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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别名枳实、铁篱寨、枸橘、
臭橘、沉蛋，属芸香科枳属小乔
木，有着乱丛丛的枝丫，长满了坚
硬、锐利的怪刺，谁要是敢招惹
它，扎你破皮发红是轻的，戳个窟
窿冒红血也是正常的。因此，人
们在菜园或者房前院后，栽植一
排排枳树当作篱笆墙。唐代诗人
白居易写有“枳篱编刺夹，薤垄擘
科秧”。南宋诗人陆游在《秋思绝
句》中写道：“枳棘编篱昼掩门，桑
麻遮路不知村。”又在《戏书》一诗
中云：“柳下人家枳作篱，小姑不
画入时眉。”而明末清初著名诗人
吴伟业的《梅村》有名句“枳篱茅
舍掩苍苔，乞竹分花手自栽”。这
些古诗名句，都描绘了枳篱掩映
下农家小院的风情，表达了诗人
渴望简朴清幽的乡野生活和洒脱
不羁的闲适情怀。

枳，在我老家叫作“臭橘子”，
它春天开出洁白的小花，比橘子
花略小，清香扑鼻，花落后结出青
涩的、圆滚滚的小果儿，到了秋天
这些果儿由青变成暗黄色，不过
果儿没有橘子大，也没有柑橘成
色好。枳不能吃，果肉甚酸且苦
涩，但是气味比柑橘浓烈，有种很
特别的药香味儿。

枳可入药，是一种很好的中

药材。《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
《千金要方》《伤寒论》等对枳实的
药性药理做了说明，还记述了很
多有关枳实、枳壳的药方。枳性
温，味苦、辛，无毒，具有舒肝止
痛、破气散结、消食化滞、祛痰镇
咳等功效。中医用其治疗肝、胃
气、疝气等多种痛证。枳实与其
他中药配伍，对治疗子宫脱垂和
脱肛，有显著效果。枳壳制剂的
静脉注射对感染性中毒、过敏及
药物中毒引起的休克都有一定疗
效。

枳实理气行气作用较强，故
一般认为它有破气作用，可行气
滞、祛胀满，用于胸腹胀满，常与
木香、橘皮等同用。《红楼梦》第五
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胡庸
医乱用虎狼药”记载：宝玉的丫鬟
晴雯中了风寒，有些鼻塞声重，懒
得动弹，请来胡庸医。胡庸医隔
幔诊脉后说：“小姐的症是外感内
滞，近日时气不好，竟像是个小伤
寒。幸亏小姐素日饮食有限，风
寒也不大，不过是血气原弱，吃两
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胡庸医走
后，宝玉看药方，上面有紫苏、桔
梗、防风、荆芥等药，后面又有枳
实、麻黄。宝玉道：“该死，该死，
他拿着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的

治，如何使得！凭他有什么内滞，
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后来又
请了王太医，重开一方，只是方上
没有枳实、麻黄等药，倒有当归、
陈皮、白芍，药的量也减了些。宝
玉自作聪明，认定胡庸医给晴雯
开的是虎狼药。其实胡庸医不
庸，摸脉准确，用紫苏、桔梗、防
风、荆芥散发，用枳实、麻黄消滞，
立方有据。若麻黄、枳实用量合
适，可以药到病除。王太医的方
子虽然受到宝玉的肯定，但是用
药后晴雯依旧高热、咳嗽，后来王
太医将疏散祛邪的药减去了，添
了地黄、茯苓、当归等养血之剂。
后来晴雯死在了小伤寒的病根
上，与病初的用药关系甚大，该投

“虎狼药”而不投，故而误事。
关于枳，还有个成语，叫“南

橘北枳”，出自《晏子春秋·内篇杂
下》，原文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
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
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这就是“晏子使楚”的故事。齐国
的晏子出使到楚国，楚王想戏弄
他，故意将一个犯人从堂下押
过。楚王问：此人犯了什么罪？
回答：一个齐国人犯了偷窃罪。
楚王就对晏子说：你们齐国人是
不是都很喜欢偷东西？晏子回

答：淮南有橘又大又甜，一移栽到
淮北，就变成了枳，又酸又小，为
什么呢？因为水土条件不同。这
个人生长在齐国不偷东西，到楚
国就偷了，莫非楚国的水土使老
百姓喜欢偷窃别人的东西吗？《晏
子春秋》中并无“南橘北枳”四字
出现，在明代冯梦龙的“三言二
拍”之《喻世明言》第二十五卷“晏
平仲二桃杀三士”中才出现了“南
橘北枳”，对这段历史故事进行了
艺术加工，其中情节也有不同，例
如被楚国人抓到的盗窃犯正是晏
子的随从。其实，晏子“南橘北
枳”的一段话并不符合科学，橘和
枳不属于同一植物，虽然它们都
是属于双子叶植物纲的芸香科，
但属于不同的属。橘即柑橘，属
于柑橘属，别称桔子，为常绿灌木
或小乔木，叶片为单身复叶；而

枳，属于枳属，是落叶灌木或小乔
木，叶片为三出复叶。

枳不仅是一种有名的中药
材，还常用以培育优良的砧木。
砧木是嫁接繁殖时承受接穗的植
株，是果树嫁接苗的基础，起固
定、支撑接穗作用，并与接穗愈合
后形成植株生长、结果。农业科
研人员曾将枳与甜橙类杂交，其
培育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抵御北方
持续的霜冻和低温，需要将枳的
抗寒性和甜橙的优异品质结合起
来创造一个抗寒接穗品种，虽未
成功，却产生了一系列非常重要
的砧木新资源。用枳实砧木接穗
嫁接培育出的果树，生长强健，根
系发达，成活率高，耐寒、抗旱、抗
病虫能力强，所结果实产量较高，
品质优良。

（山东 刘琪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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撷萃》《中医典故》等栏目期待您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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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
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中写道：孙策
面颊中箭，华佗的徒弟看后说：“箭头有
药，毒已入骨。”

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中写道：关羽领兵
攻打樊城，魏将曹仁在城楼上见关
羽身上只披掩心甲，斜袒着绿袍，乃
急招五百弓弩手，一齐放箭。关羽
急 勒 马 回 时 ，右 臂 上 已 中 一 弩 箭 。
原来箭头有毒药，毒已入骨，右臂青
肿，不能运动。箭头上到底是什么
毒药呢？幸有名医华佗因闻关羽中
毒箭，特来医治。华佗看了关羽的
右臂后说：“此乃弩箭所伤，其中有
乌头之药，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
臂无用矣。”

第九十回“驱巨善六破蛮兵，烧藤
甲七擒孟获”中写道：洞中之人，多习
弓弩，一弩齐发十矢，箭头上皆用毒
药；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烂，见五脏而
死。原来毒箭系用中药乌头浸制而
成。

乌头，为毛茛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乌头的块根，生用有
毒，入药须制用。乌头有川乌、草乌之分，明代以前多称
乌头，《本草纲目》明确提出“乌头有两种，出彰明者即附
子之母，今人谓之川乌头是也；其产江左、山南等处者，乃

《神农本草经》所列乌头，今人谓之草乌头是也”。中医认
为，乌头性热，味辛、苦，入心、肝、脾经，具有温经止痛、祛
风除湿之功效。乌头能温经络，擅长逐风邪、祛寒湿，还
具有麻醉、止痛的作用，常用于阴寒内盛所致的心腹剧
痛、疝痛、风寒湿痹、肢体疼痛、关节冷痛、头痛等。《神农
本草经》言其“除寒湿痹，咳逆上气，破积聚寒热”。《名医
别录》言其“消膈上冷痰，食不下，心腹冷疾，脐间痛，肩胛
痛不可俯仰，目中痛不可久视，又堕胎”。

药理研究表明，乌头含有乌头碱，有剧毒，对各种神
经末梢先兴奋后麻痹，为麻醉、止痛的有效成分，经炮制
及煎煮后，乌头碱被破坏，其毒性降低，但治疗作用并不
减弱，与生姜、蜂蜜同用，一则助乌头温中健脾之力，二则
可解毒，缓和药性，防止乌头辛烈太过，从而更好地发挥
治疗作用。

附子，又名附片、熟附片、川附片等，为毛茛科多年生
草本植物乌头的子根的加工品，依其加工的不同而分为
黑附片、白附片、盐附片。附子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
经》，因它附于乌头（母根）而生长，故名附子。中医认为，
附子性大热，味辛、甘，有毒，入心、肾、脾经，具有回阳救
逆、温肾助阳、祛寒止痛之功效。附子味甘、大热，能上助
心阳以通脉，中温脾阳以健运，下补肾阳以益火，是一味
温里回阳、散寒止痛要药。《本草纲目》言其“治三阴伤寒，
阴毒寒疝，中寒中风，痰厥气厥”。《珍珠囊》言其“温暖脾
胃，除脾湿肾寒，补下焦之阳虚”。脉微细无力或沉迟，舌
苔薄白而舌质淡胖，口不渴，肢冷畏寒，大便稀溏者适合
用乌头。

研究发现，乌头碱为生物碱，经加水煎煮，分解成毒
性低百倍至千倍的乌头次碱与乌头原碱。煎的时间越
长，毒性越低。乌头碱可使皮肤黏膜感觉神经末梢麻痹，
知觉丧失，古人常用来浸渍箭头，打猎护身。目前常用乌
头制品作为表面黏膜麻醉剂，用于眼、气管、食管、鼻腔、
口腔等表面手术。乌头碱的治疗剂量一般为0.1毫克，过
量就会中毒，2.5毫克就会致死。乌头类植物中毒主要表
现在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症状为口唇、舌、四肢和全
身发麻，痛觉减弱至消失，有头晕、视物模糊、言语不清、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严重的乌头碱中毒者有呼吸
减慢、心力衰竭、血压下降、心律失常、烦躁不安、嗜睡、抽
搐、昏迷等。这些症状一般多为内服乌头所引起的全身
中毒症状。乌头局部中毒的症状比较轻微，可能只表现
为局部青肿，不能运动。

一旦发现乌头碱中毒，可选用高锰酸钾溶液、鞣酸溶
液或浓茶反复洗胃，肌肉注射阿托品和静脉注射高渗葡
萄糖液等解毒。中药解毒可以用生姜15克，甘草15克，银
花30克，加水煎服；或者用绿豆60克，黄连6克，甘草15
克，煎水，加红糖内服。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远安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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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是人体最受累的器官之
一，其精密性和对营养物质、氧
气、血液的需求不比任何器官
差。那么，该如何保养好自己的
眼睛呢？

药膳
平时可以在家里做一些药

膳，对眼睛有很好的滋养功效。
决明子粥 取决明子15克，粳

米 60 克，蜂蜜 20 克。按比例配
制，先将决明子研末后与粳米一
起用水煎煮20~30分钟；用蜂蜜冲
服，每天1剂，早晨空腹服用。决
明子粥具有补肝明目、利水通便
之功效。

海带汤 取海带 30 克，用水
煎。饮汤并食海带，每天2剂。海
带汤具有补心、行水、消痰、软坚
之功效。

决明菊花山楂茶 取决明子
（略捣碎）10克，菊花5克，山楂15
克，以沸水冲泡，加盖焖约30分钟
即可。决明菊花山楂茶用于肝胃

积热、饮食不香的干眼患者。
杞菊补血茶 取菊花15克，枸

杞子 30 克，黄芪 20 克，当归 10
克。每天泡水喝。黄芪补气，当
归补血，两药配合应用就是当归
补血汤；枸杞子滋补肝肾明目，
再配以具有清热解毒、平肝明目
的菊花，有益气养血、明目之功
效。

此外也要活动颈部和肩部肌
肉，因为颈部肌肉僵直也会影响
视力。注意保持睡眠充足，不熬
夜，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以及
鱼和鸡蛋。

穴位按摩
每天坚持早、晚或感觉双眼

疲劳涩痛时，按揉睛明穴、丝竹空
穴、鱼腰穴、攒竹穴等穴位各 20
下，主要治疗近视、目翳、视目不
明等眼疾，具有通络明目、疏风清
热的作用。方法如下：

一、轻闭双眼，脸部肌肉放
松。

二、用手指关节或指腹轻轻
按揉穴位。

三、每个穴位按揉10次，每天
1~2次。

四、按摩到准确穴位时，会有
微酸的感觉。这几个穴位能有效
缓解用眼疲劳。

中药熏蒸
中药熏蒸疗法是利用中药煎

剂的热气蒸腾上熏眼部的治疗
方法，具有物理湿热敷作用及药
物直达病所的双重作用。中药
熏蒸温热刺激，可湿润眼睑、结
膜、角膜，缓解眼睑、结膜、角膜
干燥不适等症状。可用霜桑叶
15~20 克，洗净，水煎，去渣，放凉
后用干毛巾浸药液敷患眼，治疗
目干昏暗较好，每天可用多次，
2~3 天即可见效。亦可以用霜桑
叶煎水温洗，有润眼明目之功
效。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戴秀娟整理）

■中医典故

元代医家、医学博士、御药院
外科太医齐德之较为全面地总结
了宋元时期外科领域的新成就，
博采《黄帝内经》以及医学文献中
有关诊治痈疽、疮肿之论述，结合
个人经验编撰成《外科精义》一
书。

《外科精义》共2卷，全书列医
论35篇，选方140余首，系齐德之
参考《黄帝内经·素问》《难经》《黄
帝内经·灵枢》《针灸甲乙经》《千
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
方》《圣济总录》，取古今名医诸家
方论之中的诊候疮肿之说，简编
类次，贯成篇帙。《外科精义》上卷
论述疡科疾病的诊断辨证、病证、
治则治法、预后等内容；强调脉诊
是其显著特色，指出痈疽疾患虽
现于局部，但与全身脉证密切相
关。在治疗方面，主张内外兼治，
提出内消法、托里法、止痛法、追
蚀法、针烙法、灸疗法、砭镰法、溻
渍法等内外治法及预后护理。《外
科精义》下卷列外科常用汤、丸、
膏、丹等方，并附“论炮制诸药”

“单方主疗”等。
《外科精义》在疡科诊疗方面

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及经验，重视
脉诊，强调整体辨证，治法上内外
兼用，治疗手法灵活多变，药物剂
型丰富多样，注重外科护理等，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四诊合参，尤其注重
脉诊

元代以前的疡科书籍多不重
视脉诊。《外科精义》开篇即说：

“脉者，医之大业也。盖医家苟不
明脉，则如冥行索途，动致颠覆。

夫大方脉、妇人、小儿、风科，必先
诊脉，后对症处药。独疮科之流，
多有不诊其脉候，专攻治外；或有
证候疑难，别召方脉诊察，于疮科
之辈，甘当浅陋之名。噫！其小
哉如是。”书中接着指出，疮肿之
生的病机是“阴阳不和，气血凝
滞”，如果不进行脉诊，就不知道

“阴阳勇怯，气血聚散”，更难以辨
证治疗疾病。《外科精义》中有7篇
脉论，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
论》等脉学理论融入疡科脉诊，丰
富了疡科的脉诊理论。

对疮肿的辨证，多脉证合参，
或以脉测证。如对形气相失证的
诊断，体现了脉证合参的重要意
义。形气相失，是指病证的内在
性质与外在表现相反，此类病证
往往病情复杂难辨，预后不佳。
对此类病证，该书注重脉证合参，
查虚求实。如对疮肿欲发病的辨
识，审脉求因，脉浮数，当有内热，
故言“应当发热”，但反见恶寒、拘
急等寒象，寒热相反，真假难辨。
该书强调在诊得脉数的情况下，
又有渴甚、局部有痛处的表现，当
为真热假寒，判断必发疮肿。

对于内疮内疽病，由于外证
幽隐难窥，更要强调脉诊的重要
性。如对胃脘痛发痈与成脓不同
阶段的辨治，诊其胃脉人迎：“其
脉沉细者气逆，逆则甚，甚则热聚
胃口而不行，胃脘而为痈也。若
其脉洪数者，脓已成也；设脉迟
紧，虽脓未就，已有瘀血也。”

二、局部与整体并重，详细阐
述痈疽辨证

《外科精义》对痈疽疾病的诊

察，既注重局部症状，又兼顾全身
症状，常常二者合参，辨证论述其
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深浅，进而确
定痈疽的治疗原则和判断疾病预
后。

疮肿之证虚实多端，有疮肿
局部症状之虚实，有脏腑阴阳气
血之虚实，在诊察时，既要通过局
部症状以辨别疮肿之虚实，又要
通过广泛的临床表现来辨别脏腑
阴阳气血之虚实。辨局部疮肿之
虚实，齐德之认为“肿起坚硬脓稠
者”为实，“肿下软慢脓稀者”为
虚。在整体的临床表现方面，又
把它分作脏腑、气血、上下、正邪
来对比观察，所谓“有疮之虚实，
有脏腑气血、上下、真邪，各有虚
实，故不同也”，如此则论述全面
系统，泾渭分明。针对疮肿的虚
实不同，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

“虚者补之，和其气托里也；实则
泻之，疏利而自导其气。”

在辨别疮肿浅深方面，齐德
之认为不能局限于疮肿部位的浅
深，重点在于辨识病邪的善恶轻
重，这是辨证过程中至关紧要
的。从局部而言，根小而浮者
浅，根大而牢者深；从整体而言，
无全身症状者浅，有全身症状者
深。浅者，病邪小而性良，仅在
肌肉经脉，不过六腑；深者，病邪
甚而性毒，无论疮疡在内在外，
其邪已深及五脏。这种局部与
整体并重辨证痈疽的方法，至今
仍值得借鉴。

三、内治与外治并重，方剂及
剂型丰富

《外科精义》不但外治手法丰

富多样，而且十分重视内治法的
应用，体现出内外兼治、整体辨
治的思想，主张病有逆从，治有
缓急，法有正权，方有奇偶，用
有轻重，针对每一病证，常常是
根据不同的病发阶段和临床表
现，施以不同的内治与外用之
法。

疮肿早期，热毒内壅，气血
郁滞，当内服疏散、疏利之药，
如漏芦汤、内消丸、化毒丹、五
利大黄汤等，同时配合溻贴淋
洗外治之法。脓成之后，则外
用针烙追蚀、托里排脓之法，同
时兼用托里内服之法，使脓出
毒泄。脓出疮收，则内用托里
补益之药，如内消托里散、茯苓
汤、当归托里散等，配合收肌敛
疮之外敷。

《外科精义》方剂及剂型十分
丰富，选方140余首，所选之方既
有前代经典医书中的方剂，又有
自己的经验之方；既有内治之方，
又有外敷之剂。内治方从功效而
言，大致有解毒散结、疏利通下、
消肿止痛、托里补虚、生肌敛疮。
外治方剂从剂型而言，大致有溻
洗剂、膏贴剂、熨药、喷剂、嗽药、
滴剂等，分别适用于疡科不同的
病证。

四、外治法多样，适应证明确
《外科精义》的外治法丰富多

样，主要有砭镰法、溻渍法、针烙
法、灸疗法、内消法、追蚀法、托里
法、止痛法等，各有其适应证，适
用于不同的疮证及发病阶段，总
的原则是“疽则宜灸不宜烙，痈则
宜烙不宜灸，丹瘤肿毒宜渍之，肿

皮光软则针开之”。
具体适应证为：砭镰法适用

于肿起色赤、游走不定者，但不可
轻用；溻渍法适用于疮肿初起未
溃；针烙法适用于疮痈脓成难出；
灸疗法适用于疽瘘发背；内消法
适用于肿而未溃，气血郁滞，脓血
未聚；追蚀法适用于脓已成而疮
口未开，毒气不出；托里法适用于
疮肿经久不愈，气血渐衰；止痛法
适用于各种疮肿疼痛，但有寒热
盛实之不同，当临机应变，不可执
方。

五、重视外科护理，细致入微
《外科精义》中的外科护理主

要包括择医手法 、病 者 自 我 节
克、探视者的宜忌、护理者的护
持以及疮肿各个不同阶段的饮
食调养等。择医手法指疮肿初
起，即使病状至微，也当速求良
医；病者自我节克指患病之人当
平心静气，饮食有节，不能恣情
任性；探视者的宜忌指探视问疾
者应谨慎小心，不能刺激患者；
护理者的护持指护理者应当仁
慈沉稳，勤谨有耐心，不刺激患
者，细心调护患者饮食；饮食调
理方面指出了患者患病不同阶
段的饮食宜忌。

《外科精义》全面系统地论述
了疮疡的病因、病机及诊疗方法
等，对后世疡科的发展起着承前
启后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评
价此书说：“务审病之所以然，而
量其阴阳强弱以施治，故于疡科
之中，最为善本。”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
康委员会））

雷丰，字松存，号少逸，晚年自号侣菊布衣，
清代著名医家，在时令病的治疗上颇有建树，且
擅长针灸，在浙闽赣苏等地行医，擅长诗、书、画、
丝竹。雷丰所著的《灸法秘传》《时病论》流传至
今。

雷丰的父亲雷焕然，字逸仙，清道光时期的
人。时人谓“逸仙本闽浦布衣”，闽浦即福建浦城
县，雷焕然本是福建省建宁府浦城县的一介平
民。有一年，雷焕然来到繁华的衢州城谋生。按
照雷丰的说法，雷焕然在衢州先是读书，其后才改
学医，学成之后便去龙游县行医。雷焕然是一位
灵秀的文士，曾在自家门上写一副对联：“锥地堪
容膝，壶天可养心”，此对工整而意切。他生性洒
脱，工古今体诗，不轻易示人。今留有几首诗，可
见其文学涵养。《自遣》诗“僦屋大如斗，门前栽五
柳。勉强学陶公，读书兼饮酒。”行文淡雅平和，表
达了以陶渊明为人生榜样的心志。雷焕然师从程
芝田学医，学满之后，携家前往龙游县居住行医，
直到太平军北征，在动乱颠沛中去世。雷焕然晚
年编有《医博》40卷、《养鹤山房诗稿》8卷、《养鹤
山房杂记》若干卷，以上均散失。百余条医案由雷
丰编入自著《时病论》中，诗见存3首。

民国《衢县志》本传记载，雷丰“其父逸仙自闽
浦来衢，即悬壶于市。丰幼承父训，天资聪颖，诗
书画皆擅长，时有三绝之誉。以医道盛行于时，
研究医理益精，有《时病论》及《医家四要》之作，
盖所以教其及门江、程二生也。”雷丰自幼继承了
父亲的职业和爱好，随其习医，也爱好诗书画，文
人气十足，雅号闲章展示于《时病论》每一卷的卷
端。继承父业，在龙游行医10余年，遇太平军的
进攻，父子再回到衢州府城避难。从《时病论》

“临证治案”部分能得到他四处行医的消息，他行
医的地理范围是江浙闽赣徽，最北达到江宁府城
（金陵）。

咸丰十一年太平军之乱，衢州士绅程大廉的
父亲创办同善局，周济难民，雷丰积极参与这项善
举。雷丰擅长诗词书画，据说“尤工写竹”“书画擅

绝一时，惟诗终秘不示人，即或叩之，则笑而逊谢，盖有父风也。殁
后，搜得题画诗数十绝。”今有10首题画诗存世，被收入《西安怀旧
录》。《时病论》每卷卷首有闲章，印文体现了雷丰多方面的志趣。

医生为人诊断治病，自然涉及社会各阶层，交往极广，如果是药
到病除的名医，就会受到达官贵人的垂青、敬重。雷丰就是这样的
名医，受到本地最高官员衢州知府刘国光的敬重。刘国光佩服雷
丰的医术，自己也研究过医方医学，为雷丰每一部医著作序，又出
资刊刻雷丰编著的《灸法秘传》，极力赞助其流传。雷丰虽自称“布
衣”，但他的父辈、师友、子女、徒弟，即使以行医为生，也都是灵秀
的文人，具有高雅的人生趣味；从其医著及其自撰序言来看，还是
严谨的有医德的学者。雷丰的晚辈朋友郑永禧作了一组《怀昔人
诗》，其中写雷丰的一首，把雷丰划入历史人物的“隐逸”类，没有突
出其医术，认为他是“隐于青囊”，可见雷丰给人印象很深的是文人
的一面。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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