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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渣叶的药用历史，最早见
于明代医学家何克谏所著的岭南
本草书籍《生草药性备要》。《生草
药性备要》记载：“（布渣叶）味酸，
性凉，无毒；解一切蛊胀，清黄气，
消热毒；作茶饮，去食积，又名布
渣。”后来，道光年间刊行的另一
部岭南本草专著《本草求原》中才
以“布渣叶”为名收载。

布渣叶为椴树科植物破布叶
的叶，夏、秋季节采收带幼枝的
叶，晒干，又称蓑衣子、破布叶、麻
布叶，生于山谷、平地、斜坡的丛
林中，以广东省分布广、产量大，
资源丰富。因为布渣叶可以清热
利湿，所以在我国南方地区有较
久的做茶饮历史。现在市场上售
卖的许多凉茶（如王老吉、加多
宝、和其正等），都含有布渣叶。

性味功效
布渣叶味酸，性凉，归脾经、

胃经，具有消食化滞、清热利湿等
功效，适用于饮食积滞、感冒发
热、湿热黄疸等。布渣叶含有生
物碱、有机酸、糖类、酚类和鞣质
等。现代研究结果证明，布渣叶
水提取液，能显著降低小肠对胆
固醇的吸收，促进小肠蠕动，并且
有比较好的祛湿退黄、解热镇痛
作用。布渣叶提取物，作为活性
成分的成纤维细胞助长剂，可以
用作添加剂加入皮肤美容剂、食
品、饮料中，防止皮肤老化。

药食养生
消化不良——布渣汤
材料：布渣叶 30 克，辣蓼 15

克，番石榴叶20克。
做法：将布渣叶、辣蓼、番石

榴叶洗净后放入锅中，煮沸后关
火，放凉后即可饮用。

用法：代茶饮。
功效：健脾开胃、去积消滞。

本品适合消化不良者饮用。如果
小儿消化不良、腹部胀满、大便酸
臭，就可以用此汤进行食疗。布
渣叶、番石榴叶，可以清热解毒；
辣蓼，可以健脾祛湿、止痛止渴。
本品用材简单、价格便宜、口味清
淡，适合成人及小儿饮用。

食积不化——火炭母布渣叶
鲫鱼汤

材料：火炭母15克，布渣叶15
克，鸡矢藤30克，生麦芽30克，茯
苓30克，红枣3枚，生姜3片，鲫鱼
2条（约750克），食盐适量。

做法：鲫鱼洗净，煎至两面金
黄色（煎时洒点儿白酒）；红枣去

核，连同洗净的其他食材一起放
入砂锅内，加入清水2500毫升、白
酒少许，用大火煮沸后改用小火
熬1.5小时，最后放入适量食盐调
味即可。

用法：代餐食用。小儿脾虚肝
郁、食积不化时，可以服用此汤。

功效：健脾疏肝、消食化积、
祛湿解毒、活血舒筋。火炭母，可
以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平肝明
目、活血舒筋；布渣叶，可以清热
利湿、健胃消滞；鸡矢藤，可以消
食化积、活血止痛；生麦芽，可以
健脾和胃、疏肝行气；茯苓，可以
利水渗湿、健脾宁心；鲫鱼性平，
味甘，可以健脾和胃、利水消肿，
通利血脉；生姜、红枣，可以调和
脾胃。诸药合用，具有良好的健
脾疏肝、消食化积、祛湿解毒、活

血舒筋的功效。
小儿积滞——布渣叶独脚金

鸭肾汤
材料：布渣叶15克，独脚金15

克，白萝卜、红枣、鲜鸭肾（带鸭肾
衣）、食盐适量。

做法：将布渣叶、独脚金、红
枣洗净，备用；白萝卜洗净、去皮，
切成大块，备用；将鲜鸭肾洗净，
加适量清水用大火煮沸，然后放
入其他材料，再次煮沸后改用中
火煮1.5小时，最后放入适量食盐
调味即可。

用法：本品适合4岁以下小儿
饮用，如果孩子呕奶、腹部胀满、
大便酸臭，就可以用此汤进行食
疗。

功效：健脾开胃、去积消滞。
布渣叶、独脚金合用，可以清热解
毒、消食化积；白萝卜利五脏，可
以消食下气；鸭肾，可以消食健
胃、滋阴养脾。本品用材简单、口
味清淡，适合小儿饮用。

注意事项
布渣叶性凉。因此，阳虚体

质者慎服布渣叶。
体虚、脾胃虚弱、便秘人群，

不宜服用布渣叶。
孕妇慎用布渣叶。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潢川县

妇幼保健院）
本版图片由李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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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杯弓蛇影”与情志调养
□黄鸿昊

成语“杯弓蛇影”最早见于东
汉 学 者 应 劭 的《风 俗 通 义·怪
神》。

这个典故说的是应彬把主簿
杜宣请到家里一起喝酒。在饮酒
期间，墙上悬挂着红色的弓，因为
光线折射，杜宣误以为杯中的弓
影是蛇，但是应彬跟他说来一杯，
他碍于情面只好勉强把酒喝进了
肚子里。

后来，杜宣因为疑虑、担忧，
生病了。应彬知道情况后调查原
因，发现杯中所见之蛇是光线折
射所致。后来，在应彬的解释下，
杜宣知晓实情，随即疑虑消散，疾
病也很快痊愈。这个成语常用来

比喻因疑神疑鬼导致的惊恐不
安。

这一典故印证了中医“病由
心生”的观点。中医认为，七情变
化过度，可以引起人体阴阳失衡
和气机不畅，从而引发疾病。《不
居集》对疑病有深刻的认识，书中
提到“疑虑由于心主不明”，又认
为“心病则多疑，疑窦丛生。意之
所藏在脾，脾主思虑，思虑太过，
则私意起而反惑矣”。

过度疑虑，不仅耗伤心神，还
损伤脾气，形成心脾两伤的恶性
循环，使疑虑愈加深重。若心神
安宁，则情志活动正常；当心神受
到致病因素干扰，则可以引起神

志病变或身心疾病。
常言道：“心病还须心药医。”

情志是病理因素，同时又是治病
良方。对于心理疾病，中医有情
志疗法。《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
象大论》记载有“思胜恐”的情志
相胜疗法。

以“杯弓蛇影”为例，应彬通
过说明杜宣所看见的蛇是杯中弓
影，找到杜宣疑神疑鬼的根源，用
理智的思考、分析祛除其错误的
认知和不良心理暗示，从而达到
治病目的。

疑病的发生，除了和七情相
关外，也与病邪、体质等因素密
切相关。比如《不居集》言：“凡

多痰之人，必多疑惑。”“痰”作为
湿浊之邪，容易蒙蔽清窍，引起
神志异常诱发多疑、惊悸等，或
常听说的痰迷心窍或痰火扰心
之证。

另外，体质偏弱，正气虚，伤
身及神，心神濡养不足，可伤及

“意志”，对外界刺激的承受与调
节能力下降，更易受邪气侵扰，从
而提心吊胆、胡思乱想。

当事情真相大白后，杜宣的
疑虑消散，疾病痊愈。这揭示了
情志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和康
复中的重要作用。

中医对于情志疾病的治疗
和调养，不仅依赖于汤药和针灸

等，还注重情志调养。在日常生
活中，人们可以培养健康向上的
兴趣爱好，以养心神；每天坚持
适当的静坐，以收心神；按摩内
关穴、风池穴、百会穴、涌泉穴等
穴位，以益心定志。

此外，坚持练习八段锦、五禽
戏和太极拳等传统导引功法，也
有助于人体气机通畅，同时增强
体质。

在食疗方面，莲子百合粥、酸
枣仁粥，可以清心安神；茉莉玫瑰
茶，擅长疏肝解郁，皆为调理佳
品。

（作者系暨南大学中医学院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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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又称为辨
证施治，是中医的临床

“操作系统”，是中医诊
断和治疗疾病的一种临
床思维方式和基本原
则，是中医普遍应用的
诊疗规律，有普遍性就
有特殊性。今日笔者不
讲辨证论治，介绍一个
在民间流传 60 余载、用
于治疗咳喘的验方。

大约在 1960 年，笔
者在开封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图书馆查阅中医杂
志时，《天津中医》的封
底刊载了一个验方。这
个验方据说是一位服刑
人员捐献出来的，如果
用此方治愈 1000 例患
者，就可以减刑获释。
该文只有100多字，没有
方义分析，也没有治验
举例，只有方药与说明。

该验方由11味药物
组成，分别为：青皮、陈
皮、桑白皮、当归、白芍、
五味子、川贝母、茯苓、
杏仁、半夏、冰糖。从药
物选择来看，该验方没
有特别昂贵的或难以寻
找到的药物，都是普通
常用的药物（当时川贝
母也是常用药）。从配
伍角度分析，青皮、陈
皮，可以理气化痰；桑白
皮，可以润肺化痰；当
归、白芍，可以养血润
燥，有扶正的作用；川贝
母，可以化痰止咳；茯
苓，可以健脾渗湿；杏
仁，可以肃肺止咳；五味
子，可以收敛肺气；冰
糖，可以润燥利痰。全
方共奏健脾理气、肃肺

降逆、化痰止咳之功。
该验方歌诀：“青皮陈皮桑白皮，当归白芍

北五味，川贝茯苓光杏仁，半夏冰糖二钱宜。”
方中的“北五味”，指东北三省所产的五味子，
不可以用南五味子替代；“光杏仁”，指去皮、去
尖的杏仁，不能用带皮、带尖的杏仁。这首验
方包含二陈汤（半夏、茯苓、陈皮、甘草）和古方
三皮饮（青皮、陈皮、桑白皮）。由于现在川贝
母价格昂贵，我们也可以用浙贝母替代。

辨证论治虽然为中医精髓，但是并非万
能。有的病证，用辨证方法确定病性、病位非
常困难。风寒性咳喘，清稀痰；风热性咳喘，白
黏痰，不易咯出；痰湿性咳喘，白黏稠痰；虚寒
性咳喘，泡沫状痰；肺燥性咳喘几乎无痰可
言。此验方尤其适用于治疗顽固性咳喘病
证。在常规辨证治疗效果不佳时，我们不妨尝
试应用此验方。

笔者在临床实践中多次应用此验方，证实
其对顽固性咳喘确有疗效。正如国医大师裘
沛然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时，在采用常规
方药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采用张景岳所创

“金水六君煎”化裁（六君子汤加熟地、当归），
作为“法外之法”，常能收到意外惊喜。此验方
并不局限于特定的证候，久病咳喘者不妨一
试。

（本文由全国名中医毛德西讲述，李龙信、
陈思羽整理）

餐桌上的中药之三十五

布 渣 叶
□叶奇琦

辨证论治虚劳的典范——

《理虚元鉴》
□黄新生

创“虚劳六因学说”
《理虚元鉴》创造性地提出

“虚劳六因学说”，完善了虚劳
的病因理论，认为虚劳是由先
天之因、后天之因、痘疹及病后
失理之因、外感之因、境遇之
因、医药之因6个方面产生。

先天之因，是因为受胎之
初，父母已衰老，或病后入房，
或妊娠失调，或色欲过度，导致
肾精亏虚，使所生之子“或幼多
惊风，骨软行迟，稍长读书不能
出声，或作字动辄手振，或喉中
痰多，或胸中气滞，或头晕目
眩。此皆先天不足之征。”

后天之因，多因酒色、饮
食、劳倦、七情所致。色欲伤
肾，致肾不强固；思虑伤脾，致
脾失健运；劳伤心神，致心神衰
惫；郁怒伤肝，致肝失疏泄。这
些均可导致精气虚损，积而成
劳。

痘疹及病后失理之因，为
痘疹治疗失宜的后遗症。痘失
于补，则导致气弱阳衰之症。

“疹失于清，则导致阴亏血枯之
症。”“肺风哮喘，喑哑声嘶，易
至伤风咳嗽等。”

外感之因，多因“或酒色无
度，或心血过伤，或肝火
易动，阴血素亏，肺有伏
火”，伤风火之后，风动

成痨。境遇之因，多因七情过
度损伤所致，“七情不损，则五
劳不成”。医药之因，多因医生
治疗失误所致，“药不对症，医
之误也，频伤正气，病情日重，
积渐成劳”。

虚劳病机责火
汪绮石认为，虚劳的病机

与火关系密切，或为虚火，或为
伏火。虚火，指的是动于气而
未着于形之火，即浮越于外的
虚阳，属于阳虚病变，是由于少
火衰微，元阳不足所致；伏火，
指的是先动于气，久而渐着于
形之火，即阳亢，属于阴虚病
变，多由阴虚火动、火盛生风所
致。

阴虚之症统于肺。阴虚之
劳的关键是精血亏虚，虚火上
炎，灼伤肺金，失于治节，进而
导致劳嗽、吐血等病证。

阳虚之症统于脾。阳虚之
劳的关键在于脾虚，中气不守，
失于运化，精气匮乏，进而导致
痰证、痹证、阳痿等。

辨虚之法重脉
汪绮石认为，虚劳病的辨

证，首先要重视辨脉，上卷首言
《治虚脉法总括》，提纲挈领地
把虚证脉象罗列出来，便于后
人掌握。

《理虚元鉴》后列《治虚脉

法分类》15 条，除继承王叔和、
张仲景有关虚证脉法外，大部
分是汪绮石的经验总结。汪绮
石认为虽然同属虚证，但是由
于病因病机不同，在脉象上也
有很大的差异，如梦泄遗精，属
心肾不交者，则脉尺寸迟而涩；
属恣情纵欲，阴虚火旺者，则脉
两尺细数。

治虚创“三本二统”
汪绮石创造性地提出了

治疗虚劳的“三本二统”论。
治虚“三本”，即治虚以肺、脾、
肾为本。肺为华盖，居五脏最
高位，灌注百脉，为五脏之天；
脾为后天之本，运化水谷精微
以滋养全身，为百骸之母；肾
是先天与后天之精所藏之处，
为性命之根。治肺要清金保
肺，无犯中州之土，清肺不过
用苦寒之药，以免寒凉伤中，
损害脾胃阳气。治脾要陪土
调中，不损至高之气，健脾不
过 用 刚 燥 之 药 ，以 免 温 燥 耗
液，损害肺之阴津。治肾要金
行清化，不觉水自流长，金水
才能归于一致。肺金清灵，才
能保证其宣降功能；肺的宣降
功能正常，才能金水相生，保
证肾水源远流长；肾水源远流
长，自然阴阳匹配、水火互济、
五脏安和。

治虚“二统”指治虚统之于
脾、肺。虚劳病虽然复杂，但是
不外乎阴虚和阳虚两类。治阴
虚统于肺，即补肾阴时侧重清
肺金，因为金生水，肺金正常自
然生肾阴；治阳虚统于脾，即补
肾阳时侧重补脾气，因为肾阳
需要依靠脾运化水谷精微供养
方能恒久不衰。“二统”实质上
是对“三本”的进一步深化与发
挥，强调了治疗虚劳求本补母，
避免过量服用辛热、苦寒药物，
以免造成阴阳损伤。

“三本二统”对虚劳的治疗
提出了新的思路，对完善中医
虚损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至
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
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同样也具有
很好的指导作用。

防虚损有“六法”
书中重视虚劳的预防，提

出“六节、五季防、二护、三候、
二守、三禁”等方法。

“六节”，是指节嗜欲以养
精，节烦恼以养神，节愤怒以养
肝，节辛勤以养力，节思虑以养
心，节悲哀以养肺，以防情志、
思虑、劳伤等因素致病。

“五季防”，是指“春防风，
又防寒；夏防暑热，又防因暑取
凉而致感寒；长夏防湿；秋防
燥；冬防寒，又防风”，讲述一年

中防六淫致病的重点。
“二护”，是指平时宜保护

两足、肩俞与眉际，以免在无意
中受到风寒侵袭。“寒从足起，
风从肩俞、眉际而入。病者常
护此二处，则风寒之乘于不意
者少矣。”

“三候”，是指要了解时令、
节气的变化，在节气变迁时注
意防护，以预防疾病。对于体
虚的人，应预防的时令节气有3
个：“春初，木盛火生；仲夏，湿
热令行；夏秋之交，伏火烁金。”

“二守”，是指服药与调养
要有恒心，只有长期坚持服药
和调养，才能取得较好的临床
疗效。

“三禁”，是指治疗时的用
药禁忌，包括“一禁燥烈、二禁
苦寒、三禁伐气”。例如，虚劳
之痰的病因是火逆水泛，因此
不能使用二陈、香砂等燥烈药
物；虚劳之火是阴虚火动造成
的，因此不能使用知母、黄柏、
黄芩、黄连、栀子等苦寒药物。
至于饮食禁忌，像香燥、生冷、
辛辣等食品，都应避免摄入。

遣方用药平和慎重
《理虚元鉴》记载汪绮石所

创治疗虚证方 22 个，具有用药
平和慎重的特点。一是用药遵
循“三本二统”原则，兼顾他
脏。比如，归养心脾汤、归养心
肾汤等，以甘温益气见长，力避
大热助火之剂。即使当归、桂
圆之属，亦在审慎之列，用则必
佐消金之品，以免相激之危。
二是用药遵循“三禁”原则。汪
绮石还对人参、知母、黄柏、泽
泻、桑白皮等常用药物的宜忌
进行了精妙论述。

《理虚元鉴》记载了虚劳病
的理论及治疗，对中医虚损学
说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该
书对虚劳病的病因、病机、辨
证、审脉、立法、制方、选药的独
特见解，以及对现代慢性病、急
性病恢复期、疾病终末期的治
疗养护和调理，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作者供职于河南
省武陟县卫生健康委）

■读书时间

汪绮石，世称“绮石先生”，明末著名医学家，生卒年月及籍贯不详，他“悯世人之病虚劳者，委命
于庸医，而轻者重，重者危，深可痛伤”。于是，他博览诸家之书，“伏读《黄帝内经》而启悟门，得其要
领，参订补注，集成一书”，名为《理虚元鉴》。

《理虚元鉴》分上、下2卷。上卷主要阐述虚劳的证治理论，论述虚劳的脉法、病因、病机及治法
等，并详细论述了劳嗽、咯血、白浊、遗精、骨蒸、呕血等病证。下卷着重论述虚劳的证治方药，载有方
剂22首，代表药物18种，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辨析。该书是一部辨证论治虚劳证的专著，理法方药
具备，文字简要，重点突出，自成体系。

■杏林夜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