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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撷萃

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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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说》《养生堂》《中药传说》《读书时间》等
栏目期待您来稿！

联系人：刘静娜
投稿邮箱：570342417@qq.com

中药传说 乌梢蛇乌梢蛇

养生中的平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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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
天士……乍一看，历史上的这些
医学大师之间似乎毫不相干，其
实，在内心深处，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老师，这个老师就是“金元四大
家”之一，“补土派”创始人李杲。
李杲虽是一名医生，身上却有一
股豪侠之气。

李杲（1180~1251 年），字明
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
晚年自号东垣老人。李杲生活
的年代，蒙古正在大漠中迅速崛
起，金国正在衰落乃至灭亡。但
这对于少年的李杲没有多大影
响，因为他家不缺钱，“世为东垣
盛族”，“世居真定，富于金财”。
因为家世显赫，李杲从小就受到
良好的儒学教育，教授李杲的是
当时的硕儒王从之（文学家王若
虚）、冯叔献（书画家冯璧）和范
仲淹的后人范练。名师出高徒，
李杲 22 岁时就已经成为知名儒
生。

虽是儒生，李杲并不是寻章
摘句的书呆子，他凭一股豪侠之
气，广交天下名士，“所居乡里，名
士日造其门”。所谓侠之大者，为

国为民，李杲也是其一。为了改
变家乡教育的落后面貌，他拿出
自家的宅地，自费建造了书院。
泰和年间（1201~1208年），河北大
灾，“民多流亡”。李杲目睹灾民
饥寒交迫的悲惨境遇，毅然拿出
自己家的存粮赈济灾民，使众多
饥民得以活命。

但是，并不是有钱就可以事
事顺心。李杲的母亲得了重病，
李杲是至孝之人，“色不满容，夜
不解衣”，殷勤侍奉，同时，广出财
帛，求医治疗。但事与愿违，医生
尚未诊断出疾病，母亲已撒手人
寰，李杲痛定思痛，心想，“若遇良
医，当力学以志吾过”，“自是始有
志于医”。

经多方打听，李杲得知，当时
最有名的医学大师，当数易水老
人张元素（字洁古，中医易水学派
创始人）。得知此消息后，李杲不
惧路途遥远，立刻背井离乡，捐千
金拜张元素为师。凭着他扎实深
厚的文化功底，经过数年的刻苦
学习，李杲“尽得其学”，而且“益
加阐发”，在医学造诣上已有“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

但是，李杲并没有因此就去
悬壶济世，他就像隐居民间的大
侠一般，从不显露医学上的身
手。在他心中，还有更大的理
想。公元 1202 年，李杲向金国政
府“进纳得官，监济源税”，也就是
通过捐献谷粟等财物，而被任命
为济源县（今河南省济源市）的监
税官。但李杲的政治抱负并没有
实现，因为当时济源传染病大暴
发，民不聊生，“彼中民感时行疫
厉，俗呼为大头天行”。

当时的医生，面对这种来势
凶猛的传染病束手无策，任由疾
病肆虐。在这种情况下，百姓的
生命安全都没法保障，更别说税
收工作了。面对这种情景，李杲

“独恻然于心，废寝食，循流讨源，
察标求本”，终于创制一方，名为
普济消毒饮，用之大获良效。由
于病者甚多，药方效果又很好，人
们以为是仙人所传，就将药方雕
刻于圆顶石碑之上，以便流传。
李杲此举，不仅为挽救济源一带
百姓生命做出很大贡献，而且也
为后世温病诊治理论的出现提供
了临床经验、治疗方法和有效方

剂。至今，普济消毒饮仍广泛应
用于临床。

这边传染病救治工作刚刚
取得成效，那边蒙古的铁骑已经
攻至。为了躲避兵灾，李杲前往
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为生计
所迫，“遂以医游于公卿间”。因
其医术高深，临床治疗“明效大
验”。公元 1232 年，蒙古军围困
汴梁达 3 个月之久，解围之后，
城内之人大多患病。当时的医
生按照原有经验治病，却并没有
什么效果。李杲目睹了整个过
程，他认为，这些疾病并非伤寒，
而是“大抵在围城中，饮食不节
及劳役所伤”。于是他从内伤脾
胃立论，以其卓越疗效“通医之
名雷动一时，其所济活者，不可
遍举。”

公元 1244 年以后，元代政局
日渐稳定，李杲返回家乡真定。
他一边总结医学经验，著书立说，
一边物色可靠的徒弟，准备倾囊
相授。李杲选徒弟的第一标准是
医德。经人推荐，“性行敦朴”的
罗天益来到李杲面前。“汝来学觅
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李杲

问道。“亦传道耳。”罗天益老老实
实地回答。从此，罗天益成了李
杲的徒弟。与别人收徒弟不同，
李杲不但不收学费，而且对徒弟
管吃、管喝、管住，并且支付零花
钱，只为了徒弟保持良好的医德，
不谋取病人的钱财。

李杲认为，疾病的病因不仅
是外邪，也有内伤。无论是外邪
还是内伤，都会伤及脾胃，所谓

“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则应
扶正，扶正必补脾土，故称补土
派。李杲的代表作是《脾胃论》3
卷，还有《内外伤辨惑论》3 卷、

《兰室秘藏》3卷、《东垣试效方》9
卷、《活法机要》及《医学发明》
等。

建书院，赈流亡，书生亦有豪
侠气；感母疾，拜名师，儒医兼通
大宗师。济源小试，普济消毒存
良效；汴梁大用，扶正补脾有神
功。传道医人，收徒苛严传佳话；
铁血丹心，补中益气后人宗。乱
世之中，李杲堪为杏林之中侠之
大者。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
生委）

一家酒厂里有个烧锅炉的
小伙子，天长日久，受了湿气。
一开始，他头上生癣，后来全身
长癞，再后来四肢关节酸痛，行
动艰难，眼看就要全身瘫痪了。
酒厂主人觉得小伙子快残废了，
就随便给了他几个钱，打发他走
了。

小伙子十分伤心，一没父
母，二没妻子，离开酒厂要投靠
谁呢？他想来想去，与其将来冻
死、饿死，不如现在挑个好办法
寻死。在酒厂里寻死倒也方便，
一是可以喝酒醉死，二是可以投
进酒缸淹死。

天黑以后，小伙子偷偷来到
后院，打开一缸陈酒，双手捧起
来就喝。他不知喝了多少，直到

肚皮发胀，才躺在地上等死。可
是，天快亮时，小伙子又醒过来
了。他一看没死成，又怕天亮后
主人发现，心里一急，索性跳进
了酒缸。这时，正巧有人走进后
院，听到扑通一声，就一面高喊
着：“快救人！”，一面跑过来拉
他。小伙子一心想寻死，无论那
人怎么拉他，他也不肯上来。直
到又来了许多人，才把他从大酒
缸里救出来。

酒厂主人非常生气，再次把
小伙子赶出酒厂。小伙子又被
赶出门，只好沿街乞讨。没过多
久，他浑身发痒，皮肤慢慢裂开，
又慢慢脱掉。几个月后，他像蜕
壳的蝉一样，换了一层新皮，而
且身上的关节也不痛了。小伙

子喜出望外，于是，摔碎讨饭的
碗，踩扁讨饭的篮子，又回酒厂
来了。

大家看到小伙子都吓了一
跳，酒厂主人也不禁一惊，忙问
道：“你的病是怎么好的？”“还不
是因为喝了你家的酒，又在酒缸
里打了个滚儿吗？”

主人心想：酒能治病？莫非
酒缸里有什么东西？急忙跑到
后院找到那缸酒，一打捞，竟捞
出一条淹死很久的乌梢蛇。主
人如获至宝，就把这缸酒封存起
来，当成专治风湿、疥癣的药酒。

后来，人们渐渐传开：乌梢
蛇泡酒，有活血、祛毒等疗效。
从此，人们便都用乌梢蛇泡酒制
药了。 （张 健）

唐初，唐太宗李世民要给谏议大夫魏征
纳妾，魏征不以为然。唐太宗究其原因，魏
征回禀道：“即使承蒙圣意，家中发妻不会善
罢甘休。”唐太宗说：“孤宣她进宫，当面要她
答应。”唐太宗摆好一桌酒席迎候魏夫人到
来，指着酒盏对魏夫人说：“孤意已定，要给
魏大人纳妾。夫人若执意不允，你面前是一
杯毒酒，赐你一死。”魏夫人闻言后，仰脖将

“毒酒”一饮而尽。唐太宗看着魏夫人等死
的神态，忙笑道：“孤赐你的本是一杯陈醋
也。”此后，唐太宗不再提给魏征纳妾一事。
这就是“吃醋”的来历。然而，“吃醋”一词却
成为人们形容“争宠”的一条俗语。

醋，全国各地皆有出产，以山西老陈醋、
四川保宁醋、镇江香醋最为有名。中医认
为，食醋性味酸、苦、温，入肝、胃经，有活血
化瘀、解毒止血、安蛔止痛之功，适用于瘀血
内阻所致的癥瘕积聚，各种出血，消散肿毒，
解鱼、肉、菜毒，虫积腹痛。《本草纲目拾遗》
言其“治产后血运，除癥瘕坚积，消食，杀恶毒，破结气，心中
酸水痰饮”。《名医别录》言其“消痈肿，散水气，杀邪毒”。《本
草从新》言其“多食损筋骨，损胃，损颜色”。营养研究表明，
本品含乙酸、乳酸、丙酮酸、草酸、琥珀酸等有机酸及高级醇
类，以及糖类、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有消毒杀菌、增
进食欲、扩张血管、降低血脂、利尿的作用。

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还含有少量乳酸、苹果酸、柠檬
酸、琥珀酸等有机酸。醋酸有利于糖和脂肪充分转化为能
量，可防止体内脂肪过多积累；有机酸有利于维持人体内环
境酸碱度的平衡和稳定，使各种代谢和生理功能得以正常进
行；醋酸还可以软化血管，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

醋虽好，但宜稀释后服，不宜多食，否则伤筋软齿；脾胃
湿盛、溃疡病患者不宜选用；使用时不宜用铜器烹调。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远安县中医院）

中医护理学历史久远。可以说，古人在医疗技
术与知识萌芽产生之前，对损伤与病痛的原始护理
措施就已出现。尽管由于时代、社会、生活习俗等
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中医护理没有成为独立专科，
但中医的护理方法、经验和理论仍大量散载于浩瀚
的中医历史文献之中。

中医护理学具有重视全面护理与辨证护理的
明显特点。前者主要包括精神、生活、饮食、环境等
方面的护理；后者则是针对患者性别、年龄、性格、
体质、病种、病程、症状、用药等不同情况的特殊护
理。

在现存古代中医文献中，最早较全面论述中医
护理的专著，是清代钱襄撰著的《侍疾要语》。该书
强调精神护理的重要性；“病人性情每与平日迥异，
为人子者本以养志为先，而当病之时，尤须加意体
察，务求转怒为欢，反悲为喜。所爱之人常坐床前，
所喜之物恒置枕畔，忧病则须说今日精神胜于昨
日，忧贫则须说今年进益好似去年，勿露愁闷之容，
常瞒医药之费，诸如此类未可枚举。”为了避免患者
对亲人之操劳不安，不可使患者察觉亲人的辛劳，
因此担任护理之亲人“勿得欠伸摩眠稍露倦态，则
亲心安矣，否则转益其疾，病情转变”。为了不增加
患者精神上的不快，“至亲问疾，每至床前，须先吃
惊其说吉祥语，或其人为病人所厌见者，须婉谢之，
勿令进房”。还可用音乐为患者消除烦躁：“病时烦
躁，急难解释，唯弦索之声可以悦耳，可以引睡，或
令盲妇、歌女轻拨琵琶，浅度一曲，亦驱病之一助
也。”

对于生活与饮食护理，在《侍疾要语》中也阐
述得很周详。例如，“床前与人说话，须有词无
声，行步不可急遽，防作声且生风也；放帐卷帐缓
则不生风，放钩以手握之，勿戛床柱，揭被盖被、
披衣解衣缓则不生风”。对于疾病的护理，该书
特别提醒应经常注意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夜
间侍奉者，非特夜不解衣，且亦不可暂时交睫，方
能静听声息，知今宵较昨宵是增是减。或亲命使
睡，只可虚掩帐子，危坐帐中，闻声即起”。对于
长期卧床的患者，该书作者指出应防护褥疮：“久
病消瘦，皮肤或碎、须垫以灯草圈则痛处不若褥
席。”

《侍疾要语》还强调及时观察病人大小便对诊治疾病之意
义：“大小便须即谛视之……不可稍迟，迟则大便结者，久而浸
而化为溏。小解白者，阅时而变为赤，未可为医者也。”对于用
药的护理，《侍疾要语》就药物加工、调制、饮用等要点均有所论
及。

《侍疾要语》全书字数不多，但从书名与内容可以看出，在
中医护理学史上，它的确为一本言简意赅、切合实际的著作，大
部分内容现在仍有实际应用价值。 （褚 远）

吴鞠通（1758~1836 年），
江苏淮阴人，清代著名医学
家。他博采历代医家之长，创
立温病三焦辨证理论体系，并
编撰了一部集大成之作《温病
条辨》。

汪廷珍（1757~1827 年），
江苏省山阳县人（即江苏省淮
安县，现为淮安市楚州区），清
朝乾隆时期进士，官至礼部尚
书。他为官清廉，以文章品谊
闻于天下，且精通中医。

吴鞠通与汪廷珍既为同
乡知己，也有着中医方面的共
同爱好。据史料记载，两人曾
共同研讨医理，探究病因。汪
廷珍还鼓励吴鞠通积极进入
医疗临床，鞭策、推动、帮助吴
鞠通完成《温病条辨》，登上医
学高峰。

乾隆五十八年，京都瘟疫
肆虐。许多患者因诊断有误、
治疗不当而死亡。诸药不效，
医皆束手，疫情异常严峻。在
诸友的劝说下，业已积淀医学
理论 17 年、“未敢轻治一人”
的吴鞠通毅然出山济世救
人。他身手不凡，施方辄效，
转逆为顺，“全活甚众”。此
后，吴鞠通更加注重温病的理
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有志采
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
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
验，合成一书，名曰《温病条
辨》。然未敢轻易落笔。”吴鞠
通自恐年轻识少，学养不足，
未必服众，一直将《温病条辨》
藏在箱箧。嘉庆三年，汪廷珍
根据《黄帝内经》“五运六气”

学说推算来年将有瘟疫流
行。他系念民生，及时告知吴
鞠通，并言辞恳切地催促吴鞠
通尽快将研究成果昭示天
下，以惠及百姓。嘉庆九年，

《温病条辨》初稿完成。吴鞠
通送汪廷珍评阅；汪廷珍读
后大加赞赏。两人共同讨
论、反复参订后交付刊印。
汪廷珍还成人之美，为《温病
条辨》作序，推介吴鞠通及其
温病学说。在汪廷珍帮扶
下，《温病条辨》于嘉庆十八
年刊刻问世。《温病条辨》中
还为人们留存了一些疗效显
著、历久弥新、至今仍在使用
的经典名方，如银翘散、桑菊
饮、藿香正气散等。

吴鞠通，汪廷珍，一位是
“良医”，一位是“良相”。吴鞠
通云：“同里参知汪文端公，知
君最深。”汪廷珍赞吴鞠通曰：

“怀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
学不厌，研理务精，抗志以希
古人，虚心而师百氏”。

（李金钢）

吴鞠通与汪廷珍的国医情

平衡学，又称中庸之道。其
主要理念有阴阳平衡、阴平阳秘、
劳逸结合、心态平衡等。作为老
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其在
医学上也有诸多体现。

阴阳平衡 万物皆有阴阳属
性，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阳
盛则热，阴盛则寒。阴虚生内热，
阳虚生外寒。阴虚则阳亢，阳虚
则阴盛。人的一生时时刻刻都在
调整阴阳平衡，但平衡是相对短
暂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今天
刚调整好平衡，明天又出现新的
不平衡。因此，人们平常需要调
整好情绪，保持好心情。

营养平衡 调和五味不偏
食，食物的酸、苦、甘、辛、咸，蔬菜

的青、赤、黄、白、黑都要调剂好。
俗话说：“酸甜苦辣都有营养”，调
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
一日三餐也定时、定质、定量，养
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动静平衡 “久视伤血、久卧
伤气 、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
伤筋。”万病起于过用，太过、不及
均会生病，在日常生活中要坚持
有张有弛，劳逸结合。

心理平衡 情绪是生命的指
挥棒。“性为情本，情为病困。”“百
虑愁眠”，安心安神，宁静自然，心
态平衡，经常保持心理平衡是身
体健康的关键。

机体平衡 练各种功法治病
健身也是为了机体平衡。有的功

法是用衰减法，有的是用补益法，
这两者虽然目的都是平衡，但使
用的方法却是一补一泻，对身体
健康都是有益的。泻者，虽然也
达到平衡，却是以削损身体阳能
（多余）为代价。补者，是以增补
虚损（不足）为手段达到平衡，在
调整平衡中提高身体素质，使之
达到新的平衡。

起居平衡 起居有常，顺应
自然。大自然赏赐给人类太阳和
月亮，万物生长靠太阳，这就决定
了人体的生物钟是“天睡我睡，天
醒我醒。”即白天上班工作和学
习，黑夜回家团聚、睡觉，什么时
间做什么事。按现代时间表示
是：早晨6～7点起床，晚上9～10

点睡觉。不要昼夜颠倒，按部就
班对人体健康会有大大的好处。

环境平衡 机体与环境要保
持平衡，要保护大环境，创造小环
境，如人体要经常注意避暑和御
寒等，山清水秀，世外桃源好养
生。

调和阴阳 中医治病，一般
也采用衰减平衡的办法，阴病治
阳，阳病治阴，重在调和阴阳。因
此，不是急性病和非吃药不可的
病，一般不吃药，体疗、食疗比药
疗好。

（张 丽）

养生堂

大医应有豪侠气大医应有豪侠气
□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