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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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
说
江
湖
医
生

漫
说
江
湖
医
生

□□
培培

松松

■成语与中医

8月 1日~7日是第 29个世界母乳喂养
周，今年的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 守护健
康地球”。为了更好地宣传母乳喂养，守护
健康地球，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
康处联合《医药卫生报》，特推出“支持母乳
喂养 守护健康地球”主题征文活动，欢迎
广大医务人员、宝妈妈们踊跃参与。

征文主题：围绕“支持母乳喂养 守护
健康地球”这一主题，讲述开展母乳喂养健

康教育、加强母乳喂养指导的经验做法，也
可谈一谈开展母乳喂养工作的心得体会，
向广大公众传播母乳喂养的重要意义，推
进全社会支持母乳喂养，保障儿童健康，同
时减少母乳代用品的消费和使用，从而减
少相关生产和消费环节对地球资源的消耗
和污染。

征文要求：内容真实，主题鲜明，文字
流畅，文章字数不超过2000字；也可将母乳

喂养的感人瞬间拍成图片，并附上文字说
明；投稿时请注明姓名、单位、联系电话。

征文刊登与评奖：征文中的优秀作品
将在《医药卫生报》的《卫生文化》版上刊
登。届时，《医药卫生报》将组织专家对入
选作品进行评奖，并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品。

征文时间：即日起至12月底。
投稿邮箱：619865060@qq.com
投稿电话：（0371）85967078

“支持母乳喂养 守护健康地球”
主题征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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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

就是要法于阴阳，顺应四时，规避毒
气。天人合一的观点最早见于《周易》，原
句是：“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
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
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此即天人合一。大人为人，但不是普
通的人，而是得道之人，能与天地万物沟
通的人，故谓大人。大即道；天地、日月、
四时、鬼神，皆为宇宙万物；德、明、序、
吉、凶，皆为万物中道物之作用结果；合
即合一，相互沟通。因为沟通，所以动静
无不与之俱，我不违于天，天亦不违于
我，我即天，天即我，这就是与天合一的
境界。

中医的发展受古代哲学的影响，天人
合一观点在《黄帝内经》中也有多处体现，
如《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中“上
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
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余闻
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
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
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淳德全道，和于
阴阳”。皆为与天合一境界，故谓“知道
者”“合于道”“合同于道”。

人从环境中产生，又在环境中消亡，
人的生存，离不开环境。天文、地理、社
会，是人生存的外环境；生理病理，是人生
命的内环境。外环境总称曰天，内环境简
称曰人，内外环境合为一简称为天人合
一。养生的境界就是天人合一。要根据

四季天气变化、冷暖更替、昼夜轮转来调
节饮食、起居、衣着，要避免污染、辐射、高
温、传染等不良环境。

食饮有节

要做到饮食结构合理，定时适量，温
热适宜。

结构合理：是指粗细均衡，荤素搭配
合理，吸收足够的营养。

定时适量：是指按时进食，不宜过饥
或过饱，防止损伤脾胃功能。

温热适宜：是指不要贪图过热或过
冷。

简单一句话：多菜少肉七分饱！

起居有常

要做到科学睡眠，劳逸结合，生活规
律。

科学睡眠：是指按照个人的需要保持
充足睡眠，提高睡眠质量，保持精力充沛。

劳逸结合：是指工作与休息、娱乐相
结合，提高工作效率。

生活规律：是指根据四季天气变化来
调整生活起居规律，让机体适应外界的变
化。

简单一句话：要睡好子午觉。

运动适度

要做到积极运动，因人而异，持之以
恒。

积极运动：是指要积极运动，每周运
动2次~3次。

因人而异：是指根据个人身体情况和
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方式和
时间。

持之以恒：是指坚持运动，不要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

简单一句话：每天行走1万步！

情绪管理

要做到平和心态，良好情趣，远离陋
习。

平和心态：是指对任何人、任何事都
能用平常心对待，避免情绪过度波动。

良好情趣：是指培养良好的兴趣爱
好，修身养性。

远离陋习：是指远离不良习惯。
简单一句话：平和心态，正面思维。
以上就是健康生活五要素，愿人们都

能身体健康，快乐生活。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健康生活五要素健康生活五要素
□□王祖龙王祖龙

提要：可以说，成语江湖医生是假医生
的代名词。殊不知在中国古代，这种别名
铃医（走方郎中）的医者，始终恪守“扬仁义
之德，怀济世之志”的古训，妙术施治，求取
薄利，屡化沉疴恶疾，深受群众信赖。

著名作家王朔在其作品《橡皮人》中
说：“我见过许多原来挺好看的女孩儿，上
了江湖医生的当，割了双眼皮，弄得人不
人，鬼不鬼。”可以说，这里的“江湖医生”成
了假医生的代名词。此外，人们有时也用

“江湖医生”指代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
不过，在古代，行走江湖的医生大多还是靠
谱的，也正是他们数千年来为中国老百姓
把脉治病，驱除瘟疫，并在游街串巷的行诊
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乃至成长为一代名医。这是中医的一个
显著特点，即经验性强，不少药方和诊治方法都是个人经年累月的
经验总结，同样的病让不同的郎中看，常常同病不同方。这也是中
医有别于西医的不同之处，中医重结果，西医重过程。

以前，游走江湖的郎中手里常常拿着一串铃铛，一边走，一边
摇，时间长了，民间给了这些江湖郎中一个别名：铃医。铃医即走方
郎中、走乡医、串医、走乡药郎。他们身背药箱，手摇铃铛，游走于村
市街巷，有着不少的治疗经验和独门秘方。李时珍的祖父和父亲都
是铃医，后来李时珍继承了衣钵，祖孙三人演绎了一门三代药香赓
续的杏林佳话。

铃医自古就有，宋元时期开始盛行。铃医奔走乡间，栖宿寺庙，
妙术施治，求取薄利，医治民众疑难疾病，深受群众信赖。实际上，
铃医在我国医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的扁鹊、华佗、孙思
邈等都是铃医出身，他们实为古代的基层医务工作者。

而后来，逐渐有一些招摇撞骗的人药箱一背，方巾一戴，以铃医
身份行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口气很大，包治百病，能起死回生；卖
大力丸、卖狗皮膏药等，专坑纯朴的老百姓，也有的庸医经验不足胆
子却很大，以致惹出祸端，渐渐地，也就把铃医的名声给败坏了，不
知从何时起，人们不敢再轻信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医，并将他们
斥为“江湖医生”。

有一个游走江湖的家伙叫陆阳，给人治病时要酒要钱，没能如
愿，便趁着醉酒给患者加大药量，在患者疼痛难忍时，他竟坐着小船
一走了之。结果患者颤悸坠地而死。

还有一个名叫徐楼台的人，对治疗痈疖有一套，但此人见钱眼
开，喜欢红包，如果不给，他就不管患者死活，恶搞患者。有一次诊
治一个背上长疮的患者，徐楼台一手用纸捻点药插到疮口中，一手
向患者索要钱财，患者不给，他就把纸捻子放在疮口中不拔出来了，
过了一夜，这个患者因脓血喷涌而死。

这种唯利是图、胆大包天之徒，害人也终将害己。在三国时期，
寿春县有个叫登女的人，在当地小有名气。登女收买了一拨“水军”
大肆吹捧自己，称其乃天神下凡。不久，连魏明帝曹叡（曹操的孙
子）也听说了她的大名。

由于登女确实有两下子，一时间登门求医的人络绎不绝。登女
见事业驶上了快车道，心想光靠门诊费是挣不了大钱的，于是代理
了一种高价药水，当起了“药代表”。这种高价药水确有奇效，但凡
生个痔疮、长个粉刺什么的，一抹效果还不错，因此销量很大，登女
很快赚得盆满钵满。

可就在登女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纵欲过度的曹叡因体力不支
卧床不起，他立马召其入宫。登女一把脉，料知曹叡已病入膏肓，无
药可医。无奈登女此前做广告把话说得实在是太满了，没法说治不
了，那可是欺君之罪，加之她也想投机取巧一把，于是自信满满地
说：“陛下，您喝了我这碗神水，定能药到病除。”曹叡闻言大怒，一拍
桌子，登女人头落地。

陆以湉的《冷庐医话》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有个富家
女病了，一个姓曹的“医生”闻讯而来，家人故意说女儿已经出嫁，

“曹医生”隔帐给富家女诊过脉后，胸有成竹地说：“恭喜，恭喜！您
家的千金是怀孕了。”富翁一听心里就呵呵了。次日，富翁让儿子躺
在帐中又叫这个“曹医生”来诊脉，没想到他诊脉后说：“这位千金也
有喜了，恭喜，恭喜！”富翁的儿子气得边骂边刮掉了“曹医生”的胡
子，然后用粉把他的脸涂白，押着游街去了，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笑林广记》中记录的一个故事更有意思，一个担柴的樵夫不小
心碰到了一个“医生”，“医生”大怒，要对樵夫施以老拳。樵夫见状
连忙跪下：“请你用脚踢我吧。”围观的人一脸迷糊，皆问其故。樵夫
说：“经他手定是难活的。”众人捧腹，庸医的丑态也跃然纸上。

清代石成金的《笑得好》中讲一个庸医治死了人家一双儿女，只
得把自己的一双儿女赔给人家。后来人家的妻子病了，他一听吓得
大哭，忙对妻子说：“不好了，现在有人又看上你了。”还有更奇葩的，
能活活把自己治死。《墓志铭》中就讲述一位医生把自己治死了，因
为他连个家人也没有，乡亲们便凑钱把他埋了，并在他坟前立了一
块碑，碑上这样写道：“贾某，少习武，及冠，进京赴武举，射死鼓手，
被逐出。改行医，无求治者。偶有疾，自制一方服之，毙。”

历史上，生活中，比上述还糟糕的人多了去了，令人发指。在这
些人眼里，哪有患者的疾苦，只有钱财名利。

（作者供职于河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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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
在困难面前，只有冲锋在前作表率，群众
才信服你。”这是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副
所长屠永凯常说的一句话。

1988年9月，屠永凯被分配到安阳市
结核病防治所工作，一干就是 32 年。作
为一名临床医师和分管单位医疗工作
的副所长，他时刻坚持“全程优质服务，
一切为了患者”的服务宗旨，热忱对待
每一位患者。自参加工作以来，屠永凯
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
等。

心系患者 切实为患者排忧解难

屠永凯常说，要想真正为患者排忧解
难，一凭技术，二凭服务。

屠永凯在担任住院部主任期间，民政
部门送来一名无主流浪痴呆的肺结核患
者。当看到患者脚上厚厚的污垢时，屠永
凯没有丝毫犹豫，和护士长一起顶着刺鼻
的气味，蹲在病床前一遍又一遍地为患者
洗脚。在屠永凯的影响下，医务人员自觉
成立爱心小组，为患者买饭、洗衣服，使患
者得到了精心治疗。

肺结核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在某些情
况下，治疗不当会导致严重的耐多药结核
病。耐药性肺结核的特点是病程长、病情
重、并发症多、疗效差，预后不佳，给患者
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
力。

作为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耐多药肺
结核鉴定专家组组长，屠永凯对患者的问
诊查体尤其细致，这样能及时发现并解决
患者的思想负担和治疗隐患，以便组织多
学科专家对疑难患者进行会诊，提高治疗
成功率。

曾经有一名年轻的患者被确诊为耐
多药肺结核，面对 2 年的治疗周期、高昂
的治疗费用，患者感到极度恐惧而不配合
治疗。

屠永凯得知情况后，多次对患者进行
心理疏导，同时联系国家医疗专家对患者
进行会诊，叮嘱医务人员给予重点关注。
经过科学合理的治疗，患者逐渐理解并配
合治疗，最终身体恢复良好。

屠永凯担任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副
所长后，肩上的责任也更加重大。在完成
日常工作的同时，屠永凯坚持每周到各传

染住院病区查房巡诊，面对面与住院患者
交流，掌握每一位重症患者的病情，帮助
他们树立战胜病痛的信心。

由于长期劳累，2020 年 1 月初，屠永
凯因哮喘急性发作住院治疗，在治疗间
隙，他克服喘憋的不适感，每天通过微信
视频、电话了解单位工作情况，讨论指导
解决方案，并提醒医务人员做好医院感染
防控和个人防护，关注冬春季节特殊呼吸
道传染病的发现和报告。

迎难而上 科学防控显担当

危机面前，最能检验共产党员的担当
精神。

2020 年 1 月 20 日，屠永凯刚出院 4
天，还没来得及好好修养，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他主动请缨担任
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疫情防控办公室主
任，全力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型未知的急性传
染病，在防控初期，大家对新冠肺炎了解
不全面，各项防控措施不完善。凭借长期
处理呼吸道传染病和防控“非典”时积累
的丰富经验，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第一时

间成立防控组织，组建疫情防控突击队，
在屠永凯的指导下，各项防控制度、流程
密集出台，预检分诊点和发热门诊规范配
置。

每天，屠永凯 脑 子 里 想 的 都 是 防
控。最忙的时候，他常常顾不上吃饭，
一天只睡 4 个小时，直到凌晨时分还在
往工作群里发文件；哮喘发作的时候，
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吸入剂缓解症状；家
人和同事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劝他
多休息，可他总是摆摆手说“没事儿，吃
得消”。

今年2月初的一天，屠永凯在查房时
了解到一名住院患者有新冠肺炎疑似症
状后，立即安排相关病区采取隔离措施，
并立即与市专家组视频连线沟通患者病
情，安排负责人员对接市新冠肺炎诊断专
家组会诊，及时将患者转运到定点医院隔
离治疗，召开医务人员、患者说明会，控制
舆情，消除恐慌心态。

在患者转院后等待核酸检测期间，为
确保单位医疗工作正常开展，屠永凯连续
3 天吃住在单位，协调、安排各项防控工
作，直到疫情得到完善处置。

屠永凯：结防路上的一名优秀党员
□王 婷 蒋建国

随着人们对健康用油的重视，中国最
传统的动物油——猪油渐渐远离人们的
厨房，因为有人觉得它不健康，都是油脂
胆固醇，甚至很多营养专家都建议要少吃
猪油。但是，仔细想一想，以前常用猪油
的爷爷奶奶辈们，“三高”（高血压、高血
糖、高血脂）的发病率比现在高吗？心血
管疾病等真的是猪油吃多了引起的吗？
吃猪油真的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其实，答案早在古代就已经有了，因
为连古代的中医名家都知道猪油不仅仅
是一种烹饪的油类，还是一种集多种功效
于一身的中药。更有意思的是，如今很多
有关长寿老人的媒体报道中都显示，不少
寿星都爱吃红烧肉。

医圣张仲景的名方中猪油是主角，
《金匮要略》记载了一个著名方剂——猪
膏发煎。猪膏发煎为黄疸血分通治之方，
在临床上运用不多，且很少用来抢救急症
患者，但是湖南名老中医刘炳凡教授曾用
该方抢救蚕豆病患儿，疗效显著。醴陵市
出现了18例蚕豆病患儿，西医抢救5天，
死亡了5例，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有关部门
进行大力抢救，专家们拿不出好办法，于
是请中医参与抢救。刘炳凡应邀参加。

这些患儿的共同特征是：黄疸显著，
眼睑唇舌俱淡，尿血如苋菜汁，精神疲乏，

声低气馁。刘炳凡以红参、龙眼肉蒸汤
分服。继而采取猪膏发煎加减治疗，其
后病例无1例死亡。《金匮要略》里明确记
载，“诸黄，猪膏发煎主之”“此黄疸血分
通治之方”。这里的猪膏主要成分就是
猪油。

御医为武则天配制的养颜面膜中猪
油是主料。其实武则天就是一个精通面
膜保养的高手。武则天到了 80 岁仍然
保持着青春般的容貌。《新唐书·后妃传
上·则天武皇后》记载：“太后虽春秋高，善
自涂泽，虽左右不悟其衰。”武则天常用的
一个美容方是御医张文仲给她开的，叫常
敷面脂，收录在王焘的《外台秘要》中。面
脂作为养颜美容用品，在唐代很流行，相
当于我们今天的面膜，有别于今天的是，
那时候的面膜都是用天然的药材制成
的。这个方子的主要成分是用细辛、葳
蕤、黄芪、白附子、山药、辛夷、川芎、白芷、
瓜蒌、木兰皮加猪油炼成的。制作方法也
很复杂，药要切碎，然后用酒浸泡一晚，再

煎制，慢慢凝固，才能成为面脂。葳蕤、
瓜蒌、猪油有滋阴润肤的功效，细辛、白
附子、辛夷可以祛风通窍，黄芪可以益气
补肾，川芎、木兰皮可以活血保湿，使用
面膜后能使皮肤光洁、祛皱保湿，疗效显
著。

宋朝人冬天用饼卷猪油吃终岁不生
疥疮。宋代文人不少都是中医爱好者，温
革就是其中一位，他广泛搜集引用前人的
精粹语句，特别是有关养生方面的体会经
验，凡属精辟的论述，哪怕是只言片语，他
都汇集起来，编成《琐碎录》。《琐碎录》中
记载：“腊月晨起以蒸饼卷猪脂食之，终岁
不生疥疮，久服肌体光泽。”你是不是觉得
这种吃法太过重口味？但是，宋代的人却
吃出了健康与美丽！从营养学的角度来
说，猪油除了含有很多胆固醇，还含有不
少维生素A和维生素E，略有美容知识的
人都知道，这两种维生素对皮肤的养护显
然是非常重要的。

《本草纲目》收录猪油十种功效，内服

外用皆是良方。《本草纲目》总结了猪油的
功效：“利肠胃，通小便，除五疸水肿，生毛
发；破冷结，散宿血；利血脉，散风热，润
肺。”用猪油治病的方剂涵盖妇科、泌尿外
科、呼吸内科、皮肤科、口腔科、外科等常
见病。

治疗赤白带：“炼猪油三合、酒五合，
煎开，一次服下。”

二便不通：“用猪油、姜汁各二升，微
火上煎至二升，加酒五合同煎，分次服。”

这里的合、升是中医的计量名词，一
合约20毫升。

若咳嗽气逆而喘：“用猪油四两，煮开
多次，切小，和酱醋吃下。”

手足皲破：“用猪脂化热酒中擦洗。”
口疮塞咽：“用猪油、白蜜各一斤，黄

连末一两，合煎取汁、熬浓。每服枣大一
团，一天服五次。”

瘰疬：“用猪油淹生地黄，煮开六七
次，涂患处。”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方剂虽然已经在
原书中记载了用法和用量，但是作为一般
的医者不懂中医辨证，可能会误用，反倒
弄巧成拙。第一次使用时，建议咨询有经
验的中医师。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

养生一词，原出于《管子》，
是指保养生命以达到长寿的意
思。中医自古以来便有着系统
的养生理论。养生的最高境界
如《黄帝内经》所言：“上古之
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
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
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
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我们可
能做不到“得道”之人，但我们
可以做“知道”之人，按照养生
之道去做，保证身体健康还是
可以做到的。

猪油的妙用
□安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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