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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淮河骨科医院诚聘医界精英
信阳淮河骨科医院（原工区路四里棚骨科医院）始建于2005年，是一所集医

疗、康复为一体的二级专科医院。信阳市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原城镇居民医保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河南省城镇居民（职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信阳市工伤
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现因业务发展需要，高薪诚聘康复医学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骨科、医学
影像科、B超、检验科、护士等医疗专业人员。真诚欢迎医界同仁前来合作发展！

联系人：杨劲松 联系电话：13939715700
地址：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56号

广告

由河南好耐公司新推出的“沐健臣”牌消毒液，不仅适用于各类硬质物
体，而且适合清洁瓜果蔬菜类食品，是广大群众理想的生活用消毒产品。为
了让广大基层劳动者受惠，现开展免费向村医赠送活动，全省名额限定 700
名。先询先得，额满为止。只需打个电话，即可免费获得 2 瓶。欢迎代理，欢
迎考察。

河南经销地址：郑州市杨金路聚方科技园
联系人：温春峰 马 丽 电话：18039102323 （0371）55636136

广告

消毒液诚招代理
免费向村医赠送700份

名相崔知悌为唐太宗治顽疾名相崔知悌为唐太宗治顽疾
□□卜俊成卜俊成

■中药传说

相传有个年轻人叫阿牛，他幼年丧
父，母亲靠纺织度日。因早年丧夫加上生
活艰辛，阿牛的母亲经常哭泣，把眼睛都
哭坏了。阿牛一边给财主做工，一边起早
摸黑开荒种菜，靠卖菜换些钱给母亲求医
买药。

一天夜里，阿牛梦见一个美丽的姑娘
对他说：“沿运河往西数十里，有个天花
荡，天花荡中有一株白色的菊花，能治眼
病。菊花九月初九重阳节才开放，到时候
你用菊花煎汤给你母亲喝，定能治好她的
眼病。”阿牛按照梦里姑娘所说的，用菊花
煎汤治好了母亲的眼病。

财主得知消息后想霸占菊花，于是便
派人去抢，双方争夺时，菊花被折断，菊花
瓣散落于地上。阿牛将掉在地上的菊花
瓣捡起来装在口袋内回家煮水给母亲喝。

阿牛为此十分伤心，他不断地哭泣，夜半时分，他恍惚又看到了
梦中的那位姑娘。姑娘告诉他自己是天上的花仙子，并将种植菊
花的秘诀传授给阿牛。

阿牛根据姑娘的指点种植菊花。到九月初九重阳节阿牛的屋
前便又开出了芳香四溢的菊花，后来九月初九也被称为“菊花节”，
并形成了赏菊花、品菊花茶、饮菊花酒等风俗。

菊花，又分白菊花、杭菊、甘菊、金蕊、甜菊花等，为菊科植物多
年生草本，花期为9月~11月，菊花受四时之气，饱经霜露，叶枯而不
落，花槁而不凋。

菊花味甘、微苦、辛，性平凉、无毒，具有祛风清热、益肝肾、补阴
明目的功效，用于治疗各种风热头目疼痛；野菊花味苦，性平，具有
清热解毒的功效，用于治疗疮疡肿毒等。

（作者供职于西华县人民医院）

2017年，我有幸进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开始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
间，在基地领导的重视和恩师马淑霞的指导下
重新学习中医经典，当我阅读《灵枢·营卫生会》

“卫出于下焦”时，突然想起《中医基础理论》中
有“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及“肺主气，脾生
气”之论，那卫气到底出自何处？由何脏腑生成
呢？我通过查阅古代医籍，并向马老师请教，最
终得以解惑，现将读书解惑笔记和临证心得记
录如下。

一、于中医经典中认识卫气主护卫肌表，防
御邪扰

《灵枢·邪客》记载：“卫气者，出其悍气之剽
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灵枢·营卫
生会》记载：“营在脉中，卫在脉外。”可见，卫气
是一种性质慓疾滑利、行于脉外肌表的阳气。

《灵极·本藏》记载：“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
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罗天益在《卫生宝鉴》
中进一步概括总结“此皆卫外而为固也”。故
知，卫气具有温煦肌肤、护卫肌表、启闭汗孔而
调节汗液排出，维持体温衡定，调节人体内外环
境平衡的作用，卫外而为固是其基本功能。罗
美《内经博议》记载：“卫气不固则玄腑方开。”林
之翰《四诊抉微》记载：“卫气不固者，最易伤
风。”可见，卫气作为人体一身表阳，具有护卫肌
表、防御邪扰之功效，若卫气不足、表阳不固，则
皮毛腠理开阖无度，玄府开而不合则多汗，外邪
趁机袭扰则伤风，日久则病证反复。

二、于中医经典中总结概括“卫出三焦”
《灵枢·营卫生会》中率先提出“卫出于下

焦”之说，此后众多先贤对该论作了精辟解析，
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记载：“卫气出于下焦，谓
其所从出之根柢也。”何梦瑶在《医碥》中记载：

“气根于肾，亦归于肾。”唐宗海在《血证论》中亦
记载：“肾者水脏，水中含阳，化生元气，根结丹
田，内主呼吸，达于膀胱，运行于外，则为卫气。”
可见，肾居下焦，藏元阴元阳，乃先天之本、诸气
之根，卫气根源于肾，肾阳通过温煦以助膀胱气
化可以化生卫气。

《黄帝内经》中“卫出于下焦”的论断，似与
中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说法相悖，卫气是
否仅出于下焦？卫气生成与中焦脾胃有何联
系？《灵枢·五癃津液别》记载：“脾为之卫。”《灵
枢·营卫生会》记载：“人受气于谷，谷人于胃，以
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
为卫。”《素问·痹论》更直言“卫者，水谷之悍气
也”。可见，《黄帝内经》虽无“卫出中焦”之名，
却有“卫出中焦”之实；中焦脾胃也可化生卫气，
且为卫气生化之源。

自《中藏经》“卫出于上，营出于中”开始，历代多有“卫出下焦”
及“卫出上焦”之争。药王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载：“上中下三焦同
号为孤府，而营出中焦，卫出上焦。”可见，孙思邈所言“卫出上焦”指
的是卫气由上焦的肺产生。而《灵枢·决气》记载：“上焦开发，宣五
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说的是卫气还由肺宣
发至体表。前文已论述“卫出下焦”有理论依据，现又找到“卫出上
焦”的经典条文，所以，懂得卫气也可出于上焦比争论“卫出下焦”是
否是“卫出上焦”之误其实更有价值。

综上所述，作为一身表阳、机体藩篱的卫气，它根于下焦的
肾，源于中焦的脾胃，并可通过上焦的肺化生和宣发。上焦的肺、
中焦的脾胃和下焦的肾都可以生成卫气，一言概之即是“卫出三
焦”。

三、于临床实践中检验和活用“卫出三焦”
临床疗效是检验医学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基于“卫出三

焦”理论，通过调补肺脾肾来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每每获效，现摘录
验案一则。

病例：2018年休假回家，老家长辈来诊，男性，59岁，反复发热、
咳喘5个月，稍感凉气即发，已住院治疗4次，均被诊断为肺炎，并予
以抗感染等治疗，现出院1周，出院前肺部CT显示右肺条索影。

刻见：形体瘦弱，面色萎黄，神疲体倦，语声低沉，手足冰凉，偶
咳无力，诉平素恶风多汗，纳差喜卧，动则气短乏力，腰膝酸软，大便
溏薄，夜尿频频且清长，舌淡苔白，脉沉细。

诊断：反复肺炎（同隙期）。
病机：肺脾肾三脏不足，卫气生化匮乏，肌表藩篱不固。
处方：玉屏风散、六君子汤、肾气丸合桂枝茯苓丸加减。生黄芪

30克，炒白术12克，防风6克，桂枝12克，红参9克，茯苓15克，陈皮9
克，姜半夏9克，附片9克，山药15克，山萸肉9克，桃仁12克，赤芍9
克，丹皮6克，甘草6克。水煎服，每天1剂。

疗效：服药2个月，其间天气突变，患感冒1次，在诊所进行输液
治疗后临床治愈；服药后体力恢复如初，自诉身体素质已和犯病前
无异，舌脉及大小便恢复如常，随访1年，肺炎仅1次。

按：卫气是机体抵御外邪入侵的屏障，卫气不足则藩篱不固易
反复外感，患者平素恶风多汗，稍受凉即外感，属卫气不足。卫出三
焦，由肺脾肾三脏化生。患者既可见神疲体倦、语声低沉、气短乏
力、咳嗽无力等肺气虚表现，又可见面色萎黄、纳差喜卧等脾气虚症
状，且兼见手足冰凉、腰膝酸软、大便溏薄、夜尿清长频数、舌淡苔
白、脉沉细等肾阳虚表现，故以玉屏风散、六君子汤和肾气丸分别调
补肺脾肾；肺部CT提示条索影，故加桂枝茯苓丸活血化瘀，缓消沉
疴。由于把握病机，灵活应用“卫出三焦”理论，同时兼顾西医辅助
检查结果遣方用药，故见奇效。

（作者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7级住培医师）

唐代大诗人杜甫（今河南省
巩义市人）一生坎坷，仕途艰难，
50多岁时携妻儿从四川夔州到
了湖北沙头镇。由于他刚到沙
头镇时没有生活来源，虽有弟弟
和乡亲们的接济，但毕竟是寄人
篱下，非长久之计。唐大历三年
（768年）春，他在众亲友的帮助
下，开了一家“百草堂”药铺，以
卖药为业，聊度岁月。

由于杜甫的“百草堂”药铺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百姓赞不
绝口，因而门庭若市，生意兴
隆。这样一来，“百草堂”药铺就
引起了镇上另外几家药铺主人
的眼红和嫉恨，他们用重金收买
了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卫
伯玉的书吏，求他帮助挤垮杜
甫，由于这位书吏收了昧心钱，
就极力在卫伯玉面前说杜甫的
坏话。于是，卫伯玉就开了一个
药方来刁难杜甫，对书吏说：“要
他杜老倌照方抓药，如若不然，
就砸了他的招牌。”

一天，这位书吏来到杜甫的
“百草堂”药铺，旁若无人地走近
柜台，将药方往柜台上一甩，厉
声喝道：“这是荆南节度使卫大
人急需的药，赶快照方抓药，若
缺一味配不齐，你们休想在此开
药铺！”

药铺伙计赶快接过药方，一
看就愣住了。原来药方上写的
四味药是：行运早、行运迟、正行
运、不行运。药铺伙计赔笑问
道：“你老是请哪位高明郎中开
的药方，我们怎么见都没见过？”
书吏不等药铺伙计把话说完，开
口就骂骂咧咧地叫嚷道：“你们
开的是什么药铺？快把杜老倌
叫出来，要是配不齐卫大人要的
药，我就砸掉你们的招牌。”

伙计们见来者不善，也不敢
怠慢，忙将此事告知杜甫。杜甫
明白这是故意来刁难的，看过药
方，冷冷一笑，随手从药架上取
了四味中药，走进前堂，对书吏
说：“这是卫大人要的药，我们店

里应有尽有。”说着，将四味中药
摊放在柜台上，书吏一看傻了眼，
杜甫拿出来的竟然是：一片萝卜
干、一块生姜芽、一只鲜李子、一
颗干僵桃。书吏大声吆喝道：“这
怎是药方上的药？要是糊弄卫大
人，我将拿你是问。”杜甫上前道：

“这萝卜干是‘甘罗’之意，甘罗
12 岁就当了丞相，你说他是否

‘行运早’呢？这生姜芽是‘姜子
牙’之意，姜子牙83岁遇文王，是
否算‘行运迟’呢？你再看这红
皮鲜李子，虽说酸不溜的，正是
目前市场上的俏货，可说是‘正
行运’吧。这干僵桃呢是隔年的
桃子，经过霜打雪冻，算不得鲜
果，只能入药，所以说‘不行运’
了。”书吏听了杜甫说的不无道
理，无言可驳，只得连连点头，拿
起这几味药回去交差了。

卫伯玉看到书吏拿回来的
药，知道杜甫非等闲之辈，且人
穷志不短，最后只得作罢。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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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卖药的故事
□李爱军

■杏林撷萃

遗失声明

信阳市肿瘤医院袁晓平的医师资格证书（编码：
201141110413026197812035415）、医师执业证书（编码：
110411500006149）、中级职称证书（管理号：16185968，主治
医师，男，取得时间：2016年5月，丢失时间：2020年10月）
不慎丢失，声明原件及复印件作废。

崔知悌，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人，约生于隋大业十一年（615年）。崔知悌出身宦族，历任洛州（今河南）司马、度

支郎中、户部员外郎；唐高宗时升殿中少监，后任中书侍郎、尚书右丞，公元679年官至户部尚书。祖父崔枢，曾任司农

卿。父亲崔义真，任陕州（今河南陕县）刺史（《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义直峡州刺史）。崔知悌于政事之暇，喜欢从事

医疗。他研究医药书籍，集合众长，提高技术，临床诊治药到病除，颇多创造。

崔知悌自少善于针灸，尤其擅长炙骨蒸之法。其所著《崔氏纂要方》中，也以《炙骨蒸病方》最著名。另有单行本

《崔氏别录》，《外台秘要方》采入，题名《炙骨蒸法图》，即世传崔丞相《灸法》。

在 1400 多年前的唐朝首都长安
（今西安），担任户部员外郎（从六品）
的鄢陵籍官员崔知悌，听同事说唐太
宗因为长期伏案彻夜批阅奏章而身患
座疾（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多日
无法上朝，太医却束手无策后，心情变
得沉重起来。

如果没有皇上的隆恩浩荡，就没
有年纪轻轻的自己从地方擢升到京城
的机会。思前想后，在从政之余，已经
钟爱多年岐黄之术的崔知悌，决定为
唐太宗疾病的康复做一些事情。从哪
里开始呢？崔知悌沉静下来，闭目思
索。此刻，多年苦读积累下来的运用
中医药治疗疾病的知识源源不断地在
他的脑海涌现。

“皇上日夜为江山社稷操劳，必会
过度耗费肾精，而肾为先天之本，进而
导致肾气不足。同时，皇上长期伏案
工作，定会造成腰部骨骼和肌肉的疲
乏，最终促使肾腰疲惫，进而引发疾
病。”崔知悌在心中默念道。“座疾病位
在腰，病史漫长，常规的口服汤药已经
不能消除炎症，须用药灸直接作用病
位，方有望祛除顽疾。”想到这里，崔知
悌的心犹如散去乌云的天空，变得舒
朗明媚。

回到家中，崔知悌立即根据唐太

宗饮食起居的特点和疾病的症状，开
具了一个涵盖几十种中药的处方。为
了达到效果，处方中很多药物无法从
药铺中购买现成的，需要临时采集新
鲜的，并加以炮制后应用。尽管如此
复杂，但是因为心中念着皇上健康，
崔知悌很快就把所需的药物采集完
毕。

随后，崔知悌把采集来的中药全
部放置到一口大铁锅里熬制，并专用
枣木棒不停地进行搅拌，以防药物熬
制不均。等药物熬制完毕，去除药渣，
他借用香油把熬制成的精华部分调和
成药灸，盛放到一古朴雅致的瓷药罐
中，通过太医进奉给唐太宗使用。

连日来，为了治病，已经服用过几
十剂中药但疗效甚微的唐太宗心情很
糟糕。听侍从说不是医生的官员崔知
悌专门为自己熬制了通过外治法治疗
疾病的药灸，唐太宗感觉有些草率，但
是念及崔知悌的忠心及虔诚，决定试
一试。结果，使用药灸后的第二天，唐
太宗的症状就大为减轻。连续使用10
多天后，疾病竟然痊愈了。为此，唐太
宗特别高兴，特意为崔知悌熬制的药
灸赐名为“锦唐誉制药灸”，崔知悌也
因此成为锦唐御制骨痛贴的鼻祖。

其实，在崔知悌为唐太宗治好顽

疾之前，他还有过为自己治愈疾病的
经历。那是初春的一个草长莺飞、杂
花生树的一天，崔知悌感觉身体发热、
浑身没劲儿、喉咙痛，他初步判断自己
患了伤寒（感冒），便服用麻杏石甘汤
治疗。然而，服用两天后，症状反而加
重了，同时出现了眼睛发红，耳朵后肿
胀并伴有按压疼痛，脸上出现红疹的
症状。

思考自己病情的变化情况，崔知
悌敏锐地诊断患上的并非伤寒而是风
疹。风疹是一种传播性极强的病毒性
传染病。不仅是唐朝，就是在医学科
技十分发达的现在，如果不及时治疗，
风疹还是很凶险的。如果是孕妇，风
疹病毒的入侵可导致胎儿畸形、早产
和死亡。

确诊后，崔知悌立即停用了麻杏
石甘汤，改为给自己服用出自同时代
医家孙思邈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的
小续命汤。很快，崔知悌的病情得到
了控制。而为了预防疾病的复发，从
患病开始，连续3年内，他共计服用了
46剂小续命汤，最终疾病完全治愈。

崔知悌不仅医术精湛，而且还撰
写有《骨蒸病灸方》《纂要方》《产图》等
著作。不过由于年代久远，这些著作
都已经亡佚，湮没在历史的滚滚洪流

之中，现在的我们仅能从唐朝王焘由
文献辑录而成的综合性医书《外台秘
要》中感知到丝毫。

据《外台秘要》记载，现在中医针
灸中常用的“四花穴”，即出自崔知悌
的《骨蒸病灸方》；而崔知悌利用款冬
花燃烟治疗咳嗽的方法，则是迄今为
止有医学记载以来的首次通过雾化疗
法治疗疾病的记载。

然而，对于崔知悌而言，医学生涯
仅是他从政之余的副业。出身官宦之
家的崔知悌，其祖父曾经主管全国的
农业，其父亲曾经主政今天的河南陕
县，自己考中进士之后，从洛州司马，
平步青云，直至户部尚书，终成位赫权
倾的宰相。

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反
观古今中外历史，反思自己及周围的
芸芸众生，绝大多数的人穷极一生也
难以把其中的一者做到声名远播，而
千年之前的崔知悌却把不可能做成了
可能，把难于上青天的二者做到了水
乳交融，以一种良相名医绝响的姿态
留给后人仰望、深思和践行。

回望崔知悌的一生，他在走过了
无数个人生的冬季之后，生命便幻化
成锦绣留在生机勃发的春天里青春永
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