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薏苡仁
□黄新生

薏苡仁泛珠玉光，
马革裹尸受冤枉。
伏波将军功劳著，
味甘且淡性气凉。
健脾止泻有良效，
渗湿除痹常入方。
若与苇茎桃仁伍，
肺内痈毒一扫光。
超市药店人济济，
食用药用两飘香。

注：薏苡仁味甘、淡，性凉，归脾、胃、肺经，
具有健脾止泻、渗湿除痹、清热排脓的功效，临
床用于扁平疣、传染性软疣、坐骨结节滑囊炎、
慢性阑尾炎等疾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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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节气前后，人体血液处于旺盛时期，激素
水平相对较高，总的膳食原则是保持寒热均衡。
孔子有“不时不食”之语，意在提醒人们多吃时令
果蔬。春分前后，韭菜、芹菜是时令菜中的佳品。

温阳补脾肾吃韭菜
韭菜有“春食则香，夏食则臭”之说。春分前

后，韭菜正是鲜嫩好吃之时。韭菜味甘、辛，性温，
有补肾益胃、充肺气、散瘀行滞、安五脏、行气血、
止汗固涩等作用。现代药学研究表明，韭菜含有
挥发性的硫化丙烯，因此具有辛辣味，有促进食欲
的作用。在老百姓的餐桌上，以韭菜为主的佳肴
有很多，这里为大家推荐两道菜。

核桃仁炒韭菜
取核桃仁30克（去皮），放入芝麻油中炒至微

黄，然后放入适量食盐，再加入韭菜120克，炒熟即
可装盘。

这道菜源于《方脉正宗》。在这道菜里，核桃
仁与韭菜同用，甘辛温润，补肾助阳功效甚佳，可
用于肾虚阳痿、腰酸尿频等。

韭汁牛乳汤
取韭菜250克，生姜30克，切段或捣碎后用纱

布包起来，绞取汁液；加入牛乳250毫升，加热煮沸
后即可食用。

这道菜源于《丹溪心法》。在这道菜里，牛乳
能补养胃气，生姜可温中化痰止呕，韭菜能开胃降
逆、散瘀，可用于脾胃虚寒、呕吐少食、噎膈反胃、
胸膈作痛等。这道菜再加上梨汁、藕汁，就是五汁
安中饮，能增液润燥、化痰开结。

芹菜药食两相宜
芹菜是人们喜食的蔬菜品种，性凉，味甘、辛，

可用于清热除烦、凉血止血等。芹菜是药食两相
宜的食物，有平肝降压、镇静安神、利尿消肿、防癌
抗癌、养血补虚、减肥消脂等功效。人们在食用芹
菜的过程中，创造出多种烹调手法，这里为大家推
荐两种。

糖醋芹菜
取芹菜500克，去叶留茎洗净后，入沸水汆过，茎软即可捞起

沥干，然后切段，加入糖、盐、醋拌匀，淋上芝麻油即可。
这道菜酸甜可口，能够去腻开胃，具有降压、降脂的功效，高

血压病患者可经常食用。
芹菜黄豆粥

取120克芹菜，洗净、切段后放入沸水中焯熟，捞出过凉后控
干水分，放入碗内，加盐、味精、姜丝、蒜末、米醋、芝麻油拌匀备
用；将50克黄豆、100克大米去杂、洗净，放入芹菜汤中煮粥，煮
熟即可食用。食用芹菜黄豆粥时佐以凉拌芹菜风味更佳。

芹菜有平肝明目、祛风利湿等功效；黄豆有宽中下气、利水
消肿等功效。

芹菜虽好，但服用时应注意：一般人均可食用，但脾胃虚寒
者、肠滑不固者、血压偏低者、婚育期男士应少吃，因为芹菜具有
杀精功能。

（国家级名老中医崔公让著《中华饮食文化与健康》）

恩情常会给人一种矢志不
渝的力量。对于钱乙的救命之
恩，800 多年前，许昌人阎季忠
秉承圣人之训和博爱之心，费尽
心血，把即将失传的绝学锻造成
了天地之间的永恒。

北宋宣和元年（公元 1119
年），位于现在山东的东平县由
郓州改为东平府，政府驻地设在
须城（今为东平县辖区）。同一
年，五六十年前跟随父亲在须
城、幼时多次被东平县医生钱乙
从病中救过来的阎季忠，搜集整
理的有关钱乙诊治小儿疾病经
验的著作《小儿药证直诀》，在开
封正式问世。这部现存最早的
中医儿科学专著第一次系统地
总结了儿科疾病的辨证施治方
法，确立了中医儿科的诊疗体
系，造就了钱乙“幼科冠绝一代”

“幼科之鼻祖”的医史盛名。
北宋嘉祐年间（公元1056~

1063年），因为科举考试成绩优
异，阎季忠的父亲被选派到须
城做官。刚到须城不久，年幼
的阎季忠便患上了惊疳（即心

疳）。眼看着儿子服用过很多
县城名医开的汤药后仍高热不
退、口舌生疮、面黄肌瘦，阎季忠
的父亲万分着急。碰巧，当地同
事来拜访阎季忠的父亲，得知孩
子的病情后，建议请年轻医生钱
乙前来诊治。

此时跟随姑姑住在须城乡
下的钱乙，在身为医生的姑父的
教导下，从读儿科医书开始，潜
心学习各种中医药典籍，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医术精湛。很快，
钱乙被邀请到阎季忠的家里。
钱乙简要询问了病情，查看了阎
季忠的舌头，号脉后开具了一个
与之前医生开具的完全不同的
处方。

面对阎季忠父亲的疑惑，钱
乙解释说：“小孩子脏器娇嫩，要
尽量少用辛燥性质的中药。如
果非要用辛燥性质的中药，就必
须同时配伍柔润养阴的中药来
调和。此外，用药时还要注意保
护好孩子的脾胃。孩子先前服
用的药物多是温燥、寒凉之品，
而且不注意照顾脾胃，所以控制

不住病情。”听完钱乙的话，阎季
忠父亲紧皱的眉头逐渐舒展开
来，立即派人照方抓药。

果不其然，阎季忠服用过
钱乙开的汤药后，病情很快好
转，最终痊愈。在随后的岁月
里，阎季忠在患上重症多次性命
攸关时，都是钱乙救了他的命。
为了预防阎季忠再患相同的急
危重症，每次钱乙为阎季忠看
完病后，阎父都会把处方珍藏
起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多次听
父亲说起自己年幼时生病、钱乙
妙手回春的事情后，阎季忠暗下
决心：一定要让恩人的验方学术
惠及更多人。同时，阎季忠开始
研读医书，背诵中药的性味、归
经。经年累月，阎季忠的医术也
变得很高明。亲戚、朋友、同事，
谁得了病都会找阎季忠看病；每
次诊治疾病，他多能药到病除，而
且擅长诊治儿科疾病。

北宋大观（公元 1107~1110
年）初年，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
的阎季忠在汝海（今河南汝州）

做官，辗转工作和宦海沉浮并没
有磨灭其最初报答恩人的梦
想。此时的他也在生活和工作
中深深体会到，做一名良医，尤
其是非常优秀的儿科医生非常
不易。于是，他下定决心，着手
搜集钱乙的验方。阎季忠通过
上门拜访、写信求助等方式，从
钱乙诊治过的亲戚中得到钱乙
看病的验方几十个。

后来，阎季忠被调到京城开
封担任宣教郎。在此期间，他搜
集到不少有关钱乙诊治儿科疾病
的验方，这些都是钱乙晚年诊治
疾病的精髓。不过，由于传抄失
误，阎季忠对比不同版本的验方，
发现内容出入较大。为了让“幼
者免横夭之苦，老者无哭子之
悲”，以及传承钱乙的医术，阎季
忠把工作之外的所有闲暇时间都
用来整理钱乙诊治疾病的验方。

在编辑整理过程中，阎季忠
删掉杂方中重复的部分，更正讹
误的部分，把不通顺的语句修改
成规范的学术语言，再加上自己
之前所得的验方等，按照“上卷

脉证治法，中卷记尝所治病，下
卷诸方”的体例，附上自己诊治
儿科疾病的心得和钱乙学生董
及之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经
过无数个日夜的操劳，终于在钱
乙去世后编辑成册，取名为《小
儿药证直诀》。

《小儿药证直诀》上卷收录
儿科常见病证治 81 条，中卷收
载典型病案 23 个，下卷列载方
剂 124 首，从理论、诊法、辨证、
治法、方药等5个方面比较全面
地揭示了钱乙在小儿病理生理、
诊法辨证、治则治法和临证用药
等方面的成就，是世界上现存的
第一部儿科学专著。

每次捧读《小儿药证直诀》，
像无数个跋涉在岐黄之路上的
后生一样，笔者都能感受到阎季
忠的孜孜以求和仁慈之心，并从
中获益良多。正是得益于他的
不懈努力，流转的时光和大师的
仁术才变成清风明月般不朽的
传奇，给后世患儿带来无尽的福
祉，给杏林道义根脉以最好的诠
释。

很多经常说话的人都有慢性咽
炎，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某年
某月某天，说话比较多，口干舌燥、
浑身燥热之际，喝一杯凉凉的茶水，
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字儿——爽！

然后，这个人就会出现这种情
况——跟别人说话时状态非常好，
滔滔不绝；回家后却跟泄了气的皮
球一样，一句话都不想说。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
篇》记载：“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
辟积于夏，使人煎厥。”这句话是说，
人体的阳气，在人精神过度紧张和机
体过度疲劳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亢盛
（“打鸡血”状态），而阳气亢盛，必然
会大量消耗阴精（容易导致皮肤干
燥、口燥咽干、消瘦等）。如果长期如
此，人体的阴精就会越来越虚空，阳
气相对来说就会越来越旺盛，这样就
会形成恶性循环，一旦真阴耗竭，就
会引发厥证——心脑血管疾病。

那么，慢性咽炎患者该怎么办
呢？

首先，说话时要注意发音方式，
避免导致口干舌燥的情况发生，具体
方法可以咨询声乐老师、五官科医
生。

其次，要注意保护嗓子，千万不
要在口干舌燥的时候喝凉开水或者
清热泻火药制成的凉茶。俗话说：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就是说，人
说的话多了，往往会使自己陷入困境之中，还不如保持
沉默，把话留在心里。殊不知，这句话也蕴含了保护嗓
子的真理！

人类学会使用语言进行沟通后，越来越多地借助
语言进行交流，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越来越麻烦：如果想让别人信服自己说的话，还需要进
行多种论证加以解释！如此一来，话越说越多，越难停
下来休息一下。

最后，大家还要经常喝红茶、黑茶等。笔者建议在
茶中加入适量的麦冬、胖大海、金银花等，这样能起到
治疗慢性咽炎的效果。

我国宋朝有一个名叫李东
杰的官员。他为官清廉，刚正
不阿，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被
贬到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当县
令。

这个小县城地处偏僻山
区，无人愿意到此为官，即使在
此做官也是走马观花，不会超
过一年。李东杰来到小县城的
县衙后，看到衙门破旧不堪，值
班的衙役也无所事事，积累的
案卷竟有数米之高。

李东杰上任后，第一件事
就是整顿吏治，颁布了严厉的
政令，严厉打击玩忽职守的官
员。此外，他还将积累的案卷
重新开堂审理，将以前的冤假
错案一一平反，得到当地老百
姓的赞扬。此后，县里治安环
境大为好转，老百姓安居乐业，
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

一年夏天，由于大旱，县里
的粮食产量大减，大量难民外
出乞讨，县里的治安环境随之
恶化。李东杰看到这些心急如

焚，便向朝廷上书请求减免当
地当年的赋税，并开仓放粮赈济
灾民。那年冬天又逢大雨雪，老
百姓的生活再次陷入水深火热
之中，不断有人饿死、冻死。

为了让老百姓饿死、冻死
的悲剧不再发生，李东杰亲自
带领各级官员将粮食和柴草送
到每家每户，帮助老百姓挨过
那个冬天。

李东杰所在的县城位于山
区，很多时候他必须翻山越岭
去送粮食和柴草，有时候还要
涉水。由于长期的劳累和严寒
的侵袭，李东杰患上了严重的
风湿病。但是，他为了不影响
工作，每次都忍着病痛给老百
姓送东西。在一次送粮食的途
中，李东杰的风湿病又犯了，双
腿疼痛难忍，无法伸直行走，众
人便将他抬起来去找大夫。

大夫为李东杰诊治后说：
“李大人，您的病拖延得太久
了，又没有及时得到治疗，以后
恐怕您难以行走了，老朽也是

无能为力啊！”
老百姓看到李东杰为了他

们如此操劳，以后恐怕都不能
再行走了，纷纷落泪。就在这
时，一个老药农走上前来，说：

“李大人的腿是为了我们这些
穷苦百姓才这样的，我常年在
这个山里采药，也许这味药能
治李大人的腿疾。”说着，老药
农从背篓里拿出一把草药来，
煎煮后让李东杰服下。李东杰
服药后觉得腿痛好了很多；几
天后，李东杰的腿痛消失，他也
能下床走路了。

对此，李东杰觉得很好奇，
便问这个草药叫什么名字。老
药农说，他们当地人叫这种草
药山猫儿。李东杰觉得这个名
字不好听，也不能说明其特性，
便为其取名为伸筋草。

伸筋草，又名石松、过山龙
等，味微苦、辛，性温，归肝、脾、
肾经，有祛风湿、舒筋活络的功
效，可用于风寒湿痹、关节酸痛、
屈伸不利、跌打损伤等的治疗。

《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玄
德进位汉中王 云长攻拔襄阳郡》
中说，关羽“假寐于帐中。忽见一
猪，其大如牛，浑身黑色，奔入帐
中，径咬云长之足。云长大怒，急
拔剑斩之，声如裂帛。霎然惊觉，
乃是一梦。便觉左足阴阴疼痛，
心中大疑”。此外，关羽爱饮酒。
笔者认为，文中描述的关羽脚痛
的症状颇像痛风急性发作时的症
状。

痛风是体内嘌呤代谢紊乱引
起的一种代谢性疾病。嘌呤是人
体核酸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来
源于食物，部分在体内合成，经代
谢分解后形成尿酸，最后通过肾
脏排出体外。若体内尿酸产生过

多或排泄减少，就会导致血中尿
酸浓度升高，进而引发高尿酸血
症。

痛风最常见的首发症状是剧
烈的跖趾关节痛，关羽梦见大猪
咬足就是这种表现。中老年人爱
吃动物内脏、牛羊肉及海产品等
高嘌呤食物，又喜欢饮酒（尤其是
啤酒），体内嘌呤就会产生过多，
尿酸亦会随之增多。当尿酸超过
肾脏的排泄能力时，尿酸就会聚
积在组织及体液中，形成尿酸盐
结晶析出，沉着于骨、软骨、关节
及皮下等组织中，起初产生红肿
疼痛等症状，常累及跖趾关节，多
在夜间发作。

痛风大多发生于30岁以上的

男性，女性常在绝经后发病，男女
发病之比约为20∶1。痛风转为慢
性痛风时，殃及的关节较多，且关
节多畸形或僵硬；痛风患者发生
心肌梗死、高脂血症等的概率也
会大大增加。

痛风的防治方法是：
少吃高嘌呤食物 除文章前

面提到的动物内脏等食物外，人
们也应减少扁豆、豌豆、菠菜、菜
花等食物的摄入量。

多饮水 多饮水能增加尿
量，进而促进尿酸的排泄。

戒酒 饮酒易导致嘌呤堆
积，因此戒酒对预防痛风至关重
要。此外，肥胖、睡眠不足、过度
劳累、紧张等均可促使痛风发作。

伸筋草
□张 健

中药传说

征 稿
您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说您与中医药的那些事，

或者写一写身边的中医药故事，推荐您喜爱的中医药书
籍。

《关于节气》《养生堂》《中药传说》《读书时间》等栏目期待
您来稿！

联系人：索晓灿
投稿邮箱：52548029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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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20日是春分节气。由于春分节气平分了昼
夜、寒暑，人们在养生时应注意保持阴阳平衡，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选择能够保持机体平衡的膳食，多吃一些温补阳
气的食物，以使人体阳气充实，增强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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