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时间

■读名著 品中医

■中药传说

杏 林8 2019年7月30日 星期二

责编 杨小玉 美编 杨小玉中医药周刊

本报地址：郑州市金水东路与博学路交叉口东南角 邮政编码：450046 电话区号：0371 广告发布登记证号：郑东工商广发登字第009号 照排：本报编辑部 印刷：河南日报印务中心（地址：郑州经开区第三大街168号） 定价：全年190元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杏林撷萃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
雄，关公赚城斩车胄”中写道：时当盛暑，粮食
尽绝，只剩麦三十斛，分派军士。家人无食，
多有饿死者。这里的麦是大麦和小麦的统
称。

大麦，又名倮麦、饮麦、来膊麦，为禾本科
植物大麦的成熟果实，我国各地均有栽种。
中医认为，大麦性凉，味甘、咸，入脾、胃经，具
有健脾消食、清热利水之功效；适用于脾胃虚
弱，食积饱胀，烦热口渴，小便不利，淋漓涩痛
等。《名医别录》言其“主消渴，祛热，益气，调
中”。《新修本草》言其“平胃，止渴，消食，疗
胀”。《本草经疏》言其“功用与小麦相似，而其
性更平凉滑腻，故人以之佐粳米同食。或歉岁
全食之，而益气补中，实五脏，厚肠胃之功，不
亚于粳米矣”。大麦发芽晒干者名麦芽，其性
平，味甘，入脾、胃、肝经，具有消食和中、通络
回乳之功效。《本草纲目》言其“消食和中，破
冷气，去心腹胀满”。若产后食欲不振，不宜
选用炒麦芽，以免回乳。

小麦，为禾本科植物小麦的成熟果实，我
国各地均产，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
药用，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中医认为，小
麦性凉，味甘，入脾、肺、心经，具有养心祛烦、
健脾益肾、祛热止渴之功效。小麦能养心阴
而安心神，对妇人脏躁，精神不安，悲伤欲哭，
烦热消渴，脾虚泄泻等疗效甚佳。《本草纲目》

言其“陈者煎汤饮，止虚汗；生食利大肠”。《名医别录》言其“祛
热，止燥渴，利小便，养肝气，止漏血，唾血”。《本草再新》言其

“养心益肾，和血，健脾”。临床发现，用于养心安神，以淮小麦
为佳；用于敛汗止汗，以浮小麦为宜。

淮小麦是小麦的处方用名，性平，味甘，入心经；淮小麦的
安神作用比浮小麦强，治疗心神不宁、精神恍惚、失眠多梦、心
悸怔忡等应选用淮小麦煮粥。仲景名方“甘草小麦大枣汤”中
即有淮小麦，有养心安神、和中缓急之功效，是中医治疗脏躁症
的效方。

浮小麦性凉，味甘、咸，入心、肺经，为作用温和的止汗药，
善止一切虚汗。《本草纲目》言其“益气祛热，止自汗盗汗，骨蒸
虚热，妇人劳热”。《本经逢原》言其“能敛盗汗”。所以，补虚敛
汗，以浮小麦为宜。临床应用时应针对病情，分别选用。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远安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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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山区有家药铺。
由于方圆百里之内只有这么
一家，所以这家药铺的老板也
就成了当地一霸，不管谁生了
病来他的药铺买药，他要多少
钱就得给多少钱。

有个穷人的孩子高热，病
很重。穷人来到药铺买药，药
铺老板说：“退热得吃羚羊角，
五分羚羊角就要十两银子。”
穷人说：“求你少要点钱吧，这
么 贵 的 药 我 们 穷 人 吃 不 起
呀！”药铺老板说：“吃不起就
别吃，我还不想卖呢！”

穷人没办法，只能回家守
着孩子痛哭。这时，门外来了
个叫花子，听说这家的孩子高
热，家里又穷得买不起药，便
说：“退热不一定非吃羚羊角
不可。”

穷人急问：“还有便宜的
药吗？”“有一种药不花一个

钱。”“什么药？”“你到池塘边
挖些芦根，煎水喂给孩子。”

“芦根也能治病。”“准行。”穷
人急忙跑到池塘边，挖了一些
芦根。他回家后，把芦根煎
好，给孩子喂下去，孩子果然
退热了。

穷人非常高兴，就跟叫花
子成了朋友。从此，这里的人
们高热时，再也不用去求药铺
老板了。芦根成了一味不花
钱的中药。

芦根别称芦茅根、苇根、
芦头、芦柴根，生于江河湖泽、
池塘、沟渠和低湿地。芦根性
寒，味甘，入肺、胃经，具有清
热生津、祛烦、止呕、利尿的功
效，用于治疗热病烦渴、胃热
呕吐、肺热咳嗽、肺痈吐脓、热
淋涩痛等。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惠民
县胡集镇郑家村卫生室）

《针灸资生经》按头、面、肩、背俞、
侧颈项、膺俞、侧腋、腹、侧胁及手、足
三阴、三阳分列诸穴，根据《千金要
方》《外台秘要》等，遗缺者补入，谬误

者宗《黄帝内经·素问》《难经》以正
之。对全身穴位名称、取穴方法、体表
定位、进针深浅以及注意事项，进行了
认真的考证，纠正穴位中存在的谬误

达46处。例如对魄户穴、大椎穴、巨骨
穴、照海穴、申脉穴等穴位的定位予以
辩解；对当时取足三里穴在“膝头下三
寸”的取法，提出“恐失之太高矣”。

承前启后的针灸学著作承前启后的针灸学著作————
《《针灸资生经针灸资生经》》

□□黄新生黄新生

南宋时期，澧州（现为湖南常德）疟
疾流行，澧州教授（地方教育官员）王执
中常在公务之余，用针灸方法为百姓免
费治疗疾病。

刚开始，王执中用传统的针灸方法
治疗疟疾，发现对老年女性效果不佳。
后来，王执中给一位老婆婆治疗疟疾，虽
症状有所缓解，但总是治不彻底，他心中
很是失落。一天，老婆婆的儿子告诉王
执中，老婆婆的病好了。王执中赶快前
去一看究竟。他发现老婆婆双手漆黑，
还有许多小泡，是拔除旱莲草所致，却也
因此治好了疟疾。王执中将这个偏方记
录下来，并加以改进、规范，称为天灸。
至今，常德的中老年妇女还用王执中的
天灸治疗疟疾。

王执中（1140~1207），字叔权，浙江瑞
安人，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进士，先
后任从政郎、将作丞、将作监、澧州教授、
峡州教授等。与皇甫谧类似，王执中也
是因身体不好，开始学习医术，并且卓有
成效，在治疗好自己疾病的同时，成为一
代医学大师。王执中的医学著作有《针
灸资生经》《既效方》《读书后志》等，唯有

《针灸资生经》传世。该书对宋代针灸学
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针灸资生经》是王执中根据前代针
灸著作和民间针灸疗法，结合个人临床
经验，将针灸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
合编撰而成的一部著作。《针灸资生经》
刊于1220年，书名《资生经》，由《黄帝内
经》“人以胃气为本”和《易经》“至哉坤
元，万物滋生”而来，寓有五行土能生万
物之意。

《针灸资生经》共7卷，约15万字；第
1卷论述了头、胸、腹各部腧穴及主治、针
灸法，共收载360穴，附经穴图46幅；第2
卷论述针灸方法（针灸须药、针忌、孔穴
相去、定发际、同身寸）及定穴等，尤以灸
法为多；第3~7卷分别论述虚损、痨瘵、肾
虚、消渴等临床各科病证，共193种针灸
治疗取穴法和配方，列举针灸病案60例，
方药病案27例。

《针灸资生经》辑录了《黄帝内经》
《铜人针灸经》《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
《外台秘要》等众多典籍中的针灸学内
容，堪称宋代以前针灸学的一次大总
结。王执中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不囿旧
说，提出许多独到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
的文献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

长夏时节话养生
□胡本先

《针灸资生经》主要有以下特点

◆纠正腧穴谬误◆

一是《针灸资生经》在《铜人腧穴》
所记经穴的基础上增加了眉冲穴、明
堂穴、当阳穴、神聪穴、前关穴、督俞
穴、气海俞穴、关元俞穴、风市穴、胁
堂穴等，并且所载之穴均附有穴图，
形象地保留了宋天圣铜人的基本特

征，为进行宋代针灸铜人研究提供了
珍贵资料。

二是发展了阿是穴理论。王执中
取穴注重找压痛点，《黄帝内经》有“以
痛为腧”之说。孙思邈提出阿是穴的
概念，“以手按之，病者快然”。王执中

进一步发展了阿是穴理论，提出“不必
拘旧经病左灸右，病右灸左之说，但
按酸疼处灸之。”在阿是穴针灸，往往
收到很好的效果，这是王执中临床实
践的结果，也是阿是穴理论的运用和
发展。

◆增补腧穴，发展阿是穴理论◆

孙思邈认为，人有老少，体有长
短，肤有肥瘦，皆须精思斟量，准而折
之。王执中进一步提出“中指同身

寸”的取穴标准：“今取男左女右手中
指第二节内庭两横纹相去为一寸，若
屈指则旁取侧中节上下两纹角，相去

远近为一寸，是谓同身寸。”这种取穴
法，一直沿用至今，成为针灸学取穴
规范。

◆提出“中指同身寸”的取穴标准◆

《针灸资生经》对灸法的处方配
穴、体位选择、壮数多少、艾炷大小、施
灸顺序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对于
灸后护理，如饮食调养、清洗灸疮、灸

后促进灸疮化脓等，也有精辟论述。
具体灸法分为灸劳法、灸痔法、灸肠
风、灸发背法、膏肓俞灸法、天灸、四花
穴灸、隔盐灸、隔蒜灸、隔姜灸、隔泥

灸、附子饼灸、巴豆饼灸、艾条温灸以
及脚气八穴灸、秦承祖灸鬼邪法、小儿
胎疝灸等，可谓集宋以前艾灸治疗之
大成。

◆推崇灸法◆

在重视灸疗的同时，王执中强调
辨证论治，主张因病而宜、综合施治，
灵活地采用不同的治疗手段治疗疾

病。王执中根据扁鹊“针、灸、药三者
得兼”和孙思邈“针药兼施，针灸并重”
的观点，提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

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而不针灸，
亦非良医也”，这种没有门派偏见的思
想是难能可贵的。

◆科学看待各种中医治疗方法◆

王执中认为治病应“调理脾胃为
本”。他指出：“人之羸瘦，必其饮食不
进者也。饮食不进，则无以生荣卫，荣
卫无以生，则气血因之衰。”

《针灸资生经》的名称，既体现了
对后天脾胃的高度认识，重视脾胃的
观点，亦体现于其针灸养生之论中，

“气海者，盖人之元气所生也”“若要

安，丹田、三里不曾干”等。王执中强
调，平时常针灸气海穴、关元穴、足三
里穴等，健运脾胃，强壮元气，对健身
防病至关重要。

◆重视调理后天脾胃◆

王执中重视对民间疗法的收集，
常采用一些民间土法、验方治病，如以
煅牡蛎、炮干姜为末，外涂治疗水秃；
以葱管纳阴茎孔中，微吹以导尿等。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执中常亲自体验
针灸疗法的作用，如在谈到囟会穴时
说：“予少刻苦，年逾壮则脑冷，或饮酒

过多则脑疼如破。后因灸此穴，非特
脑不复冷，他日酒醉，脑亦不复疼矣。”
所以“凡脑冷者宜灸之”。

徐正卿在《针灸资生经》序中评价
该书：“针灸之书，至是始略备；古圣贤
活人之意，至是始无遗憾。”《针灸资
生经》因其巨大的文献价值和临床指

导价值，自刻印面世后重刊不断，清
代被收录入《四库全书》，至今某些章
节还被选作高等中医院校的教材。

《针灸资生经》流传到国外，在日本、
朝鲜等国都有刻本，具有一定的国际
影响力。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视民间疗法及实践体验◆

华佗又名华旉，字元化，沛国谯县（今
安徽省亳州市）人，是东汉末年一位杰出的
医学家，对我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后世医家尊华佗为“外科鼻祖”。

华佗自幼热爱医学，钻研医术，想做个
民间郎中，为群众治疗疾病。华佗年轻时
到处游学，刻苦学习。学成医术以后，他行
医的足迹遍及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
地。由于当时连年兵荒马乱，人们流离失
所，疾病流行，他所到之处，很受人们欢
迎。其医术也很高明，在内科、外科、妇科、
儿科的诊治中，曾创造许多医学奇迹，对外
科尤其擅长。

华佗对古代经典颇为精通，当时有人
保荐他做官，他坚辞不受。他对养生之道
颇有研究。他一般给人治病开方只有几
味药，对药性、药量了如指掌。他还用针
灸治病，扎针时用穴不多，只用一两个穴
位。他对针灸术有不少创新，他的夹脊穴
针灸至今仍为临床常用。他还能够做剖
腹、开颅、切除内脏病灶、缝合肠胃破损处
等手术。

华佗在行医过程中，发现有一种名叫
臭麻子的植物花朵（曼陀罗花）有很强的
麻醉作用，人与牲畜误服以后，牙关紧闭，
昏不知人。华佗便亲自品尝，觉得头晕目
眩，满嘴发麻，发现其根、叶、果实也有一
定毒性。他觉得这是最好的麻醉药物，就走访郎中、收集其
他麻醉的药物，潜心研究。为增强药效，他又把麻醉药与酒
配在一起，麻醉效果更好。华佗把这种麻醉药物称为麻沸
散。华佗在医学上首先采用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为患者进
行手术，将外科的范围扩大，为祖国医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
道路。

华佗有两个弟子，一个叫樊阿，一个叫吴普。他传给樊
阿一张服食秘方，名叫漆叶青黏散，系药物养生法；传给吴普
的是一套医疗体育养生法，名叫“五禽戏”，就是通过模仿 5
种动物的动作，使人体气血充足，经络通畅，以达到防病治
病、强身健体的目的。一是模仿鹤的展翅起落，伸颈回眸，同
时运气吐故纳新，可增强肺系功能；二是模仿鹿的轻捷奔跑，
灵活舒展，可增强肝胆的疏泄功能；三是模仿虎的张牙舞爪，
行走扑跃，可外练四肢，内练筋骨，有强肾固本之功效；四是
模仿猿的举臂攀缘，嬉戏腾挪，可悦心神、畅心志，能增强心
脏功能；五是模仿熊的晃动摇摆，踯躅而行，寓沉浸于舒缓之
中，可增强脾胃功能。“五禽戏”是通过人模仿以上 5 种动物
的动作而保证人体血脉通畅，使消化系统的能力加强，从而
达到锻炼的目的。“五禽戏”经过千百年来的口传身授，已经
有多种形式的发展，对我国人民的强身健体以及防病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华佗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为人正直。人们有病请他，随叫
随到，若遇到贫困者，他还解囊相助；然而对于贪官污吏，就算
重金相请，他也拒绝上门。

华佗一边游历各地，增加自己的医学及社会经验，一边
专心为各地穷苦百姓治病愈疾。据传他在临刑之前，曾将著
作交给狱吏保存，但狱吏怕连累自己没敢收下；华佗一气之
下讨来火种，竟将其付之一炬。他的医药经验大多为弟子所
继承。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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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长夏，很多人也许有点陌
生，一年不是春夏秋冬四季吗？怎
么还有长夏？中国传统医学认为，
一年也可分为春、夏、长夏、秋、冬5
个季节；长夏在夏末秋初，涵盖了
小暑、大暑、立秋、处暑 4 个节气。
长夏（阴历六月，阳历7~8月）应脾，
也就是说，此时与人体脾的关系最
密切。长夏季节是中医理论中一
个特别的时间段。从夏至开始，便
标志着进入长夏时节，这也是一年
中最炎热的季节。同时，人体的生
理、病理也将发生变化，在长夏显
得很脆弱，容易患各种疾病。

中医认为长夏属土，人体五脏
中的脾也属土；长夏的气候特点是
偏湿，湿与人体的脾关系最密切，
所谓“湿气通于脾”，所以脾应于长
夏。因此，长夏是健脾、养脾、治脾
的非常重要的季节。在疾病养护
方面，长夏胜冬，克制宿疾。《黄帝
内经·素问》中所说的“春夏养阳”

“长夏胜冬”，即助长夏天的旺盛
阳气，来克制和驱散冬天阴寒之
邪，使一些宿疾得以祛除。因此，
长夏期间在养生方面，要以健脾护

脾为主，辅以祛湿以养脾，这正是
中医理论中的“四季脾旺不受邪”
的机理所在。

饮食养生方面，长夏的湿邪最
易侵犯脾胃的功能，导致消化吸收
功能低下。因此饮食宜清淡，少油
腻。要以温食为主。古人主张长
夏饮食应“温暖，不令大饱，时时进
之……其于肥腻当戒”。即长夏
的饮食要稍热一点，不要太寒凉；
亦不要吃得太多，但在次数上可
稍多一些。因长夏炎热，人的消
化功能相对较弱，每日三餐应保
证营养均衡，保持进食时间及进
食量的规律性，勿过饱过饥，吃到
八分饱即可。

此时最容易发生胃肠道疾病、
上呼吸道感染，如感冒发热、腹痛
腹泻等，多由贪凉或进食生冷食品
导致。在饮食选择方面应以健脾、
清热、利湿为基本原则。宜清淡不
宜肥甘厚味，要多食杂粮以寒其
体，不可过食热性食物，以免助热；
冰冻瓜果应当适可而止，不能过
量，以免损伤脾胃；厚味肥腻之品
宜少勿多，以免化热生风，引发皮

肤的疔疮痈疡；不要贪喝冰冻过的
水、饮料，最好喝常温的饮品；西
瓜、绿豆汤、乌梅小豆汤等都为解
渴消暑之佳品，但不宜冰镇吃。多
进食粗粮，争取每餐食用新鲜蔬
菜、水果，如西瓜、冬瓜、丝瓜、黄
瓜，以及薏米、荷叶等。

药物防护方面。长夏在五脏
属脾，脾最怕湿邪来犯，受湿邪的
侵袭容易出现周身乏力、脾胃不
和、恶心出汗、手足水肿、大便稀
溏等。而长夏季节雨水较多，暑
热夹湿，脾胃受困，人常常显得
精神委顿，食欲不振，胸闷腹胀，
困 倦 乏 力 ，大 便 稀 薄 ，舌 苔 厚
腻 。 因 此 ，除 了 在 饮 食 上 宜 清
淡，少食油腻，多吃些解暑健脾
的食物外，还应该根据长夏时节
通常夹湿夹滞的特点，家中常备
藿香正气水（用于长夏外感暑湿
内伤湿滞的防护）和调胃消滞丸
（用于外感暑湿饮食内伤的防护）
等家庭必备良药，谨防您在高温酷
暑之际因暑湿而中招。

（作者供职于陕西省岚皋县中
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