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热经纬》共5卷。卷1为“《内经》
伏气温热篇”，为王士雄收集的《黄帝内
经》关于温热暑病的条文。卷2为“仲景
伏气温病篇”，包括“伏气温病”“伏气热
病”“外感热病”“湿温”“疫病”5篇，汇集
了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相关
内容。卷3为“叶桂温病理论”，包括“叶
香岩外感温热篇”（即叶天士《温热论》）、

“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是王士雄从
《临证指南医案》中辑出的相关内容）。
卷 4 为陈平伯、薛雪、余师愚关于温热、
湿热和疫病的理论，包括“陈平伯外感温
病篇”“薛生白湿热病篇”“余师愚疫病
篇”“疫证条辩”等。卷5为方论，以仲景
方居多，也收入了后世医家的效方，并汇
集了历代医家对方剂的理解。

《温热经纬》选取了《黄帝内经》《伤
寒论》《金匮要略》中有关热病的论述，以
及叶桂、陈平伯、薛雪、余师愚等清代温
病大家的条文，分卷分条辑录，并采用后
世诸家的见解，参以王士雄按语逐条注
释析义。王士雄根据自己的临证经验，
补充发挥温病学说，诠释了温病顺、逆传
变理论；将温病分为新感、伏气两类；指
出暑多挟湿，而非暑必挟湿；重视伤寒学
派对温病思想形成的影响，体现了寒温
融合治疗温病的学术思想，具有以下特
点。

解释温病逆传、顺传理论

伤寒以六经传变，新感温病以卫气
营血传变，叶桂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
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说，但语焉不详。
为什么传心包是“逆”？王士雄对此曾作
阐述：传心包称逆，是相对于传胃称顺而

言的。在肺之邪，能下行传胃，为有出
路，是谓顺。“肺胃大肠一气相通，温热须
究三焦，以此一脏二腑为最要。肺开窍
于鼻，吸入之邪先犯于肺，肺经不解，则
传于胃，谓之顺传。不但脏病传腑为顺，
而自上及中，顺流而下，其顺也有不待言
者”。

邪不移胃而传心，是从脏传脏，邪无
去路，内蕴滋变，是谓逆。王士雄还指出

“若不下传于胃，而内陷于心包络，不但
以脏传脏，其邪由气分（此处指肺之气）
入营，更进一层矣，故曰逆传”。说明邪
从肺入心，由卫入营，均为逆传病变。

王士雄对顺传传变机制作了明确解
释，弥补了叶桂未言之理，同时解释了叶
桂所言之“逆”，为后人学习温病的传变
机制起到指路作用。

将温病分为新感、伏气两类

伏气理论源于《黄帝内经·素问》“冬
伤于寒，春必温病”。《伤寒论》中指出“伏
气之病，以意候之”，正式提出伏气概
念。成无己在《伤寒注解论》中记载：“冬
时感寒，伏藏于经中，不即发者，谓之伏
气。”新感与伏气相对而言，指感受病邪
后很快发病者。若内有伏邪，由新感触
动而发病的，称为“新感引动伏邪”。

新感与伏气的区别在于：新感温病，
随感随发，初起有恶风畏寒表证；伏气初
起即有内热症状。但陈平伯、吴瑭、薛雪
等温病医家所论新感多而伏气少，甚至

“专主新感而否定伏气”。
王士雄明确提出“伤而即病者为伤

寒，不即病者为温热”，这里的伤寒即指
新感，温热即指伏气，指出温病既有伏气

又存在新感，并且按照个人的理解整理
出《仲景伏气温病篇》《仲景外感热病篇》

《叶香岩外感温热篇》《叶香岩三时伏气
外感篇》等以示区别，并认为新感、伏气
不可偏废。

新感温病的传变方式是先卫分，后
气分，后营分，后血分，依次相传。由于
邪气内伏，伏气温病的传变方式为由里
而表，先见营血之证，然后才可见到气
分。这为临床上分辨新感与伏气温病，
提供了个人经验。此外，王士雄还结合
自己的临证心得对新感、伏气的病机、临
床症状和转归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提出暑未必挟湿

暑邪为阳邪，是盛夏火热之气所化，
有明显的季节性，多挟湿邪为患；湿邪为
阴邪，四季均见，长夏居多，具有重浊、黏
滞、趋下的性质。叶桂认为“暑必兼湿”，

“暑必挟湿”一度成为当时医家的共识。
王士雄根据临证所见和对自然气候

的观察提出：“暑令湿盛，必多兼感，故曰
挟。犹之寒邪挟食，湿证兼风，俱是二病
相兼，非谓暑中必有湿也。故论暑者，须
知天上烈日之炎威，不可误以湿、热二气
并作一气始为暑也，而治暑者须知其挟
湿为多焉；暑与湿原是二气，虽易兼感，
实非暑中必定有湿也。譬如暑与风亦多
兼感，岂可谓暑中必有风耶？若谓热与
湿合始名为暑，然则寒与风合又将何
称？更有妄立阴暑、阳暑之名者，亦属可
笑。如果暑必兼湿，则不可冠以‘阳’
字。”又指出：“若谓暑必兼湿，则亢旱之
年，湿必难得，况兼湿者何独暑哉？盖湿
无定位，分旺四季，风湿寒湿，无不可

兼。惟夏季之土为独盛，故热湿多于寒
湿。然暑字从日，日为天气，湿字从土，
土为地气，霄壤不同，虽可合而为病，究
不可谓暑中原有湿也。”

王士雄言明“暑多挟湿”而非“暑必
挟湿”，其观点得到了后人的认同。

不拘门户重视传承

清以降，温病思想趋于完善，一些医
家因见多了寒温混淆，用寒治温的不良
后果，故十分强调寒温分治，甚至排斥伤
寒理论。王士雄认为，中医理论有其渊
源，温病的创新也离不开伤寒理论的根
源，就连提出“伤寒与时疫有霄壤之隔”
的吴有性，其所创作的方剂中也有仲景
方的影子。因此，王士雄十分推崇寒温
并治温病的观点，并采用《伤寒论》阳明
病的治法来治温热病，指出仲景六经原
并不专为伤寒而设，无论何病但见阳明
证即作阳明治，伤寒、温病可以同证同
治，不拘名称之谓，反映了王士雄不拘门
户之见的大家风范。

《温热经纬》承前启后，对温病学做
了较系统的整理和提高，基本反映了清
末以前温病学说的发展水平，是了解温
病学演变概况及深入探讨温热病理法
方药的重要著作，后人称其为温病学之
集大成者，并以之为学习温病学的入门
之作。《清史稿》评价《温热经纬》一书
说：“又著《温热经纬》，以轩岐、仲景之
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大意同章
楠注释。兼采昔贤诸说，择善而从，胜
楠书。”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

温病学著作——《温热经纬》
□黄新生

王士雄，字孟英，号梦隐，又号潜斋，别号半痴山人、睡乡散人、随息居隐士、海昌野云氏。他是清代著名

的温病学家，与叶桂（字天士，号香岩）、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吴瑭（字鞠通）并称“清代温病四大家”；有感

于温热一证，庸手妄为治疗，夭折甚多，乃“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于咸丰二年（1852年）

著成《温热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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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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更年期是女性由成熟向
衰老的一个转变时期，年龄大多在
45岁~50岁，主要是指女性的生育功
能从旺盛状态逐渐衰退，以及完全消
失的一个过渡期。

在中医上，女性更年期又称之为
围绝经期，主要由于肾气渐衰，冲任
二脉虚惫，可致阴阳失调，出现头晕、
头痛、耳鸣、心悸不寐、烦躁汗出、情
志抑郁、月经错乱等。在这个时期，
女性的卵巢功能逐渐衰退或丧失，体
内雌激素水平明显下降，因此，大多
数女性都会出现一些上述症状。

那么，在更年期这个阶段，女性
如何去关注自己的身体，怎样去养生
呢？

健康的饮食指导

更年期女性在饮食方面，既要保
持营养，又要注意不吃油腻、刺激等
食物。因此，饮食低脂低盐，荤素适
当搭配，是预防和调治生理功能变
化、保持老年阶段健康的重要保证。

女性在饮食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注意有无贫血。更年期女性，往

往由于肾气衰，冲任不固，天癸将竭，
容易导致月经频繁，经血量多，经期
延长，出现贫血症状。因此，要补充
一些含有铁的食物，还需要有高蛋白
质的食物，例如多吃点鸡蛋、动物内
脏、瘦肉、牛奶等高蛋白食物，还可以
多吃一些菠菜、油菜、西红柿、桃子、
橘子等蔬菜和水果纠正贫血。

补充多种维生素，控制体重。随
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女性在更年期
这个阶段，体内雌激素分泌逐渐减
少，容易出现机体内分泌代谢紊乱，
促发一系列的症状。如营养供给不足，有些妇女在绝经
后容易出现缺钙性骨质疏松和其他营养缺乏病，或由于
代谢紊乱而出现脂肪堆积、身体发胖、体重增加和血液
中胆固醇含量增高、血管硬化等。因此，重视饮食养生
来防止疾病十分重要。除多吃一些含丰富优质蛋白的
食物外，还要吃一些含钙较丰富的食物（如各种豆类、虾
皮、海带、芹菜、白菜等）。另外，少吃或尽量不吃动物脂
肪和含胆固醇较高的食物，以防身体发胖、体重增加；要
多吃杂粮和蔬菜，控制油脂和糖类，并注意平时不要吃
得过饱。

防止血压增高。由于人类的自主神经功能和大脑
皮层功能失调，往往会出现血压增高、心慌胸闷、烦躁抑
郁和失眠多梦等症状，应注意通过饮食加以预防。选择
粗粮（玉米渣、小米、荞麦等）、菌类（香菇、蘑菇等）、芹
菜、桑椹、苹果、山楂、酸枣等以降压安神，对防止头晕，
改善记忆力等有一定的帮助。同时，要低脂低钠饮食，
不吃刺激性食物（如咖啡、酒、浓茶、辣椒等），更不要吸
烟。

积极锻炼身体

更年期女性做到早睡早起，可以去户外、公园散步，
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和一些同龄人或者志同道合的女
性朋友，每天短跑、跳舞、打太极拳、练气功等运动量不
大的体育活动及力所能及的劳动，以调节生活，改善睡
眠和休息，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中午最好养成午睡的
习惯。还可以做家务活，有利于增进气血流通、舒筋活
络、增强抗病能力，并可减轻更年期症状。另外，要注意
自己的个人卫生，节制生活。

保持良好的心态

更年期女性应当正确认识自己的生理变化，要保持
乐观情绪，心胸开阔，树立信心，度过短暂的更年期，解
除不必要的思想负担，排除紧张恐惧、消极焦虑的心理
和无端的猜疑。遇事要三思而后行，找家人商议、跟闺
蜜倾诉，最后要做出决定。如果工作中出现不顺心的事
情，要学会给自己减压，放松心情。家人和社会应给予
中老年女性足够的关爱，对中老年女性有更多的理解和
宽容，多与之交流，减少或消除她们的孤独感和失落感。

另外，更年期女性要培养自己的爱好，如散步、听音
乐、看书、练习书法、绘画等，达到养心安逸，恬淡虚无的
境界。总之，更年期女性要敢于面对现实生活，做到工
作有信心，对家庭有担当，对子女有爱心。

做好每年的体检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家
庭关系等会严重影响女性健康，尤其是更年期女性，这
个年龄阶段是女性妇科病以及肿瘤的多发时期，因此，
更年期女性一定要每年做一个常规妇科检查，比如做一
个宫颈癌的筛查以及妇科彩超、生化等相关检查，这样
可以早发现一些妇科疾病，以便更早地进行治疗。还有
一些常见的妇科疾病，也经常困扰着更年期女性，要引
起重视，注意卫生，避免妇科疾病的发生。

总之，更年期女性要懂得生活，关爱自己的身体，合
理膳食，保持乐观的心情，适当锻炼，做到劳逸结合。

（作者供职于郸城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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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堂

广告

如此如此““痴迷痴迷””
在“天地一大窑，阳炭烹六月”的一个

中午，我妈从地里干活回来，汗流浃背，她
用凉水洗了头后，又坐在电风扇下吹风，
结果出现病情，一说话“呜啦呜啦”听不
清，细看左半边脸与右半边脸不对称，左
眼左嘴角歪斜，吃饭直流。我爸带我妈到
乡卫生院治疗。

医生说，我妈患的是面神经瘫痪，需
要住院治疗。唉！家中孩子还小，住院就
意味着我爸还得在医院陪护。在大忙的
季节，地里还有一摊子活，我妈说什么也
不住院，医生只好开了几天药，让拿回家
吃。

吃了几天药后，我妈已能说话，但是
左半边脸怎么看和右边都不对称，怎么
办？又去看医生时，医生说需要中医调
养，他建议去县城中医院看看。

我爸只好带着我妈去县城中医院看
病。那里坐诊的医生直埋怨说：“中医针
灸治疗面神经瘫痪特别有效，你们为什么
不早点来？面神经瘫痪是脑后耳背下部
的神经受寒受损引起的面部神经麻痹，通
过针灸刺激，可激活受损神经。”

“总算找对医生了！”治病心切的父母

听不懂，但是听从医生安排，间隔一天坐
车去县中医院针灸。我妈还听医生的话，
大热天围上围巾防寒防风，并时刻注意保
暖。

《黄帝内经·灵枢·官能》中记载：“针
所不为，灸之所宜。”《医学入门》中记载：

“凡病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原
来，针灸作为中医药学宝库中的一枝奇
葩，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已有数千年的历
史，针刺、灸法、药物在疾病防治方面各有
所长，并具有独特的优势，一直为世人所
瞩目。

我妈治病心切，从开始排斥针灸到后
来针灸后出血也能忍痛坚持，在医生点穴
位、扎银针、燃艾草时，配合着说出她的
痛、麻、酸、困等感觉。

久病成医，我妈跟着医生现学现卖，
也慢慢有了她自己的体会。她说，针法就

是医生把针按照穴位刺入体内，然后运用
捻、转等手法来对穴位进行刺激；灸法就
是在插入穴位的银针上裹上药和艾草，等
燃烧起来时将热量传递到神经末梢，从而
达到治病的目的。有时除了医生用手扎
针，还有像台灯一样的仪器，有些针就连
接在仪器上发出振动，那是为了激活神经
多条通道。

在综合治疗下，1个月后，我妈的口眼
歪斜也日趋“扶正祛邪”，嘴角和眼角基本
恢复原位。

为了巩固疗效，医生给我妈开了几剂
中药。在熬药过程中，我妈对中医药佩服
得五体投地。每次对药品的浸泡、药引子
的多少，对熬药的器具、熬药的水量，以及
熬药的火候、熬药的时间都记得清清楚
楚，生生地把每一道工序拿捏到极致，后
来竟无师自通会说一些中药健身养身的

诸多好处。“心平气和，药食同源；调和阴
阳，化正全身；有病治病，无病防病……”
同时不忘提醒我爸和她一起提高警惕，预
防身体出现问题。

我爸稍有怠慢，她就点着我爸的头
说：“难道你不知道‘无病先防’胜于‘有病
再医’吗？”

以后，不管大人小孩，大病小病，我妈
总是找中医治之。曾记得，我们的睡梦中
都漂浮着中药的味道。

随着我们兄妹长大成家，家里家务的
减少，我妈闲下来的时间越来越多，她渐
渐迷上了将我国的传统饮食和中医学结
合，开始了食疗生涯。常常在菜市场和中
药铺间来来往往，用色、香、味、形俱全的
美味犒劳一家人，心性也慢慢熬制到淡泊
从容。

现在，她性格不急躁，遇事有主见，办
事有条理，说话更风趣，亲和力更强，很受
孙子辈和重孙辈的喜欢。

“或以针灸起沉疴，或以汤药决生
死。”感谢中医，让我妈和我们一起享受到
了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

（镇平县 裴雪杰）

■读书时间

《三国演义》里，东汉末年，各路豪强
拥兵割据，逐鹿中原。袁绍自恃兵多粮
足，图谋消灭曹操。当时袁绍号称麾下精
兵七十万，而曹操才七万。

曹操恐寡不敌众，忧心如焚。曹操帐
下的谋士荀彧说：“袁绍羊质虎皮，凤毛鸡
胆，从者皆乌合之众，主公何惧之有？”结
果不出荀彧所料，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天
时地利人和，火烧乌巢，以少胜多，以七万
兵力，让袁绍的七十万乌合之众灰飞烟
灭。

乌合之众，比喻一群像乌鸦一样临时
杂凑在一起的毫无组织纪律的人。荀彧

把袁绍军队比作乌合之众，是对敌人的蔑
视和不屑。从乌合之众这个贬义词里，可
见世人对乌鸦的轻视和厌恶。

乌鸦通体黑色，只有头顶、后颈侧外
羽毛渲染些许绿色亮辉，常栖息于深山老
林，以瓜果、粮食、昆虫与腐尸烂肉为食。
因相貌不雅，叫声嘶哑粗粝，常被人视作
不祥之物，见之驱逐，如当头鸣叫，更是被
人当作灾祸发生的预兆。甚至有人作诗

“荆棘不生茔域地，乌巢常避楷林风”来表
达乌鸦的不吉利和不受人欢迎。但在中
国古代医药发展历史上，乌鸦肉因具有独
特的药用价值，被历代医家传承沿用至

今，功不可没。
乌鸦肉味酸、涩，性平，无毒，虽然食

用不好吃，但在虚劳肾亏、吐血咳嗽、骨蒸
劳疾、五劳七伤及小儿暗风癫痫和老人头
晕目黑的预防与治疗方面，均有显著疗
效。

中国古代民间流传的乌鸦治五劳七
伤法简单易学，疗效显著。取栝楼瓤一
枚，白矾少许，塞入乌鸦肚中，缝扎煮熟，
以温酒慢用调理，疗效如春风化雨，循序
渐进，不知不觉，尽祛沉疴顽疾。

中医用乌鸦肉治疗小儿暗风痫疾法，
更是花样翻新，道理深入浅出、举一反

三。有人用腊月乌鸦 1 只，盐泥固济，于
瓶中煅过，放冷，取出为末，拌入朱砂末15
克，每次服3克，每天服3次，一般不超过
过10天，疾病便能痊愈。有人用浑乌鸦1
只，胡桃7枚，苍耳心子7枚，研成细末，空
心热酒服下，每次服 3 克，也有神奇疗
效。还有人用乌鸦肉、猪胆汁、钩藤、全
蝎、黄连同煎服治小儿癫痫发作，疗效迅
速。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乌鸦肉对结核菌
有较强的抵制作用，所以对肺结核引起的
咯血、咳嗽、骨蒸潮热有极好的助康复作
用，并且对阴血不足、肝阳上亢、疝气偏
坠、祛风定痫、熄风平肝、头晕目眩、风眼
红烂、小儿痘疮、脱发斑秃、妇女乳汁不下
等，均有显著的食疗效果。

乌鸦肉烹煮时不宜过烂，且不要加
碱，无更多禁忌，用之有道，堪称中医瑰
宝。

（作者供职于孟津县中医院）

肛肠全程无痛技术培训
常年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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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之肉 亦是瑰宝
□庄小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