白话的。”
这位老先生表示，他父亲是会给人按摩、针灸什么的，但没听说是中医世家，我们在这里住

了这么多年，也没找他们看过病。
此外，还有两位曾经也是北京市第三针织厂职工的女士表示，张悟本确实曾为该厂职工，其

妻子和父亲也是。
其中一位女士说，张悟本当时和她在同一个车间，他主要负责维修机器，并不是医生，可能

是下岗之后才去学的。
对于“他父亲是否任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另一位女士摇着头，意味深长地笑着道“没听

说过”，并表示张悟本以前倒是卖过保健品钙片。

张悟本的头衔

“他不是中医科学院的人”
张悟本的众多名头中，有一个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技合作中心首席食疗推广专

家”。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主页中搜索，找不到与其相关的任何消息。中医科学院的一位工作
人员表示：“他不是中医科学院的人，只是中医科学院下属公司外聘的坐堂医生。”

张悟本自报的教育经历是：“1981年，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医
药专业。”《生命时报》报道称，北京医科大学现已归属北京大学医学部，该部负责学籍管理的马
老师表示，1981年，该校无毕业生毕业；1981年入学的学生里面，也没有找到叫张悟本的人。北
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一位老师告诉记者，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确实开过中
医药专业，也确实有个叫“张悟本”的学生。不过，当时这个专业国家不承认学历，是函授性质，
不用脱产，主要是自学，开卷考试。

记者在卫生部网站中未查到张悟本有行医资格。

张悟本和他的畅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