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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彦纯，字用诚，元末明初医
学家，系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
的弟子。徐彦纯发现金元以来虽
医学兴盛，但同时也门派林立，各
医家学派对本草的论述也不尽相
同，常使基层的医生感到迷惑，于
是对张元素、朱丹溪、成无己、王
好古等医学大家有关本草的记述
进行摘录整理，编成《本草发挥》。

《本草发挥》共4卷，卷1至卷
3 论药物，分为金石部、草部、木
部、人部、兽部、禽部、虫鱼部、果
部、米谷部、菜部，共记载常用药
物274种。其中，卷1记载金石部
药材23种、草部药材33种；卷2记
载草部药材87种；卷3记载木部、
人部、兽部、禽部、虫鱼部、果部、
米谷部、菜部药材131种。卷4论
药性理论和用药原则，介绍选药
和组方法则，如引经药、随证治病
用药、制方之法等。

《本草发挥》引用的金元医家
书目主要有成无己的《注解伤寒
论》《伤寒明理论》、张元素的《医
学启源》、王好古的《汤液本草》、
朱丹溪的《本草衍义补遗》等。金
元时期各位医家新的学术思想、
新的临床用药经验都在《本草发
挥》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传承。

《本草发挥》中每药均先引用
《神农本草经》《政和本草》，以叙
述药物性味、功能及主治，然后博
采张元素、王好古、朱丹溪、成无
己等诸家之说以阐其义，不仅论
述了药物气味厚薄、阴阳升降之
属性，还论述了药物君臣佐使、脏
腑补泻之应用，具有以下特点。

《本草发挥》阐述药性理论
□黄新生

金元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局不稳，削弱了统治

者在思想方面的统治，这有利于学术的创新。在医学方面，金元时期涌现出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东垣、王

好古、朱丹溪等一大批医学大家，他们推陈出新、著书立说，发展医学理论，一时间大有百花竞放之势，后世有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

■读书时间

徐彦纯治学严谨，态度端正，在征引
前人文献时，多对征引文献详加考证。

一是补齐引文的不足。如吴茱萸，
在征引《汤液本草》时，原文没有“须深汤
中浸去苦烈汁，凡六七过，始可用”一
句，但徐彦纯经过考证将其续加到《本草
发挥》。黄连、人参、麦门冬等均出现过
这种情况。

二是查证引文的源头。如铅丹，《本

草衍义补遗》原文为：“铅丹属金，而有土
与水火。丹出于铅而曰无毒，又曰凉。”未
言明“凉，无毒”的源头出处。《木草发挥》
在征引《本草衍义补遗》时记载，“而《日华
子》云：凉，无毒。”对征引文献的源头做了
考证。

三是对所引诸家文献进行了辨析，而
非全盘摘抄。如杉材，朱丹溪所著的《本
草衍义补遗》中记载，杉材属阳金而有

火。用节作汤，洗以脚气肿，言用屑者似
乎相近。《本草发挥》却记载，杉属阳金而
有火。用节作汤，浸洗以治脚气肿痛，言
用屑者非也。引用朱丹溪的原话，对《本
草衍义补遗》中杉屑能治疗脚气肿的观
点进行了否定。《本草发挥》对所引诸家
文献进行考证辨析，使其对于所引诸家
文献的正确传播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

治学态度严谨 内容详加考证

一是以经论药、纲举目张。成无己为
宋金时期研究《伤寒论》的医家之一，他精
于医理，擅长临床，运用《黄帝内经》《难
经》的理论为指导，来分析伤寒病的病机、
治则、方剂等，使《黄帝内经》《难经》与《伤
寒论》之间一脉相承。运用《黄帝内经》注
解《伤寒论》条文是成无己的《注解伤寒
论》《伤寒明理论》的一大特点。

成无己“以经注论”的特点在《本草发
挥》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以《黄帝内经》
理论为原则指导用药是《本草发挥》的一
大特点。如芒硝，“热淫所胜，治以咸寒。
芒硝之咸，以攻蕴热”；人参，“脾欲缓，急
食甘以缓之，人参之甘，以缓脾气”；当归，

“《黄帝内经》曰，脉者血之府也。诸血皆
属心。通脉者，必先补心益血。苦先入于
心，当归之苦，以助心血”。

二是注重药物升降、阴阳、气味厚薄、
归经等药性理论。易水学派大师张元素
非常注重药性，在《医学启源》中对药物的
升降、阴阳、气味厚薄、归经理论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这一特点在易水学派学术中较
为突出。

《本草发挥》秉承了易水学派注重药

性理论的特点，在论述各药时，多详述药
物的升降、阴阳、气味厚薄、归经等药性理
论对临床用药的指导。如苦参，“苦参气
寒味苦，是足少阴肾经之君药也，治本经
须用。《主治秘诀》云：苦，阴，气沉，逐
湿”。卷4药性理论也有气味厚薄寒热阴
阳升降图、去脏腑之火等数篇专门介绍药
物升降、阴阳、气味厚薄、归经等药性理
论。

三是以归经指导辨证用药。张元素
非常注重药物的归经，认为同一类药物，
由于归经不同，则作用不尽相同，只有取
各药性之长，使之各归其经，才能疗效显
著。以归经指导辨证用药的特点在《本草
发挥》中比较明显，如川芎，“头痛须用川
芎，如不愈，加各引经药：太阳羌活，阳明
白芷，少阳柴胡，太阴苍术，厥阴吴茱萸，
少阴细辛也。如顶巅痛，须用藁本，去川
芎”。石膏，“足阳明也。又治三焦皮肤大
热，手少阳也。仲景治伤寒阳明经证，身
热，目痛鼻干，不得卧。身以前，胃之经
也。胸，胃肺之室也。邪在阳明，肺受火
制，故用辛寒以清肺，所以号为白虎汤
也”。归经理论由张元素创建，在易水学

派中得到了发扬，《本草发挥》注重归经指
导辨证用药的特点亦源于易水学派。

四是对药物五行学说有所继承。《本
草发挥》中药物五行学说随处可见，如滑
石，“丹溪云：滑石属金，而有土与水。无
甘草以和之，勿用”。药物五行学说在朱
丹溪的《本草衍义补遗》中体现较多，这与
朱丹溪精于理学有一定关系。徐彦纯长
于经学，在药物五行学说上颇受朱丹溪影
响。

在医学理论百家争鸣的背景下，《本
草发挥》总结了金元医家对中药药性、药
理方面的论述，贴近临床实际，受到了明
初医生的热烈欢迎。明代御医薛铠、薛己
父子对其进行了整理校订，并将其编入

《薛氏医案二十四种》中，在明清多次被翻
刻重印，对中医学术和临床产生了深刻影
响。

《本草发挥》引用《政和本草》与金元
诸家本草之说而成书的体例特点对后世
本草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神农本草经
会通》《本草纲目》《仁寿堂药镜》等本草学
著作都深受其影响。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综合金元医家所长 突出学术理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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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从汝州市
庙下镇卫生院一名普通员工，到汝州市结
核病防治所副所长，转眼已经 10 年。10
年间，梁艳霞边工作边学习，从对结核病
的一知半解，到对结核病的发现、诊断、治
疗，以及随访管理的熟悉掌握，她深刻体
会到了作为结防人的艰辛与不易。

护航百姓健康

再苦再累也值得

2010年，初到新的工作岗位，梁艳霞
为了尽快熟悉工作内容，大事小情都会亲
力亲为。从结核病的随访管理，到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督导考核；从结核病知
识培训到安全生产、后勤保障，都有她忙
碌的身影。

“冒着严寒酷暑下乡，有时候忙起来
错过饭点儿，中午饭下午一两点吃，晚饭
晚上 10 点吃，都是常有的事儿。”梁艳霞
说。

学校结核病是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重
中之重。因其环境特殊、人群密集，尤其

是寄宿制学校，孩子们学习压力大，营养
跟不上，非常容易染上结核病，更容易造
成扩散传播。

梁艳霞针对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制
订了一系列结核病防治计划。每年定期
对初中、高中新生进行常规体检，对学校
教职员工每年定期进行结核病筛查。

定期开展学校结核病联席会议，定期
对学校结核病进行联合督导，定期对学校
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同时，汝州市结核
病防治所派专人到学校进行结核菌素筛
查，每天筛查数量达一两千人。梁艳霞
说：“一入校园除了中午吃饭那一会儿，其
他时间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但是一想
到能为孩子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再苦再累
也值得！”

梁艳霞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劳累过
度腰就会痛得直不起来。2019年夏天，因
汝州市创建文明城市，加上单位事情较
多，经常加班的梁艳霞腰痛的毛病又犯
了，医生嘱咐梁艳霞一定要注意休息，可
当时正赶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年终
考核工作，因结核病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的时间较晚，各项工作没有那么规
范，作为主管领导，她一直急在心里。为
了赶进度，梁艳霞放弃去理疗、针灸的时
间，随考核组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考核工
作，腰痛的时候咬牙坚持，考核结束后，她
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困难，医生告诉她这样
会落下病根的，但她摆摆手说没关系，因
为自己对这项工作爱得深沉。

精准帮扶

誓与结核病战斗到底

在梁艳霞看来，结核病是个穷病，越
是生活困难的患者治疗越不顺利，还容易
复发和形成耐药性。因此，这部分群体便
成为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

梁艳霞会定期对患有结核病的贫困
患者进行随访，真实掌握他们的治疗进展
情况，给他们送去药品。同时，梁艳霞及时
了解这类患者生活上的困难，并给予帮助，
帮他们树立战胜疾病和积极生活的信心。

在一次随访中，梁艳霞了解到，结核
病患者张老先生是一位留守老人，老伴儿

去世早，儿子儿媳外出打工，留下一个孙
子让他照顾。张老先生每次到市里看病
都要先安顿好孙子，然后带着干粮步行几
公里去取药。

抗结核药物是国家免费发放的，但其
他药物需要自费。为了减轻张老先生的
负担，梁艳霞帮他垫付了全疗程所有保肝
健胃药。春节期间，张老先生的儿媳从外
地回来，专门到汝州市结核病防治所感谢
梁艳霞。

自掏腰包为贫困结核病患者垫付医
药费这事儿，梁艳霞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
了；每次下乡，她总能碰到结核病患者还
给她钱，她都拒收了。于梁艳霞而言，能
看到结核病患者康复，才是最高兴的事
儿，其他的都不重要。

结核病是一个古老的疾病，结核病防
治工作是一项马拉松式的长跑，需要结防
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坚持。目前，结核病
虽然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离“2035年终
结结核病”的目标还有差距，在今后的工
作中，梁艳霞将竭尽所能，为结核病防治
事业不懈奋斗。

梁艳霞：为结核病防治事业不懈奋斗
□王 婷 蒋建国 孙建伟

提要：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不仅塑造
了中医风骨，更是自古以来千千万万济世
报国的有志之士的人生理想。

在医院、诊所和药店，人们最常见的几
个字估计就是悬壶济世了，其用来赞誉医
者的追求志向和高超的医术，出自《后汉
书·方术列传·费长房传》，成语的来源跟一
位叫费长房的驻马店人有关。

费长房是一名城管，有一天，他遇见市
场上一位卖药的老翁。老翁鹤发童颜，用
一个大葫芦悬挂在杆头招揽生意，傍晚罢
市。因费长房对岐黄之术一向有兴趣，便
悄悄地跟着这位老翁。待行至隐蔽处，老
翁将葫芦放在地上，突然纵身一跳，跳到葫
芦里去了，大家都没发现，只有躲在后边的
费长房瞅见了。这个费长房知道自己遇见
高人了，赶紧准备酒食过来，要拜师学艺。
老翁眼看这个费长房心挺诚，就说你明儿
再来吧。第二天，费长房备好红包又来拜
师，老翁便带着费长房一起跳入葫芦中，那
场景就像孙悟空到了天宫，美酒佳肴应有
尽有，两人海吃痛饮而归。

随后，老翁告诉费长房自己是个神仙，
因犯了点儿小错误被贬斥到凡间，要想拜
师学艺等会儿就跟他走。“长房遂欲求道，
随从入深山，翁抚之曰子可教也，遂可医疗
众疾。”

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及一些古史杂说也有类似记载，大概说的
是汉代某年某天，河南一带闹瘟疫，死了许多人，无法医治。有一
天，一个老人来到这里，开了一个小中药铺，门前挂了一个葫芦，里
面装了药丸，专治这种瘟疫。费长房得以与老翁结缘并跟其学医悟
道，老翁尽授其悬壶济世之术。

中国历史上，这类的故事不少，大多是将真人真事儿添枝加叶
传播出去，以求最佳广告效应。直到今天，人们仍爱将行医称为悬
壶，医生或诊所的贺词也大都是悬壶济世，而悬挂的那个葫芦更成
了中医的标志。生活中，我们也常用“你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来
诘问别人，其渊源也在于此。

葫芦在古代称作“壶”，《诗经·七月》中“八月断壶”，特指的就是
盛药的葫芦，即药葫芦。葫芦既是盛药的工具，又是行医、卖药的招
幌；一则向世人表明悬壶济世的宏愿，二则取葫芦之经济实用，相比
铁盒、陶罐、木箱等，其具有很强的密封性，潮气不易进入，药物容易
保持干燥，古时候的行医者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背着葫芦。而且，
葫芦本身也可入药，能医治多种疾病。

以医技普度众生的孙思邈采药行医时就必挂一个葫芦，像电视
剧里的济公一样，但他的人生故事却远比济公更励志，更值得我们
敬仰。孙思邈从18岁开始就四处行医治病，并精通道家典籍。孙思
邈不愿在朝为官，隐居在太白山中数十年。孙思邈一方面研究医学
著作，一方面学习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四处采集草药，研究新医药
学。几年之后，医学达到了瓶颈期，孙思邈就下山行医，顺便研究民
间的一些土方子，在实践当中，他用毕生所学写成了两部传世的大
作。孙思邈觉得“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
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即《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孙思邈汲取《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的学说，在《千金要方》中第一次完
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在整理和研
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后，将伤寒归为十二论，伤寒禁忌十五条，为
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循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
更具体的内容。孙思邈还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
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

清代名医“黄药师”黄元御亦堪称杏林楷模。黄元御出身于书
香门第，自幼深受家学影响。少年时代，学习举业制艺，遍览经史著
作，家人希望他能够登科入仕，光耀门楣。黄元御也“常欲奋志青
云，以功名高天下”，效其先祖做出轰轰烈烈的功业。黄元御30岁时
因用功过勤，突患眼疾，左目红涩，白睛如血，不得已延医就诊。而
庸医误用大黄、黄连等寒泄之药，致脾阳大亏，使其数年之内屡犯中
虚，最后左眼完全失明。科举时代，五官不正，不准入仕，黄元御的
仕进之路就此被断送。哀痛之余，黄元御发愤立志，“生不为名相济
世，亦当为名医济人”，走上了弃儒从医的道路，一边苦读历代中医
典籍，一边跟着名医学方，数年奋斗，终于有成，开始悬壶济世。在
行医过程中，黄元御又不断总结经验，以求精进，后来医名大盛，老
百姓将其与当时的诸城名医臧枚吉并称“南臧北黄”。

乾隆十五年，黄元御到北京游历，适逢乾隆得了怪病，一帮太医
束手无策，经举荐，黄元御入宫视疾，药到病除，得到了乾隆的特别
赏赐和青睐，亲书“妙悟岐黄”，并恩赐御医。黄元御极力阐发《黄帝
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高度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
用，并善与四时相联系，从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脏腑生成、气血原本
以及精神化生等方面阐述气化自然的妙义，影响很大。在太医院的
几年中，黄元御过得并不如意，繁庶事务使他没更多的时间著书立
说。此后的日子里，他惜时如金，全身心地投入著书中去。

乾隆十八年，黄元御49岁，取张仲景著作中的方药加以笺解疏
证，著《长沙药解》四卷，以药名为纲，论述各药药性、功用、主治及用
法。乾隆十九年，黄元御又撰成《伤寒说意》十卷，以传经入说，辩论
分析，多启迪后学门径；还撰有《玉楸药解》八卷，黄元御在该书中首
创了用浮萍治疗瘟疫的疗法。至此，黄元御已完成医书八部，即后
世所称“黄氏八种”。乾隆二十年初春，黄元御又焚膏继晷着手笺释

《黄帝内经·素问》，至十一月书成，共十三卷，定名为《素问悬解》。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黄元御完成《灵枢悬解》九卷，同年完成《难经悬
解》二卷，此即所谓黄氏医书三种，合前八种，共计十一种。另尚有《玉
楸子堂稿》一书，为黄元御医案、杂著。乾隆二十二年，黄元御在行
医、著述中因过度劳累，身体中虚，渐成重症，抱病回到故里，第二年
便溘然长逝，时年仅53岁。乾隆得知黄元御过世深感痛惜，亲书“仁
道药济”四个字缅怀其一生的医术与医德。“仁道药济”意为“行仁
道，以药济”。

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不仅塑造了中医风骨，更是自古以来千千
万万济世报国的有志之士的人生理想，他们就是民族的脊梁。

（作者供职于河南大学出版社）

入秋后，天气逐渐变凉，尤
其是早晚温差大，当人们早起
之时，很容易打喷嚏、流鼻涕，
有时候甚至还会咳嗽，这其中
不少症状，是因为人的肺部受
损的缘故。由于秋季的凉风很
容易侵犯人的肺部，对于肺部
较弱的人来说，秋季护肺暖肺
是安度“多事之秋”的必经之
路。

中医认为，“秋气通于肺”，
秋季干燥的天气最容易伤害到
肺，特别是日常忙碌的中年人，
他们身心负担重，再加上平日
里吸烟及众多应酬，对肺的伤
害尤其值得重视。由于护肺的
需要，秋季的饮食应以滋阴润
肺为宜，如梨、藕、百合、白萝
卜、银耳等，对于预防咳嗽、哮

喘等疾病都有积极的作用。同
时，还应注意少吃寒凉食物，适
当保暖、避风寒，以免造成肺部
损伤。

除饮食之外，适当运动也是
养肺护肺的重要途径。“正气内
存，邪不可干”，适当的运动锻
炼可提高人体自身免疫力，抵
御疾病侵袭，尤其是有氧运动，
能加强人体呼吸和血液轮回功
能，使人的肺活量及心脏膨胀
力增大。但是，秋季运动要科
学，要特别注意适量不过量，早
晚预防受凉，宜选择运动量较
小或适中的运动方式，如散步、
慢跑、游泳等。在空气质量不
好的时候，应减少户外活动与
运动。

给大家推荐两个简单的增

进肺部功能的小窍门。一是屏
气 法 。 找 一 个 安 静 的 场 所 闭
目养神，用鼻子深深地吸一口
气屏住，随后缓缓用口吐出，
间隔几分钟后，再重复这一动
作，五六次之后即可。这是中
医调气的方法，能使人体内的
浊气排出，调节呼吸，改善人体
的身体功能，特别是对患有慢
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效果尤佳。
另一个是扩胸法。两拳紧握，
两 条 胳 膊 同 时 向 后 、向 外 伸
开，连续扩胸 15 次左右为一个
过程，每天重复三四次，这样
既能锻炼胸壁肌肉，又能增进
心肺功能，远离秋季常见的伤
风感冒等。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彭永强整理）

前几天参观新农村建设，见到人家门前
长着枝叶茂盛的地肤，感到十分亲切。我老
家也有人种植，小时候只知道它能做扫帚或
炊帚。李时珍曰：“地肤、地麦，因其子形似
也。地葵，因其苗味似也。鸭舌，因其形似
也。妓女，因其枝繁而头多也。益明，因其子
功能明目也。子落则老，茎可为帚，故有帚、
蔧诸名。”

我听说地肤可以蒸着吃，就尝试了几次
感觉不错，再见到它，总忍不住想揪它的嫩
叶，根本不用担心对它的伤害，越揪越旺，最
后整株草长得特别庞大。

其实除了以上用途，地肤还有药用价
值。传说，有个道士喜欢炼制丹药，有一年夏
天他上山寻找炼丹的原料，好几天都在山上

度过。夜里蚊虫叮咬甚是厉害，让道士受尽了折磨。
眼看就要变天了，道士赶紧连夜下山，回到自己的道观中。

回来后，他感觉浑身不自在，瘙痒难忍，很多地方都被抓破了。他
想也许烧一锅水，泡个热水澡会好受些。他就用地肤做的炊帚洗
锅，添了满满一锅水。也许是太累了，他居然忘记从锅里把炊帚
拿出来，直到水烧热后才发现，不过，他顾不得这么多了，赶紧洗
澡。洗好后明显感觉全身瘙痒减轻了，他仔细一想，难道是因为
那个炊帚的缘故？以后连续几天，他都用炊帚熬水洗澡，果然身
上的瘙痒好了。

地肤性寒，味辛、苦，归肾经、膀胱经，具有利小便、清湿热的
功效，主要用于治疗小便不利、淋病、带下、疝气、风疹、疮毒、疥
癣、阴部湿痒等。 （作者供职于永煤集团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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