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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人的锦囊妙计——

《冯氏锦囊秘录》
□黄新生

博采众长重温补

一是博采众长有精论。冯
兆张学医十年，勤奋苦读，深得
古人精髓，后又六上京师，研习
医学，融会贯通。他在自序中
说：“兆张所以有纂集上古、中
古、近世群贤诸论，以明强弱补
泻之宜；更集幼科方脉合参，以
广先天后天，少壮浓薄之异；更
集女科、外科各论，以辨阴阳内
外之殊；更详声形色脉，以为望、
闻、问、切之用。”

二是大小合参有章法。冯
兆张认为，大人与小儿气血虚实
盛衰不同，小儿多因后天致病，
大人可因先天受疴，两相合参，
才能提高疗效。小儿易怒伤肝，
贪食伤脾，其所犯多属标证；大
人穷欲伤肾，多思伤心，郁思伤
脾，恼怒伤肝，悲哀伤肺，其所犯
多属本证。但小儿也有先天怯
弱致疾，大人也常倍食伤胃，如
果大人而犯小儿之病，小儿而犯
大人之病，病即雷同，治当合参
共究。

三是“推崇献可重命门”。
冯兆张十分推崇明末医学家赵
献可的命门理论，认为火为万物
之本源，天地以阳为生之根，人
生以火为命之门。天非此火不
能化生万物，人非此火不能有
生。他对命门的解剖与生理的

理解与赵献可基本相
同，认为命门属人身之
至宝，生命之主宰，旺则

强，衰则病，灭则死。火之有余，
非真有余也，乃二阴之水不足，
当滋阴济水，配涵真阳，投六味
地黄丸；火之不足，真精亦衰，补
之当于水内温化，选用八味丸。

四是崇尚温补扶正气。冯
兆 张 重 视 元 阴 元 阳 ，崇 尚 温
补。如治疗发热，他认为易风
为病者，表气素虚；易寒为病
者，里气素弱；易热为病者，阴
气素衰；易伤食者，脾胃必亏；
易劳伤者，中气必损。治疗应
培补元气以匡复之，使正气宜
行以逐邪，邪消正复，自然康
复。冯兆张重视扶正祛邪法，
认为乃“法外求全之法”。他在
重视正气的基础上，又特别强
调“真阳之气”，认为百病发热，
皆由命火离宫。若火得安位，
则百病俱已，至于极虚极危之
证，全以救阳为主，阳气一分不
尽则不死。同时，他也强调真
阴的重要性。在儿科方面，认
为小儿之病，多由先天禀赋不
足所致，治疗之法，当温存内
养，保其残败之阴，补益阴阳。

失眠诊疗有特色

一是总结失眠重肺虚。冯
兆张总结失眠原因，将不寐分
为胆郁痰扰、肺气虚、肝火旺、
心阴虚、胃气不和、心肾不交 6
种证候类型。针对肺气虚证，
冯兆张提出肺金魄弱，肝魂无
制 ，寐 中 而 觉 神 魂 飞 扬 的 观
点。肺主金藏魄，肝主木藏魂，

肺气虚则其克制肝魂的功力减
弱，肺魄不能牵制肝魂，致神魂
飞扬而引发不寐。冯兆张认为
肺气虚所致不寐，实则是通过
肝魂发生作用。

二是肾阴亏虚难入眠。冯
兆张认为肾阴虚是不寐发生的
根本原因，提出了“寤则栖心，
寐则归肾”的观点。他认为心
主血而藏神，若元阴不足，则不
能生血，血少则神无所依。睡
眠是心神栖归于肾舍，心虚则
神不能归舍于肾，故不能成寐；
肾虚则不能藏纳心神于舍，故
寐而易醒。壮年人肾阴强盛，
则睡眠沉熟而长；老年阴气衰
弱，则睡眠轻微而短。且阴水
亏虚，相火流烁，以致神魂散
越，睡卧不宁，故不寐健忘两
证，虽然似心病，但是多由肾虚
引起。冯兆张认为能否入睡主
要在于心神是否归于肾舍，睡
眠的浅深、长短主要在于肾舍
是否能够藏纳心神，心肾神交、
神寐归肾才能成寐。

三是滋补肾阴调情志。在
治疗失眠上，冯兆张非常重视补
肾阴之法，认为阴虚火旺与痰火
扰心相似，在治疗上不可乱用寒
凉之剂，需要滋补肾阴以降心
火。如果用补阴药而出现梦遗
症状，不必担心是治疗失误，这
是病情缓解的表现。对于因思
虑劳心或房劳伤肾使阴虚火旺
者，出现昼夜不寐或虽寐而恍惚
不宁症状，冯兆张提出“须澄心

息虑，内观养神”的情志调摄治
疗观。

四是辨证治疗疗效好。心
阴虚证，出现心悸怔忡、虚烦失
眠、神疲健忘等症状，用天王补
心丹；思虑过度，心血不足，以
致怔忡、健忘、不寐者，用益营
汤；心虚烦热，夜卧不宁，及病
后虚烦者，用远志汤；痰迷心膈
证，痰迷心膈，以致惊悸怔忡、
不寐，用加味定志丸；肝虚受风
证，肝虚内受风邪，卧则魂散而
不收，状若惊悸，夜间不眠，用
许学士珍珠母丸；胆虚证，治胆
虚不眠，用熟枣汤；心脾两虚
证，思虑伤脾，不能摄血，健忘
怔忡，惊悸不寐，心脾作痛，嗜
卧少食，大便不调，身痛盗汗，
月经不调，用归脾汤。

湿证治疗有良效

一是论述湿证病因病机。
湿证指感受外界湿邪，或体内水
液运化失常而形成湿浊，阻遏气
机与清阳，以身体困重、肢体酸
痛、腹胀腹泻、纳呆、苔滑脉濡等
为主要表现的证候，在现代社会
中常见。冯兆张强调湿邪致病
的隐蔽性与广泛性，“夫天下默
然而受其累者，湿之谓乎”。他
将湿邪致病分为 5 种：中湿、破
伤湿、风湿、湿热、寒湿。

冯兆张认为湿为阴邪，湿邪
化热易阻遏清阳，湿邪化寒则流
注四肢。湿邪按来源分为4种：
气化之湿、外感之湿、内伤之湿、

先天之湿。从病因发展看，受明
代温补学派影响，倾向于湿从热
化（湿热）与湿从寒化（寒湿）两
种，看重脾虚在“湿从热化”发生
中的启动作用。

二是分类治疗效果好。对
于湿热腰肾痛，微欲出汗为度，
用羌活胜湿汤。脾虚湿盛之泄
泻，冯兆张肯定了金元时期著名
医学家刘完素风药燥湿法和金
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提出的升
阳除湿法，用升阳除湿汤。热郁
发黄者，用健脾疏肝之逍遥散。
按照上中下三焦分部用药，上部
湿，苍术功烈；下部湿，宜升麻提
之。外湿宜表散，内湿宜淡渗，
下焦湿肿及痛，并膀胱有火邪
者，必须酒洗，用防己、龙胆草之
类。利水渗湿，用参术散；助脾
祛湿，用除湿汤。温散寒湿，用
甘草附子汤；祛湿固表，用防己
黄芪汤；健脾化湿，用术附汤、生
附汤；和胃化湿，用加味平胃散、
御院平胃散；宣通气机，用三花
神佑丸。

《冯氏锦囊秘录》是冯兆张
临床经验的总结，清初吏部尚书
张士甄评价说：“推探标本，缕析
条分，使览者按类随索，了若观
火。”清代医学家魏之秀对该书
推崇备至，称其字字如良玉精
金，乃千古不传之秘。越南名医
黎有卓对该书也十分推崇，在著
作中颇多引述。

（作者供职于武陟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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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间

冯兆张，字楚瞻，浙江海盐人，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他7岁丧父，因家境贫寒，体弱多病，13岁开始
习医，后在两浙及京师行医，“活人无算”，“浙东西士以医名者，咸俯首出其下”，京师名士公卿更是对他交
口赞誉。冯兆张精于内、外、妇、儿诸科，他广搜民间验方，博览前贤论著，结合自己临床经验，撰成《痘疹
全集》15卷、《杂症痘疹药性主治合参》12卷、《杂症大小合参》14卷、《脉诀纂要》1卷、《女科精要》3卷、《外
科精要》1卷、《药按》1卷。1702年，冯兆张将这些著作与顾世澄《内经纂要》2卷合编为《冯氏锦囊秘录》。

其中《痘疹全集》阐述痘疹发病、演变、并发症、治疗等；《杂症痘疹药性主治合参》论治痘疹之药如何
择地及收采之法，后载药物500余种，阐明痘疹主治合参之依据和经验体会。《脉诀纂要》《女科精要》《外科
精要》《药按》论脉法之要诀，女科、外科杂病证治之妙法，药性功效主治等。《内经纂要》为顾世澄对《黄帝
内经》摘录原文的注释。该书内容丰富，是冯兆张学术思想的体现，对中医药人员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最近门诊来了很多这样的患者，都是
因饮食不当，导致发热、腹痛、腹胀、旧疾
发作等。有些“小患者”因为过多食用草
莓、冰激凌等生冷食物，导致高热难退；有
些脾胃功能较弱的患者，因为吃太多的
肉，导致胃脘部疼痛。

今年是特殊的一年，闰二月天气该至
未至，阳气生发受困。同时春季风气当
令，风为百病之长，若养护不当，很容易导
致疾病发作。

春季天气乍暖还寒，人们除了要做好
日常保暖外，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呢？

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说：“春日宜省
酸增甘，以养脾气。”中医理论认为，酸性
收敛，入肝经，不利于阳气的生发和肝气
的疏泄。故春季饮食应少酸增甘，多吃辛
温发散之品，如香菜、韭菜、洋葱、青椒等。

中医认为，肝应春，春季阳气始生，万
物欣欣向荣，人体肝气生发、疏泄，与春气
相通。春季应多食用一些具有养肝或疏
肝理气作用的食物，如花生、芹菜、茼蒿、
韭菜等。

《黄帝内经》提出“春夏养阳”的观点，
这时人们应注意温补阳气。中医认为，此
处“阳”也代表生发之气，故春季要多吃一
些新鲜、初生的食物，如春笋等。

春季要重视健脾祛湿，人们应多食用
味甘淡，性微温或平，有健脾祛湿功效的
食物，如薏苡仁、芡实、淮山药、茯苓等；饮
食宜清淡，少油腻，忌生冷，尤其是老年
人、儿童、脾胃虚弱者，以及患有多种慢性
疾病的人。

因此，春季人们需要重点关注健脾祛
湿及养肝助阳，推荐以下食疗方：

山药金橘小米粥
材料：山药100克，小米50克，金橘20克，白糖适量。
功效：山药与小米健脾养胃，金橘行气解郁，一起熬粥而

食，具有疏肝健脾的功效。
芹菜白胡椒白萝卜丝滚白贝汤

材料：芹菜 300 克，白胡椒 10 粒，白萝卜 400 克，白贝 600
克，生姜3片。

功效：芹菜是春令应季蔬菜，入肝经，有平肝阳、疏肝气、
养肝阴的作用；白胡椒具有祛寒除湿、温中暖胃的功效；白萝
卜能清润益气，兼具消滞祛湿、理气和胃之功效；白贝则可以
提鲜、滋阴益气；一起熬汤，味道清润鲜美，有暖胃益气、散寒
祛湿的功效。

健脾开胃汤
材料：炒麦芽30克，炒谷芽30克，砂仁10克，猪肉500克，

大枣5枚，生姜2片。
功效：麦芽与谷芽同属脾、胃二经，有消食健胃的作用，协

同使用以增强疗效；麦芽善消面食积滞，并有疏肝行气的功
效；谷芽则以消谷食积滞为长，能促消化而不伤胃气，搭配砂
仁，能够理气开胃、温脾化湿。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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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堂

心血不足的
症状及调理

□陈洪平

心血不足就是心脑血
管供血不足，大多是因为动
脉粥样硬化导致的，患者会
出现记忆力减退、头晕、胸
闷等症状，一般在中老年人
中较为多见。绝经后的女
性及糖尿病患者、高血压病
患者、高脂血症患者也会出
现心血不足的情况。对于
心血不足，我们要引起重
视，找到原因积极治疗。那
么，心血不足的症状及病因
有哪些，中医怎样调理呢？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地了解
一下。

主要症状

心血不足的主要表现
是心肌缺血，患者在疾病发
作时，容易出现心前区疼痛
的症状，特别是在剧烈活动
之后，或者过度劳累的情况
下，疼痛症状加重，一般为
闷痛或胀痛，还有一些患者
会出现烧灼感，且可能同时
伴有肩背部疼痛的症状，一
般为放射性疼痛。对于病
情严重的患者，还会有大量
出汗的情况，且容易出现濒
死感。

疲乏、无力等也是心血
不足患者的典型症状，特别
是在活动之后，患者还会出
现胸闷、心悸及出虚汗等症
状。

患者活动之后出现腹
部疼痛、压痛或颈部发紧
等，也是心血不足的症状，
不过这些症状出现的概率
比较低。大多数心血不足
的患者，一般在服用扩张心
血管的药物或稍微休息之
后，症状可以得到缓解，但
是积极治疗还是非常重要
的。

发病原因

导致心血不足的原因
有很多，有疾病因素、药物
因素、环境因素等。长期不

良的生活习惯，比如长期熬
夜、不注意休息、压力过大
等，也会诱发心血不足。疾
病是导致心血不足的主要
原因，比如心肌病、急性心
肌梗死及心肌炎等。

另外，长期服用降压药
物及用药方式不正确等，会
导致血压过低，或者降压过
快，从而引发心血不足。

环境因素主要是指长
期生活在空气污染严重的
地方。长期抽烟、酗酒或者
长期低头工作、久坐的人，
同样也会诱发心血不足的
症状。

怎样调理

对于心血不足，中医需
要辨证治疗。心血瘀阻型
的心血不足患者，可以采用
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药物
进行治疗，比如血府逐瘀
汤。气滞型的心血不足患
者，在情绪受到刺激的情况
下容易发作，需要用疏肝理
气及活血的药物进行治疗，
比如柴胡疏肝散。气阴两
虚型的心血不足患者，主要
表现是乏力、气短及心慌
等，可以使用活血通脉及益
气养阴的药物进行治疗，比
如生脉散加减。心肾阴虚
型的心血不足患者，容易出
现失眠、头晕及耳鸣等症
状，需要服用滋阴清火的药
物进行治疗，比如炙甘草汤
加减。

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
下服用药物，并且在用药过
程中注意观察自己的身体
情况，定期到医院复查。

心血不足的患者平时
要注意多休息，不要过度劳
累，不要做剧烈运动；饮食
宜清淡，不要吃辛辣、油炸
的食物，多吃新鲜的蔬菜和
水果。

（作者供职于阳谷县中
医医院）

中医如何预防和治疗肺炎
□崔兰香

肺炎在中医上属于“疫病”
的范畴，其致病原理是因为邪气
入侵人体。因为邪气主要攻击
人体的肺脏，所以大多数人会出
现发热、咽痛、咳嗽、乏力、关节
酸痛等症状。这些致病邪气常
常夹杂着风、寒、湿、热之邪。如
果致病邪气中的湿邪偏胜，还容
易出现病情反复、缠绵难愈的情
况。

从中医角度来看，人体外感
疾病，其实都源于外来的致病邪
气侵犯人体，致病邪气会和人体
的正气发生“争斗”，在相互“争
斗”的过程中，如果正气赢了，人
一般不会生病；反之如果邪气赢
了，人就容易生病。因此，我们
首先要做的是强化自身正气，补
其不足，预防外来邪气侵袭。

预防方法

艾灸法 艾草被誉为纯阳
之物，艾灸可以提升机体阳气，

帮助抵抗外邪。艾灸时可以选
取大椎穴、肺俞穴、足三里穴、神
阙穴、气海穴、关元穴等穴位，每
个穴位艾灸5分钟～10分钟，灸
到发热或潮红为度，艾灸时间过
长容易导致皮肤出现红肿，甚至
溃烂现象。易上火体质者应在
医生指导下操作。

香囊法 香囊具有芳香辟
秽的作用。人们平时可以将香
囊佩戴在身上，或者睡前放在枕
边，或者放在屋内。

泡脚法 每天晚上用温水
泡脚，根据自身情况可以加入花
椒、艾草等。

练功法 功法有助于提升
自身阳气，增强抵抗力，比如打
太极拳、练五禽戏、练八段锦
等。这些功法做起来也比较简
单、方便。

治疗方法

风寒袭表证 患者发热主要
以低热为主，出现恶寒畏冷，头
痛，咽干痒，四肢肌肉酸痛，无汗
或夜晚汗出等。治宜疏风解表、
清热解毒，方选葛根汤或柴葛解
肌汤。

热毒袭肺证 患者出现发
热且怕冷、咽喉干痛、干咳少痰、

四肢肌肉酸痛、乏力、头痛等。
治宜疏风解表、清热解毒，方选
银翘散加清瘟败毒散加减。

少阳夹湿证 患者出现发
热且是午后发热为主，感到一会
儿冷一会儿热，咳嗽，口干、口
苦，心里烦闷想呕吐，食欲减退，
浑身乏力等。治宜和解少阳、清
利湿热，方选小柴胡汤合三仁汤
或甘露消毒丹。

湿热郁肺证 患者出现低
热或不发热，干咳、痰少、咽干咽
痛，容易疲倦乏力，以及胸闷、呕
吐、大便溏等症状。治宜化湿解
毒、宣肺透邪，方选麻杏薏甘汤、

小陷胸汤、草果知母汤等。
毒瘀壅肺证 患者出现咳

嗽、胸闷、胸胀、气喘等症状，稍
微活动后就气喘明显。治宜解
毒平喘、化瘀通络，方选白虎汤
加人参汤合四土汤。

内闭外脱证 患者出现神
昏不清，胸部、腹部出现灼热感，
手脚冰冷，呼吸急促，舌质紫绛，
苔黄褐或燥，脉浮大无根等症
状。治宜开闭固脱、解毒救逆，
方选四逆汤加人参汤、安宫牛黄
丸、紫雪散等。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曹县磐
石医院）

■中药传说

从前苏州有一个张员外，家
财万贯，他的大宅旁边住着苏州
知府陆志远。陆志远有一个儿子
叫陆逍遥，张员外有一个女儿叫
张鸣翠，陆逍遥比张鸣翠大2岁，
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双方父
母约定等到陆逍遥成年后就迎娶
张鸣翠。

陆逍遥18岁那年，皇帝为了
修建新的宫殿，向各地增税。苏
州虽然是富庶之地，但是陆志远
觉得增加赋税会加重老百姓的负
担，于是上书反对。皇帝没有采
纳陆志远的建议，但陆志远按以
前的标准把税收交给了朝廷。皇
帝知道后大怒，把陆志远发配到
西北充军，并下令陆家的后人以
后不能入朝为官。陆志远在充军
的路上就病死了，陆逍遥因为不
能参加科举考试，只能去药店当
学徒，陆家从此衰落。

陆逍遥 20 岁那年去张家提
亲，张员外认为陆逍遥是罪臣之
后，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陆逍
遥很无奈，只好沮丧地回家了。

其实，张鸣翠早已钟情于陆
逍遥。张员外怕她和陆逍遥私
奔，便把她软禁在闺房之中。

一年冬天，由于隔壁家的小
孩燃放烟花时不小心点燃了张员
外家马棚的草料，天干物燥，火势
越来越大，把张家的大宅子也引

燃了。张家人忙着救火，慌乱之
中忘记张鸣翠还在闺房中。

陆逍遥听说张家着火了，也
赶忙来救火。张鸣翠闺房的火势
很大，房子随时都有倒塌的危
险。听到张鸣翠的呼救声越来越
小，陆逍遥心急如焚，披上一床浇
过水的棉被就往里面冲，过了一
会儿，他抱着奄奄一息的张鸣翠
逃了出来。两个人虽然都有不同
程度的烧伤，但是性命并无大

碍。来不及找郎中，陆逍遥先把
张鸣翠抱回了家。张鸣翠的手和
脸都被烧伤了，陆逍遥将地榆研
磨成的粉和麻油调匀，用纱布包
扎好，敷在伤口上。这场大火虽
然把张家的宅子烧了，但是张家
还有几百亩良田，再盖一座大宅
子是迟早的事，只是张鸣翠因为
脸被烧伤了十分伤心，几度想寻
死，还好被家人发现，救了她的性
命。

当张家人正在为张鸣翠发愁
的时候，陆逍遥又上门提亲了。
张员外认为：“本来就和陆家有婚
约，现在他又救了女儿的命，女儿
的脸也被烧伤了，嫁给大户人家
很困难，况且女儿已然钟情于他，
不如顺水推舟，就把女儿嫁给他
吧！”于是，张家同意了这门婚事，
并出钱为他们置办婚礼、新房。
新婚前夜，张鸣翠拆下了脸上的
纱布，对着镜子一照，发现受伤的
皮肤竟然完好如初，心里十分高
兴，没想到地榆治烧伤疗效如此
显著。

后来，张家资助陆逍遥开了
一家药店，夫妻俩辛勤劳作、相敬
如宾，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地榆性微寒，味苦，归肝经、
大肠经，能凉血止血，解毒敛疮。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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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