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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肠全程无痛技术培训
常年招生

学痔瘘技术送鼻炎技术
联系人：田长修 电话：13653737333

地址：卫辉市人民路北段田氏痔瘘专科门诊
广告

健康长寿是古今中外人类美好的理想和愿
望，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是怎么认识自然、认
识人体，以及怎么养生、保健、治疗的呢？我们
想一想当你养一盆花或者养一条鱼，你是不是
先要了解它的本性是什么，而不能顺着你的心
情去养。比如你说我要给你浇水了，给你施肥
而不考虑植物本身的生长规律和需求，我们按
自己的性子去养这些植物和动物的时候，最后
结果是什么？养生的基本要求是你要了解它的
本性。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开篇说：“昔
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
敏，成而登天。”

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
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
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

岐伯对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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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
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
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
而衰也。

上古时代的人，一般都懂得养生的道理，能
够取法于天地阴阳自然变化之理而加以适应，
调和养生的方法，使之达到正确的标准。饮食
有一定节制，作息有一定规律，不过度劳累，所
以能够形神俱旺，协调统一，活到寿命应该终了
的时候，度过百岁才离开人世。

现在的人就不这样了，把酒当水饮，使反常
的生活成为习惯，酒醉了，还肆行房事，纵情色
欲而使阴精绝，使真元耗散，不知道保持精力的
充沛，蓄养精神的重要，而专求心志的一时之
快，违背了人生的真正乐趣，起居作息，毫无规
律，所以刚到半百就衰老了。

养生首先要知其道也，何为养生之道？大
家现在都在说养生，有些人在讲养生之器，比如
吃什么喝什么。有些人在讲养生之术，比如我
们要敲胆经、捏耳朵等，还有人讲养生之法。我
们要说的是养生之道，有个成语叫南辕北辙，说
的是做事情之前首先要把方向找对，如果方向
错了装备越好技术越高背离你的目的就会越
远，方向对了比什么都重要。法于阴阳，法的意
思是古代历法，中国古代有两套历法阴历和阳
历，阳历就是我们说的二十四节气，用于指导我
们的工作，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也就是指导我
们的农耕，阴历指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它是用
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很多传统节日都是根据阴
历来制定的，所以法于阴阳的意思是我们作为
一个自然的产物要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

和于术数，古人云君子和而不同，说明和的
前提是不同，比如炒菜，有酸苦甘辛咸五味，把
同样味道的东西放在一块，比如来个辣椒炒大
蒜，味道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什么叫和呢，酸甜
口的、酸辣口的，比如做个酸辣汤，吃完之后发
汗太多，放点醋中和一下，吃起来很舒服的感觉
就叫和，比如阴阳和，阴阳首先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能待在一起？它
们两个达成了一种相互默契和平衡，现实中很多疾病都是因为没有
法于阴阳而阴阳失调造成的，中医讲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人体是一
个阴阳的和体，如果阴或阳出现了偏颇，就需要懂得术和数的人去
帮助矫正它，阳多的时候给你减点阳或者加点阴，阴多的时候给你
去点水或者温补点阳，让身体回到保持中立平衡的状态，谓之调和。

食饮有节，通俗地讲就是吃什么喝什么要有节律的意思。
第一要讲节气。吃什么喝什么要跟着节气走，我们现在吃得最

多的是反季节的蔬菜、水果、粮食，不符合养生之道，我们既然是自
然的产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同季节
出产的食物是不一样的，自然出产什么，到什么节气吃什么会活得
很自然，由于现在交通等的发达，让我们很容易吃到异地蔬菜，造成
新的水土不服，比如我们可以在北方的冬天吃到海南运来的蔬菜，
在冬天我们的气血是封闭收藏的，当你这时候吃到绿色蔬菜的时
候，身体就会得到一个春天来了的信号，身体内部打开了，外面是风
刀霜剑严相逼，最后就感冒了。

第二要讲节奏。有的人吃饭狼吞虎咽，失去了一个节奏，中医
称胃为更虚更实之腑，就是说进来的东西把它排空了留出余地再接
下一个，这样它是有节奏地蠕动，顺着这个节奏一点一点吃或者慢
慢吃，按照胃的节奏来，如果打乱这个节奏就会消化不好。

第三要讲节制。现在人们生活比较富裕，有了足够的食物和饮
料，吃喝的时候大家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叫恣情纵欲。放纵自己的
食欲，会加大胃肠道负担，久而久之也会容易造成消化系统疾病。

起居有常，常指的是有规律的意思，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是晨
昏颠倒，很多人存在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黑夜没睡白天补回来就
是了，当你的身体随着日月星辰变化而变化的时候，你强迫它去改
变，你会付出更大的能量，所以天黑以后去沉睡和白天以后强迫自
己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在的孩子晚上熬夜写作业或者看电视玩
游戏，时间长了会出现儿童早熟现象。很多人说我到深夜才会有灵
感，才能写出东西，这叫竭泽而渔。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
晨，早睡早起，早晨写东西思考问题更有灵感，起居无常还会使人更
焦虑，患上精神类疾病。

传颂千年的《黄帝内经》养生学说和治未病的预防学思想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经过历代医家不断实践总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
一块瑰宝，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不断完善，使中医养生学和治未病思
想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得以发挥，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发挥更大作用。
让我们时时吟诵法于阴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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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邪贼风，避之有
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并身体力行，养生延
年，关爱生命，让我们的生活更快乐。

（作者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9级住培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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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宰相，
我们中学时曾学过他写的《岳阳
楼记》。他在青年时，过得相当
落魄，但始终以天下苍生为己
任，古代的读书人，相当一批都
是这样，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能改斋漫录》记载了范仲
淹的一桩轶事。科举考试前，范
仲淹到庙里求签，问庙里的住持
僧：“我能高榜得中，将来做宰相
吗？”僧人说：“不能。”范仲淹出
门后，有点失望，立志说：那我就
做一个郎中吧。有人问他：“郎
中怎么能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的宰相比呢？”范仲淹说：“宰相
掌管平衡，是为百姓谋福祉的，
郎中掌管生死，是济世活人的，
都是造福世人，又有什么区别
呢？”这便是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的出处。

关于佐证，在清朝阮葵生
《茶余客话》中亦有记载：范文正
公微时尝云，读书学道，要为宰
辅。得时行道，可以活天下之
命。不然，时不我与，则当读黄
帝书，深究医家奥旨，是亦可以
治人也。俗云，不为良相，当为
良医。这个记载更显权威。

大唐武则天朝的宰相狄仁
杰，我们看的影视剧，断案如神，
实际上他的医术也是很高的。
狄仁杰在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
在闹市中看到一个人颜面部长
了瘤子，很大，这个人十分痛
苦。狄仁杰看到后说：“我能治
疗。”只刺了一针，瘤子便应声落
地，这家人磕头拜谢，并拿出千

金酬谢，狄仁杰什么也没有要，
转身便走了。这个中医典故见
于唐朝薛用弱的《集异记》，故事
讲得纵然有些夸张，但对狄仁杰
的医术和高尚的品德却是肯定
的。其实，治病救人和匡扶社
稷、治理天下是一样的，其内有
相通之处，高明的医生常用治理
国家的道理来治疗人的疾病，成
功的宰相用治疗人的疾病的道
理来治理国家。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汉的
丞相，在曹操夺取荆襄九郡欲渡
江吞并东吴时，随鲁肃游说孙权
的谋臣，建立孙刘联盟，共同御
曹。在舌战群儒这回小说中，
头号谋臣张昭首先责难说：“你
没有投靠刘备时，尚能攻城占
地，你投了刘备，为何一败再
败？”诸葛亮笑说：“人染沉疴，
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
之；待其脏腑调和，形体渐安，
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
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
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厚
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驳倒
张昭，又一一驳倒其他谋士。这
就是用治病的道理来讲治理国
家的具体应用，上工治国，中工
治人，下工治病，说的也是这个
道理。高手出自民间，平民也可
以为相，曹刿是贫民，却打赢了
长勺之战。医生，也非绝对的科
班出身才行。

笔者在日常工作中，见到三
位知识分子成为医者的事实。

第一个是位教师退休后，回
到偏远的农村老家，买了中医书

籍自学，几年后，求诊者门庭若
市，他只开处方，没有药，买药需
要患者自行到药店购买，不收诊
费，病家随心给个5元、10元，也
治好了很多人。

第二个是位50多岁的司机，
有好几辆城乡公交车，家庭条
件殷实，患脑梗死后左侧肢体
偏瘫，有糖尿病史数年，住院
时感染手足癣，左足趾皮肤破
溃，疼痛难忍，在医院治疗后，
效果不佳，钱没少花，还是没
有治好。几个月后，再次见到
这个患者，足部愈合，疼痛消
失，询问他的治疗经过。原来
他村里有个老学究，给他开了
处方和外洗药，最后治好了足
疾。

第三个是位教师刚退休，他
老伴儿大面积脑出血成植物人，
在他的精心护理下，老伴儿由植
物人慢慢苏醒，久病成医家，再
加上他好钻研，渐渐对医学有了
一些知识，询问他的患者，反而
超过了他老伴儿的主治医生。
民间有俗语：秀才改医生，不用
一黄昏。是说古代的读书人，
由于文化水平高，稍微一努力，
成为医生很容易，而实际情况
是，这个秀才也要辛苦读医书，
努力钻研才行。

我们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奋
斗目标是成为名医、良医，过程
是艰辛的，必须有范仲淹“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情怀，才可功成名就。

（作者供职于林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

李杲，字明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晚年自号东垣老人，生于1180年，卒于1251年。他是

中国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

用，因为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所以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据《元史》记载：“杲幼岁

好医药，时易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间，杲捐千金从之学。”

信阳淮河骨科医院诚聘医界精英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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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为良相 当为良医
□秦少波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曾两
次去济源出差。或许是多年研
习中医的缘故，济源令我神往
的不仅有王屋山下愚公移山的
传奇和秀美的山川胜景，在那
厚浓于心头的情愫中，还有对
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
大家”之一、中医“脾胃学说”创
始人李杲在济源生活、工作史
实的追思。

有人说，人生的道路虽然
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是的，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象，
公元 1251 年阴历二月二十五
日，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时年
72岁，躺在病榻上的李杲，在回
顾总结自己一生颠沛流离的岁
月足迹时，一定会庆幸当初正
是听从父亲的安排，才邂逅了
让自己声名鹊起的地方——济
源。

李杲的老家在现今的河北
省正定县，其祖上因为镇守边
关有功，所以家中非常富有。
出身于富豪之家的李杲，从小
就跟随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
献学习《论语》等儒家经典。深
受儒学思想影响的他，是位性
情耿直，好学上进的人。这种
品行在当时北宋南迁，连年战

争的乱世，尤为难能可贵。
如果不是眼看着母亲被庸

医贻误病情而撒手人寰，李杲
或许会通过科举去实现自己治
国平天下的雄伟抱负。然而，
送别母亲后，沉浸在极度悲伤
中的李杲意识到，大丈夫倘若
连父母亲人都不能保护，何以
来为国效劳？于是下定决心奔
赴河北省易县，跟随中医“易水
学派”创始人张元素学医。

放下追逐功名的心去学
习，是一种从内而外的全身心
投入。暑来寒往，春华秋实。
很快，在为期 4 年的勤勉钻研
中，李杲悉数学到了张元素的
精髓。

学成归来，回到正定县，李
杲告诉父亲，想立即开堂坐
诊。学医不仅是理论知识的系
统积累，更是疾病诊治的确切
运用，其父亲深知这个道理。
不过，也是出于父亲对儿子未
来的寄许，父亲建议李杲先去
济源一位为官的老朋友那里工
作一段时间再说。

在金元时期，为官的途径
除去科举、军功之外，进纳一定
的费用也可以被任命一定级别
的官职。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

后，李杲通过进纳，监济源税，
也就是担任相当于如今当地负
责管理税务的官员。

连年的战争，再加上卫生
条件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在古
代，很容易发生瘟疫这种传染
性极强的疾病。公元 1202 年，
李杲来到济源工作的第一个春
天，阴历四月初，一场大规模的
瘟疫“大头瘟”开始席卷济源。
患者刚开始会感到身上发冷，
浑身没有劲儿，很快头面部就
出现肿大的症状，肿胀的眼睛
难以睁开，而且脑袋也变得比
平时大，紧接着会发热、喉咙
痛、不能喘气，最终很快病情恶
化，直到死去。

对于这种表现奇怪的瘟疫
的治疗，当时医书上并没有记
载，尽管医生全力诊治，但是患
者的病情一点儿都不见好转，
没多久，很多人都病死了。看
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无情地
凋零。李杲坐不住了，他不顾
同事及患者家属的劝阻，冒着
被疾病传染的风险，来到患者
床前查看病情，并一一记录下
来，而后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结合所学和患者临床表现，苦
思冥想，经过两天的参悟，李杲

认识到，当时大规模传播的瘟
疫，侵入人体后，会很快就侵
犯心肺，并迅速上攻侵犯头
面，最终导致患者出现多个病
变。而医生用药只是泻掉肠
胃的邪热，这样就不能有效遏
制病情的恶化。因此，治疗应
泻心、清肺热，并散肿解毒、定
喘、扶升阳气。

想到这里，李杲推开门，飞
奔到附近的患者家中，望闻问
切，四诊合参后，开下方子：黄
连、黄芩、橘红、玄参、生甘草、
连翘、薄荷等，标明药量，并叮
嘱患者家属，让药店研成粉
末，一半用来水煎服用，一半
用来制成药丸，含在患者嘴
里。当晚，患者的病情就得到
有效控制，经过调养，很快病
情痊愈。

当地百姓得知患有瘟疫的
患者被李杲治好后，纷纷前来
求药方。从此，李杲名声大
振。后来，人们把药方刻在济
源当地主要路口的木牌上，供
人抄录。再后来，人们把药方
刻在石头上，希望它永久流传，
帮助子孙后代解除“大头瘟”的
病痛。这个药方就是：普济消
毒饮。直到800多年后的今天，

依然是中医药院校教材上常用
的重要方剂之一，治疗腮腺炎、
脑膜炎等效果显著。

机缘总是与神奇相连。济
源之于李杲是美丽的邂逅，李
杲 之 于 济 源 则 是 医 泽 的 倾
泻。在济源拯救瘟疫患者的
成功，更加坚定了李杲悬壶济
世的决心，也为李杲此后近半
个世纪行医生涯的开启写下
了完美的一笔。在随后岁月
的更迭中，无论是客居开封治
病救人，声名远播，还是回归
故里传授医道，著书立说，令
李杲始终眷恋不忘的事情中，
一定有他在济源生活的宝贵
时光。

每次到济源出差的晚饭
后，我都会沿着住所周围的大
道漫步，让来自王屋山的清风
尽情吹落自己忙碌的风尘和堆
积的慵懒。并不止一次地遥
想，多少个月色如水的夜晚，
李杲把市井的喧嚣与繁华关
在门外，坐在济源寓所的蜡烛
下津津有味地研读医书。红
烛高大，烛光明亮。那正是大
医精诚精神的传承所在，也是
王屋山下永不磨灭的信仰高
擎。

珍珠，别名真珠、蚌珠、真朱、珠子、
药珠，珍珠贝科动物马氏珍珠贝、蚌科
动物三角帆蚌等双壳类动物受刺激形
成的珍珠。

珍珠性寒，味甘、咸，归心经、肝经，
具有安神定惊、明目消翳、解毒生肌的
作用，属安神药下属分类的重镇安神
药。孕妇慎服。

《红楼梦》第九十二回：冯紫英受朋
友之托，带了4 件西洋贡品去见贾政，
其中第三件是一颗桂圆大的珍珠，是
4件西洋贡品中最昂贵的，要价1万两
银子。冯紫英还给贾政等人展示了
珍珠的妙处。他将一包小珠子倒在
漆黑里散着，把那颗桂圆大的母珠放
在中间，将盘子放于桌子上，只见那
些小珠子滴滴溜溜地都黏在大珠子
上，贾政解释道：“这叫母珠，是珠之
母。”

唐代李珣说：“于臼中捣细重筛，更
研两万下，方可服。”

一般认为，珍珠产于廉州合浦县为正宗。传说合浦县海中有
珠池，海底有座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细碎
蔓延于城郭之外者，始可采而得之。每年刺史亲监珠户采珠，以
充贡赋。

《廉州志》云：“合浦县海中有梅、青、婴三池，蜒人每以长绳系
腰，携篮入水，拾蚌入篮，即振绳令舟人急取之。若有一线之血浮
水，则葬鱼腹矣。”

史料记载，明朝皇帝为了采集南珠，派了太监在合浦县强迫
人民修了一座方圆一公里的小城，全用珍珠贝壳混合泥土砌成，
叫珍珠城。现七成垣虽已废塌，但废墟仍在。

在我国历史上也有“合浦珠还”的佳话。汉朝合浦太守百般
盘剥，珠户憎恶而离开合浦城。后来，孟尝为合浦太守，革易前
弊，珍珠复还。

到了宋代已经发明假核人工养殖，《文昌杂录》已有记载。
珍珠历代被视为宝贝，不可多食。有银白，有浅蓝，还有

黄白色、黑色、淡红色，均可闪烁绚丽的色彩，令人赞叹不
已。

珍珠含有钙、十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铅、铜、铁、镁、锰、
锌、硅、钛、锶等），可抑制脂褐素，使皮肤吸收其营养。慈禧太后
每10天服1银匙珍珠粉，从不间断，所以70岁时皮肤仍柔软细嫩，
光滑润泽。

慈禧太后除活着佩戴珍珠装饰外，死后绣丝褥共镶16000多
颗大珍珠，寿衣镶5920颗珍珠，织金陀罗经被镶820颗珍珠，口含
特大珍珠1颗，棺材放3700颗珍珠。

研究表明，珍珠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碳酸钙、碳酸镁，其次为
氧化硅、磷酸钙等。另外，珍珠还含有30多种微量元素、牛磺酸、
丰富的维生素、肽类等。

（作者供职于郑州警备区门诊部）

■中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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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说您与中医药的那些事，或者写一写身边的中医药故事，
推荐您喜爱的中医药书籍。

《读书时间》《我与中医》《养生堂》《中药传说》《杏林撷萃》《中医典故》等栏目期待您来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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