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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堂

和与中，是中庸之道的重要
理论。和是和谐，人类必须遵从
的原则；中是不偏不倚，人性的根
本。和中就是通过调节，保持一
种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的处世态
度，无论是在自然环境中，还是人
类社会中，只有在和谐的环境里，
万事万物才能平等共存。

汝州市金庚和中逐瘀外科学
术流派（以下简称宋氏中医外科）
第六代传承人宋兆普正是在和
中这个核心理论的影响下，在180
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形成了独特
的治疗观，以中为目标、和为法
则。在药剂的配伍上，宋兆普通
过寒湿、润燥、升降、刚柔、开阖等
方面纠偏，实现人体阴阳平衡状
态。

汝州市地处河洛文化核心地
域，人文厚重，历代名医辈出。黄
帝汝州崆峒问道广成子，而有黄
帝三经（《道戒经》《自然之经》《阴
阳经》）；商朝宰相伊尹以食疗疾，

《汤液经法》问世；唐代医药学家
孟诜辞官归隐，著《食疗本草》；金
代道士马丹阳寓居汝州，创十二

神针；金代汝州僧医释继
洪济世救人；清朝道光年
间宋氏中医外科应运而

生，并世代传承。
在宋氏中医外科传承展示

厅，宋兆普拿出一本清代文经堂
印刷的《宋氏家谱》，记录着宋氏
中医外科传承人悬壶济世、为民
服务的发展历史。

宋氏中医外科第一代~第四
代为族内传承，第五代传承人宋
金庚，幼入塾学，总结前几代传承
人的临证实践和经验，集其大成，
倡导和中理念，初创金庚和中逐
瘀外科流派。宋金庚在多年的临
床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气血是维
持生命有机体的基本物质，“气行
则血行，气滞则血止，气温则血
滑，气寒则血凝”，诸多疾患皆由
气血不畅而发，临症以和中为根
本，遵循水流缝隙原理，注重整体
辨证、外病内治、内外同治。

在骨髓炎的治疗中，宋金庚
外治采用手术的方法，破癥瘕、化
瘀血、逐邪气，内服中药和阴阳、
中脾胃、调气血，以调肝理气、和
中益气之法，达至通脉活络、破血
逐瘀、行滞升新，而收破瘀阻消癥
瘕之效，使这一疑难病症不在再
难。他还将这一理念应用到脉管
炎、股骨头坏死、疮疡肿毒、痿证
等疑难杂症上，取得了明显疗

效。小小的农村诊所，每天都有
天南海北的患者，成群结队找他
诊病。宋金庚行医 58 载，诊治患
者200余万人次；并开始通过办诊
所、带徒弟等形式，实现社会传
承，授徒近百人。

宋氏中医外科第六代传承人
有宋兆榜、宋兆保、宋兆普、李素
莲、宋聪慧，均师承宋金庚，深得
家传和中逐瘀思想的精髓，创办
医院，将其术业发扬光大。许四
书、张忠宝、许西洋等师承宋金
庚，他们谨遵师教，是传承群体中
坚力量。第七代传承人有宋毅
峰、王晶、宋佳峰、宋毅豪、张颖、
宋毅鹏、张盈颖、杜颂歌等，在家
学熏陶下接受中医药高等教育。
其中，5人获硕士学位，理论扎实，
有助于宋氏中医外科的保护性传
承和创新性发展。

宋氏中医外科最有代表性
的是第六代传承人宋兆普，小时
候熟背《药性赋》《汤头歌诀》《医
宗金鉴》《辨证录》等医书，15 岁
就成为父亲宋金庚的好帮手，深
得家学真传，又有河南中医学院
（现为河南中医药大学）深造的
基础，广泛涉猎内科、儿科和妇
科等。他持守外病内治、内外同

治理念，守正创新，集宋氏中医
外科之大成。

在家学的基础上，宋兆普将
和中逐瘀的理念，应用在肿瘤、心
血管堵塞、小儿脑瘫等疾病的治
疗中。尤其在肿瘤的治疗中，他
从正气不足、湿毒内生、外受湿热
邪毒、内里蕃毒、内外合邪结于脏
腑经络等病因入手，通过综合疗
法，力争达到人体的最佳平衡，取
得了明显的疗效。许多被其他医
疗卫生机构诊断生命不超过 6 个
月的胰腺癌、肝癌、肺癌、直肠癌
等患者，经过宋兆普的治疗，取得
预期治疗效果。

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上，宋
兆普采用益气通脉、温补肾阳、通
利心阳、活血化瘀等中药方剂。
有的患者血管堵塞 90%以上，宋
兆普结合患者的体质特点，经过3
个月~6 个月的中医药治疗，堵塞
的血管恢复正常，取得了明显的
疗效，吸引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
就医。宋兆普带领团队将和中逐
瘀理念，应用到小儿脑瘫的治疗
中，打破了这一疾病不能治愈的

“魔咒”，使一大批患儿家庭重获
幸福。

宋兆普任院长的汝州市金庚

康复医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宋氏中医外科疗法的保护
单位。该院肿瘤科、心血管科、儿
童脑瘫康复科，是河南省知名专
科。

宋兆普带领团队应用和中逐
瘀法治疗新疆脑瘫患儿，并采取
一对一带徒的方式，让这一疗法
在新疆生根发芽，促进民族团结
做出了贡献。

1999 年，宋兆普带着他研制
的保元复春磁药贴，远赴比利时
布鲁塞尔，参加第 48 届尤里卡世
界发明博览会，获得了 4 个奖。
2023 年，宋兆普以中医关怀团专
家的身份，到比利时、卢森堡、荷
兰义诊，让广大华侨、华人和国际
友人，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博大
精深，进一步促进了中医药文化
在海外的推广和传播。

宋兆普先后获得河南省中
医药杰出贡献奖、平顶山市首届
名中医，特聘为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特殊技能专家”。患者
送来的一面面锦旗，是发自内心
对宋兆普医德和医术的最高褒
奖。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
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

汝州市金庚和中逐瘀外科学术流派

和中为要 凝练思想
□马占伟

饮水思源重民生
王士雄生活于封建社会晚期，

当时民生凋敝、兵戈四起、饿殍遍
野、瘟疫流行，他希望通过此书减轻
百姓的饥荒之苦，以食疗之法治病，
促进百姓身体健康。

王士雄长期生活于江南水乡，
当地人习惯在河中汲水而饮，导致
传染病流行。王士雄十分重视饮用
水卫生，他说：“人可以一日无谷，不
可以一日无水，水之于人，顾不重
欤！”王士雄还认为井水比河水干
净。书中不仅记载了高地作井法和
平地凿井法，还记载了试验井水优
劣的方法。王士雄提倡广种抗灾作
物以备饥荒，如荞麦、山药、萝卜、黑
豆、苹果等。王士雄还强调保护耕
牛，促进稼穑；禁止造酒，避免粮食
浪费等。

辨别体质针对性强
体质是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

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
功能、心理状态方面相对稳定的个
体化特征，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
预防具有重要意义。体质不同，食
疗方法自然也不同。王士雄按照综

合分型法把人的体质分为9类，分别
是：平和质，即平人；气虚质，“气弱
多汗、羸弱人”；阳虚质，“虚寒之体、
中虚无火者、阳虚者、中寒者”；阴虚
质，“阴虚内热者、劳热人、火燥津枯
之体”；痰湿质，“痰湿内盛者、有痰
饮者、寒湿内盛者”；湿热质，“湿热
内恋者、湿热不清者、挟热者”；血瘀
质，“血阻者”；气郁质，“胀满呕吐
者，内有郁火、饮食气滞、胀满不饥
者”；特禀质，即患有“疟、疸、疳、痞、
脚气、痘疹”等疾病者。王士雄根据
体质分型进行食疗，是把体质理论
应用于疾病预防治疗的开拓者之
一。

该书根据体质分型列出了食物
的宜忌，如鹿肉“虚寒之体宜之”，橘

“有痰饮者勿食”等。他对每味食物
的论述非常详细，如猪肝“平人勿
食”，小麦面“病人食之甚宜”，杏“产
妇、小儿、病人尤忌之”，牛乳“老年火
盛者宜之”等。鹿茸、鹿角、鹿鞭、鹿
血“皆主温补下元，惟虚寒之体宜
之。若阴虚火动者服之，贻误非浅”。

饮食有节应适度
《黄帝内经》曰：“谷肉果菜，食

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王
士雄以《黄帝内经》为依据，结合历
代养生经验和自己的临证体会，认
为养生之道，首先应饮食有节。“颐
生之道，《易经》始发之，曰：节饮
食。孔子曰：食无求饱。应休琏云：
量腹节所受。陆放翁云：多寿只缘
餐饭少。《随园诗话》云：不饱真为，
盖饥饱劳逸，皆能致疾，而饱暖尤为
酿病之媒。”

王士雄主张节制饮食，保护脾
胃运化功能，发挥人的抗病能力，祛
除发病之内因。他说：“颐生无元
妙，节其饮食而已；饱暖尤为酿病之
媒；食宜半饱。”他认为饮食不节、暴
饮暴食，会损伤脾胃运化，导致中焦
运化失常，从而变生疾病。

此外，王士雄还认为饮食偏嗜
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原因：多食花椒、
胡椒、姜等辛温类调味品，易动火耗
气伤阴；多食酸温类食物，易生痰助
湿；多食甘寒类食物，易积寒助湿；
多食毛羽类肉食，易生热助湿；多食
鳞介类肉食，易动风生疮等。

食材常见能疗疾
书中介绍的饮食养生保健方法

多取材于日常食物，简单易行，实
用性强。例如，粳米性平，味甘，益
五脏，壮气力，强肌肉，“贫人患虚
证，以浓米饮代参汤，病人、产妇粥
养最宜”。茶油具有润燥、清热、熄
风、利头目的功效，婴幼儿食用茶
油可以利气、通便、消火、助消化、
促进骨骼发育，老年人食用茶油可
以祛火、养颜、明目、乌发、延缓衰
老。茄子性凉，味甘，具有清热解
毒、活血消肿的功效，内科、外科、
妇科及五官科疾病，均可运用，“妇
人血黄，老茄竹刀切片，阴干为末，
温酒下二钱”。

单食疗方：梨汁为天生甘露饮，
能甘凉润肺、养阴润燥；甘蔗为天生
复脉汤，能助脾和中、消痰镇咳、治
噎止呕。用单味食物进行治疗，如

“乳痈初起，葱白煮汁饮”，羊乳专治
蜘蛛咬伤等。配伍组方：如肺痿咯
血，莱菔与羊肉频煮食；小儿浮肿，
丝瓜、灯芯草、葱白等分，浓煎汁服
并洗。

道地食材重品质
药材产地不同，其中所含的生

物活性存在差别，导致临床疗效不

同。王士雄认为食材也存在类似情
况，其品质的高低决定了其保健功
效的优劣。

如“籼种甚多，有早、中、晚三
收，赤、白二色，以晚收色白者良。”

“诸豆有早、中、晚三收，以晚收粒
大者良。”茭白“以杭州田种肥大纯
白者良”；韭菜“以肥嫩为胜，春初
早韭尤佳”；佛手柑“入药以陈久者
良，蒸露尤妙”；柚皮“陈久者良”；
桃“北产者良，深州最胜”；火腿“以
金华之东阳，冬月造者为胜”；猪肉

“以白厚而不腥臊者良”；羊肉“肥
大 而 嫩 ，易 熟 不 膻 者 良 ，秋 冬 尤
美”；海参“以肥大肉厚而糯者，膏
多力胜”；蟹“以乌江、乌程、秀水、
嘉兴、海昌等处河中所产，霜后大
而脂满者胜”；醋“陈久而味厚气香
者良”。王士雄还重视食品安全，
如藕“市中熟藕，多杂秽物，故易糜
烂，最不宜食”。

注重配伍与禁忌
一是注重食物之间的协同作

用，发挥食物的功效，如薤白和大米
煮粥治疗赤白痢、产后痢、小儿疳
痢；陈年老醋浸大蒜，治疗心腹冷
痛、虚寒泻痢；荷叶、浮萍、蛇床子煎
汤，外用于阴肿痛痒。

二是介绍了不能同食的食物，
如南瓜“同羊肉食，则壅气”；黑豆

“服厚朴者忌之，服蓖麻子者，犯之
必死”；蜜“忌同葱食”等。

三是疾病禁忌，如猪肠“外感不
清、脾虚滑泻者，均忌”；鸭“凡阳虚
脾弱、外感未清、痞胀、脚气、便泻、
肠风，皆忌之”。

《随息居饮食谱》摄取历代论述
之精华，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论
述清晰、重点突出、语言通俗易懂，
内容切合实际，且有独到见解和经
验之谈，对后世营养学、食疗学之发
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武陟县卫
生健康委）

对现代食疗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

《随息居饮食谱》
□黄新生

王士雄，字孟英，号随息居隐士，浙江海宁人。王士雄出生于医学世家，其曾祖父王学权曾著《重庆堂随笔》，书中记载了
甘蔗、梨、藕等食物的药性。受曾祖父影响，王士雄也非常重视食疗，认为“人以食为养，而饮食失宜，或以害身命。”“颐生无
元妙，节其饮食而已。食而不知其味，已为素餐；若饱食无教，则近于禽兽。”1861年，王士雄著成《随息居饮食谱》一书。

《随息居饮食谱》共330条，记述日常食物369种，分为水饮、谷食、调和、蔬食、果食、毛羽、鳞介等7类。每条或一种，或数
种，或附以副品。每种食物，依次简述性味、有毒（无毒）、功能、制作方法、禁忌等，或附以主治，间以历代医家之说相印证，主
要具有以下特点。

■读书时间

春季如何养肝木之气
□娄政驰 马国靖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论》
中记载：“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
生，万物以荣。”中医认为，四季之
中，春季属木，而人体的五脏之中肝
也是木性，故春气通肝。在春季，人
体肝气旺盛而生发，只有保持肝气
旺盛，才能适应自然界的变化。简
单来说，在春季，如果想要身体健
康，养肝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
使用以下几种方法，达到养肝护肝
的目的。

调畅情志
中医认为，肝主疏泄，喜条达而

恶抑郁，故有“怒伤肝”的说法。古
人云：“百病生于气。”有的人脾气暴
躁、易怒，长此以往影响肝脏的正常
生理功能。反之，肝脏的生理功能
异常，也会影响心理健康。因此，春
季养肝，贵在调畅情志。

调畅情志是春季养肝的重要一
环。我们可以使用倾诉、运动等方
式，发泄心中郁闷，尽可能地排解心
中的不良情绪。保持愉悦的心情，

只有肝气疏泄，才能气血调和、肝气
顺达。

合理饮食
中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人

体气血化生之源，只有脾胃健旺，人
体才会更有活力。《千金要方》言：“春
七十二日，省酸增甘，以养脾气。”

在春季，人们养肝应遵循“增甘
少酸”的原则，避免肝气过于亢盛，
同时培补脾气的亏虚。“增甘少酸”
不是单纯地指多吃甘甜味食物，少
吃酸味食物。这里所说的“酸”及

“甘”是从中医五行角度出发，凡属
收敛、固涩作用的食物都归为“酸”
味食物（如石榴等）；具备补益、健
脾、和缓作用的食物，归为“甘”味食

物（如山药、扁豆、核桃等五谷杂
粮）。因此，人们春季饮食应以健脾
益气的食物为主，可选用红枣、山
药、扁豆、瘦肉、鱼类、蜂蜜等具备补
益和缓功效的食物，搭配新鲜的蔬
菜、水果，以疏肝理气。

保证充足的睡眠
古代有“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

如睡补”的说法。中医认为，“眠食
二者为养生之要务”“能眠者，能食，
能长生”。此外，“人卧则血归于
肝”，按时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是
最好的保肝良药。

中医认为，23 时至次日凌晨 3
时是经脉运行到肝胆的时间，说明
养肝重在睡眠。在睡觉过程中，人

体会进入自我修复模式。经常熬
夜，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

适度运动
春季万物复苏。《黄帝内经》曰：

“广步于庭，被发缓形。”意思是说人
们要舒缓地活动身体，以顺应自然
界生发的阳气，使人体阴阳平衡，达
到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目的。在
春季，人们开展适合自己的户外活
动，如散步、踏青、打球、打太极拳
等，既能使人体气血通畅，促进吐故
纳新，又可怡情养肝，达到护肝的目
的。

按摩太冲穴
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为养肝

的第一要穴。太冲穴位于足背，第

一跖骨间隙的后方凹陷处。
按摩时，要盘腿端坐，用左手拇

指按右脚太冲穴，沿骨缝的间隙按
压并前后滑动，做20次；然后用右手
按压左脚太冲穴，手法同前。

保护眼睛
中医认为，“肝藏血，开窍于

目”。眼睛健康与肝息息相关。“久
视伤血”，用眼过度很容易使肝血不
足。对于需要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
的人群来说，应该适当休息一下眼
睛，可以选择闭目养神、远眺、做眼
保健操等方式，缓解视力疲劳，从而
达到养肝的目的。

（作者供职于新乡医学院第三
附属医院）

宋
太
祖
与
地
龙

□
胡
献
国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
976年），宋朝开国皇帝，涿郡
（今河北涿州）人。

地龙，别名蚯蚓，据说与
宋太祖有关。

相传，宋太祖登基不久，
患了“缠腰火丹”病，就连哮
喘也复发了。太医们绞尽脑
汁，仍是回春乏术，百无一
验，宋太祖一怒之下，将所有
给他治过病的太医都监禁起
来了。后来，一位来自河南
的太医想起洛阳有一位擅长
治疗皮肤病的药铺掌柜，外
号叫“活洞宾”，善治此病，于
是向宋太祖推荐此人。

“活洞宾”来到宫中，见
宋太祖腰上长满了大豆形的
水疱，像一串串珍珠一样。
这时，宋太祖问道：“朕的病
怎么样？”“活洞宾”连忙答
道：“皇上不必忧愁，下民有
好药，涂几天就会好的。”宋
太祖冷笑道：“许多名医都没
有办法，你敢说此大话。”“活洞宾”道：“倘若治
不好皇上的病，下民情愿被杀头；若治好了，请
皇上释放被监禁的太医。”宋太祖说：“你若真
能治好朕的病，朕就答应你的要求。”

于是，“活洞宾”来到殿外，打开药罐，取出
几条蚯蚓放在两个盘子里，撒上白糖，使其溶
化为液体。他用棉花蘸蚯蚓汁涂在宋太祖患
处，宋太祖立刻感到清凉舒适，疼痛程度也减
轻了许多。他又捧上另一盘蚯蚓汁，让宋太祖
服下。宋太祖惊问：“这是何药，既可内服又可
外用？”“活洞宾”怕讲实话而受到宋太祖责罚，
就随机应变地说：“皇上是真龙天子下凡，民间
俗药怎能奏效，这种药叫地龙，以龙补龙，定能
奏效。”宋太祖听后非常高兴，立即服下蚯蚓
汁。几天后，宋太祖的疱疹脱落，咳喘停止，疼
痛消除，又可以上朝理政了。从此，地龙的名
声与功能就广泛传开了。

地龙，又名广地龙、蚯蚓，为巨蚓科环节动
物毛蚓和缟蚯蚓的干尸，生用或鲜用。中医认
为，地龙性寒，味咸，入肝经、脾经、肺经、膀胱
经，有清热熄风、清肺平喘、通经活络、清热利
尿之功，主治高热神昏、惊痫抽搐、关节痹痛、
肢体麻木、水肿尿少等。《本草纲目》言其“性寒
而下行，性寒故有解诸热疾，下行故能利小便，
治足疾而通经络也”。

药理研究结果表明，地龙含蚯蚓解热碱、
蚯蚓素、蚯蚓毒素等，有解热镇静、抗惊厥、扩
张支气管的作用。以鲜地龙制成的地龙注射
液，有平喘、止咳之功效，适用于支气管哮喘所
致的咳嗽、喘息等症状。地龙胶囊对缺血性中
风有较好的治疗效果。现介绍几则治疗方，供
大家选用。

桃仁地龙饼 材料：桃仁20个，地龙30克，
红花、赤芍各20克，当归50克，川芎、鸡内金各
10 克，黄芪 100 克，玉米面 400 克，小麦面 100
克，白糖适量。做法：将桃仁去皮，略炒后研
碎；地龙炒后研细末，其他药材水煎取汁；将药
汁和玉米面、小麦面、地龙粉及白糖混合均匀，
制成小饼，撒上桃仁碎，烙熟服食，每日 1 剂。
功效：补气活血、通经活络，适用于气虚血瘀之
半身不遂、肢软无力、语言不利、口眼歪斜、面
色萎黄或暗淡无华等。

地龙冰片糊 材料：鲜蚯蚓5条，冰片3克，
白糖适量。做法：将鲜蚯蚓加适量白糖捣烂，
再加入冰片调匀，敷于患处，外面用纱布覆盖，
每日换药1次～2次，连续使用1周。功效：清
热解毒，适用于腮腺炎肿胀疼痛、带状疱疹疼
痛等症状。

地龙面粉糊 材料：地龙20克，面粉适量。
做法：将地龙捣烂，加适量面粉、清水调为药饼
样，外敷双足涌泉穴，用纱布敷料包扎，胶布固
定；或将若干条鲜地龙洗净后，洒上白糖，化为
糊状后加适量面粉，做成药饼，如上法贴敷涌
泉穴，一般当日即可止呕。功效：清热止呕，适
用于胃热呕吐。

地龙散 材料：地龙、全虫、细辛、蜈蚣各等
份。做法：将所有材料研为细末，装瓶备用；每
次取适量，用药酒调为稀糊状，外敷疼痛侧太
阳穴处，包扎固定，每日换药1次。功效：活血、
通络、止痛，适用于血管神经性头痛。

吴茱萸地龙糊 材料：吴茱萸、地龙、面粉、
米醋适量。做法：吴茱萸和地龙研成细末，加
入适量面粉混匀，再调入适量米醋搅拌成糊
状，外敷于双足涌泉穴，纱布包扎固定，每日1
换，7天为1个疗程。功效：清热化痰，适用中暑
后头痛头晕、恶热心烦、面红气粗、口燥渴饮
等。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远安县中医院）

■中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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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气养生》《读书时间》
《我与中医》《养生堂》《中药传
说》《杏林撷萃》等栏目期待您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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