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白居
易，从不到 40 岁发现眼睛患
有疾病，到75岁辞世，先后留
下了30多首“眼病诗”。这大
概是在古人诗词作品中记载
最 为 详 尽 的 一 份“ 眼 科 病
历”。

这份“病历”中记载有白
居易眼睛患病后的自觉症
状：“眼渐昏昏耳渐聋，满头
霜雪半身风；夜盲乍似灯将
灭，朝暗长疑镜未磨”。白居
易还对自己眼睛患病的缘由
进行了分析：“早年勤倦看书
苦，晚岁悲伤哭泪多，眼损不
知 都 自 取 ，病 成 方 悟 欲 如
何。”

最易使人受到震撼的是
白居易对其眼睛患病时自觉
症状的一段描述，用医生写
病历的行话讲，即主诉：“散
乱空中千片雪，朦胧物上一
重纱。纵逢晴景似看雾，不
是春天亦见花。”同时，白居
易还用诗记载了眼病的形成
原因及治疗方法：“僧说客尘
来眼界，医言风眩在肝家。
两头治疗何曾瘥，药力微茫
佛力赊。”“眼藏损伤来已久，
病根牢固去应难。医师尽劝
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
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贮
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
争得金篦试刮看。”

研究表明，酒精极易溶于
水，而眼球内腔的玻璃体含水
量达99％，对乙醇有较强的亲
和力，极易损伤视网膜。酒的
主要成分是乙醇，当人们饮酒
后，眼球结膜充血，造成局部
组织缺氧。同时酒会消耗大
量的维生素B，当眼睛缺少维
生素 B 后极易发生角结膜干

燥、视神经炎及晶状体混浊。
因此，喝醉了酒的人普遍是
眼球上布满血丝，出现“红
眼”现象。酒中的有害醇类
（如甲醇）也会对视网膜、视
神经产生明显的毒害作用，
若饮酒过多，酒中的有害成
分能使视神经萎缩，严重的
甚至导致失明。白居易常一
醉方休，结果染上了眼疾，40
岁时已有“书魔昏两眼，酒病
沉四肢”之感，从而写下眼病
诗。医生已明确告诉他要戒
酒，可他依然“马背仰天酒裹
腹”，使得眼科名著《龙树论》
中也无有用之方，眼科圣药

“决明丸”也无济于事，只得
“争得金篦试刮看”，诗作也
日趋减少且浅薄。

如果我们的大多数医生
在书写病历时，都能像白居易
那样将患者的主诉和自己的
诊查结果，既真实具体又传神
生动地记录在案，病历将变得
有趣和诗意。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远安
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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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撷萃

中药传说
中医之最

蛇床子蛇床子
□高亚丽

“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
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
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这是

《山海经》留给少年鲁迅的印象，
也是《山海经》留给我们大多数人
的印象。由于《山海经》的文字晦
涩艰深，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去
读他。我们对于《山海经》的最初
认识，大部分也来自于鲁迅的散
文《阿长与山海经》。

其实，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
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女娲补
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都来
自于《山海经》。《山海经》的成书
和作者已无法考证，过去认为是
禹、伯益所作，现代学者多认为成
书非于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它
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
地理书，记述内容包括古代地理、
物产、神话、巫术、宗教、历史、医
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山
海经》记载的可能是古代先民对
原始社会晚期那个洪荒时代的口
耳相传的记忆。《山海经》共18卷，
其中“山经”5卷、“海经”8卷、“大

荒经”4卷、“海内经”1卷，关于洪
荒时代的中医药的记载，便包含
其间。

洪荒时代的中医药，还处于
巫医不分的时代。《大荒西经》说：

“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
在”。《海内西经》说：“巫彭……皆
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山海经》中
关于巫医不分的记载，可以在其
他古籍中得到印证。《韩诗外传》
记载，“俞附之为医也，溺木为脑，
芷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复生。”

《路史》记载，“黄帝命巫彭、桐君
处方桃饵，渝洗刺治，而人得以尽
年。”《世本》记载，“巫咸，尧帝时
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
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
坠。”巫师的产生于原始社会晚
期，他们已经脱离生产劳动，专职
从事祭祀、医疗、文化活动等工
作。巫师在治疗疾病时，有时施
行巫术，有时也使用原始医药卫
生经验积累而形成医药技术，其
中有的巫师更偏重于医，并最终
产生巫医分流。巫医一家，是人

类医学史上一个特殊阶段，中医
也不例外。

巫医的“洪荒之力”，除了荒
诞不经的巫术外，还有许多处于
蒙昧时代的医疗技术。《山海经》
记载的各种名号的石头中最多的
是砥石。晋代郭璞注《山海经·东
山经》之砥石时说，“可以为砥针，
治痈肿者。”清代郝懿行认为“砥
当为砭字之误，可以为砭针是
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砭的
解释是：“砭，以石刺病也。”可见，
砭石在洪荒时代的用处，一是作
为手术刀治疗化脓性感染疾病，
二是作为针灸的针，针刺穴位治
疗疾病。

巫医治疗疾病的“洪荒之力”
还有许多，一是通过佩戴某种药物
治疗疾病，如《西山经》记载，“薰
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
如靡芜，佩之可以治已病”；二是
通过身体接触药物治疗疾病，如

《西山经》记载，“其状如狗，名曰
溪边，席其皮者不蛊”；三是通过豢
养某种动物治疗疾病。如《中山

经》记载，“其状如狸，而白尾，有
欲，名曰础础，养之可以已忧”。

巫医治疗疾病最主要的“洪
荒之力”，还是使用药物治疗疾
病。《山海经》中记载的药物共有
127 种（也有人认为 160 余种、139
种、121种等），其中植物（草）类28
种、木类23种、鸟类25种、兽类16
种、水族（鱼类）30种、矿物类有5
种。草类可以治疗的疾病主要有
饥、心痛、惑、疥、瘦、劳、眯、痕、
忧、风、虐、病等；木类可以治疗的
疾病主要有劳、聋、痒、痔、忘、蛊、
妒等；鸟类可以治疗的疾病主要
有虫、痔、瘦、峋目、隘痛、狂、潘肿
等；兽类可以治疗的疾病主要有
妒、卧、蛊、寓、狂、痒等；鱼类可以
治疗的疾病主要有肿疾、忧、瘫、
疵、痴、癣等。在这些药物中，有
44种药物的名称与《神农本草经》
中的药物名称相近或相同，后世
医家在注释《神农本草经》时，往
往引用《山海经》的记载作为参考
依据。这些药物涉及的疾病包括
内科、外科、五官科以及预防养生

和美容等内容。涉及的疾病名称
有许多也被后世医学家引用，甚
至沿用至今。

《山海经》对药物和疾病的认
识是极为粗糙、片面的。《山海经》
与《神农本草经》重名的药物虽然
有44种，但没有记载四性五味、主
治功效、有毒无毒，组方的君臣佐
使、七情和合等内容，他们之间没
有必然的渊源关系。《山海经》中
的药物记载是分散的，主治功用
是随意的，没有分类迹象，纯属原
始医药卫生经验积累的性质。

大荒山中，粗识本草药性；神
仙居处，始将砥石刺病。精卫填
海，万丈高楼平地起；夸父逐日，
追求真理永不休。今天博大精深
的中医药，也是千百年来人民群
众同疾病作斗争得来的经验总
结。《山海经》里记载的，可能是中
医药草创时期的情形，正是这些
草创，为以后中医药的发展和中
医基本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
生委）

养生堂

“眼科病历”由诗出
□胡献国

“春秋时越国少女西施在河边浣纱，水中鱼
儿看见她清纯动人的面容，竟忘记了游动，渐渐
沉到河底。这就是四大美女中排名第一的‘沉鱼
西施’。西施有先天性心脏病，发作时常忍不住
皱眉捂胸，人们都觉得她这样更美，称为‘西子捧
心’。同住施家村的东施姑娘容貌平庸，心脏健
康，大白天没事也学西施紧皱眉头，招摇过村，结
果变得丑不堪言，邻居纷纷闭门躲避，这就叫‘东
施效颦’。”

上文出自《唐诗为镜照汗青》。读者不难看
出，作者望文生义将西子捧心之“心”武断地理解
为先天性心脏病。殊不知，此“心”非彼“心”。

西子捧心之“心”即中医学之“心下”，清代著
名医家钱潢在其《伤寒溯源集》中明确指出：“心
下者，心之下，中脘之上，胃之上脘也。胃居心之
下，故曰心下”。也就是说，“心下”即是人体胃脘
部。

《伤寒论》有多条原文涉及“心下”，如心下
痞、心下硬、心下因硬、心下痞硬、心下逆满、心下
痞硬满、心下微满痛、心下必痛等。结合《金匮要
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篇》：“心下坚，大如盘，边如
旋盘，水饮所作，枳术汤主之。”可知，“心下”均指
胃脘部而言。另外，上溯隋唐五代时期的敦煌遗
书所载古医方平胃丸：“平胃丸方，主心悬，饥不
用食”。“心悬”即心下悬痛，胃脘不舒之意。

由此可知，中医学中“心下”即为人体之胃脘
部，由来已久。西子捧心，只是西施胃脘不舒或
胃脘疼痛而已，而不是前文作者所说的先天性心
脏病。

范蠡听说西施美绝人寰，遂教以歌舞，前后
用了3年时间将她训练成人见人爱的绝代佳人，
然后献给吴王夫差，后边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
详，吴王从此沉湎酒色不思国事，终被勾践所
灭。试想，一个患有先天心脏病的西施，自顾已
是不暇，怎能完成灭吴的历史重任？

古典文学中的许多典故和中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阅读和学习古典文学，特别是与中医药相关的古诗词时，
应秉持“求其所以然”的虔诚态度，不望文生义，不随意发挥。

（殷世鹏 张爱娇）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
学识渊博，精医尚武，医著颇
丰，是温补派的宗师。有一急
症妇女口吐白沫，口鼻皆冷，
僵卧在地。家人急忙请来名
医张景岳诊治。

张景岳观象、触诊：此妇
女气息如绝，但脉象缓和，与
病情不符。张景岳向病人家
属了解病人得病的经过。张
景岳听后心里有了数。于是，
他大声地对病人说：“你的病
很危险，我要用大壮艾绒灸你
的眉心、人中及小腹，否则你
将性命难保。”病人听后抽动
了一下。这时张景岳对病人
家属说：“且慢，我带有一种特
效药丸，病人若能吞下这种药

丸，就会药到病除，就不必用
火攻了。”这名病人原来是因
为家中不顺心的小事与家人
怄气，本想以诈病来吓一吓家
人。听了张景岳的话，她生怕
张景岳用艾灸，但她又心想站
起来说自己没有病，这样太丢
面子了。忽听张景岳说吃了
一种药丸就会药到病除，心中
不由得一喜，这岂不是给自己
台阶下？当张景岳试着向她
嘴里喂药时，她顺势一口就将
药丸吞下，然后坐起，一切如
常。

病人家属及围观者均感
叹张景岳乃神医。其实，张景
岳给病人服下的不过是一粒
助消化的开胃丸。 （安济生）

蛇床子，别名野茴香、蛇床
实和蛇米等，为伞形科植物蛇
床的干燥成熟果实，主产于河
北、浙江、江苏、四川。夏、秋季
果实成熟时采收，除去杂质、晒
干。《本草图经》说：蛇床子，三
月生，叶青碎，作丛似蒿枝，每
枝上有花头百余，结同一窠，
似马芹类，四五月开白花，又
似散水子，黄褐色，如黍米，质
轻虚。

相传秦朝时，江南某地一

个小村庄中突然流行一种怪
病。病人全身布满大小不一、
奇痒难忍的疙瘩，当地许多名
医均束手无策。后来有位术
士说东海的一座小岛上生长
有治这种病的药。但岛上遍
布毒蛇，草药又常被毒蛇压在
身下，采之十分困难。终于，
在一个老药农的指点下，几名
壮丁在端午节当天，带上雄黄
酒登上蛇岛。他们一边向毒
蛇身上洒雄黄酒，一边寻找草

药。历尽千辛万苦，仅一人背
回了两篓草药。村民用这种
草的籽煮水洗擦，仅三五次病
就好了。因为此药多在蛇身
下发现，如同蛇的床一般，故
起名“蛇床”，其籽即称“蛇床
子”。

这个传说的真伪虽无法考
证，但蛇床子外用擅治皮肤疥
癣、湿疮，倒是千真万确。从
古 至 今 ，蛇 床 子 均 被 历 代 医
家 视 为 治 疗 皮 肤 病 、瘙 痒 症
的 要 药 ，可 广 泛 治 疗 诸 如 小
儿癣、恶疮、皮肤湿疹、过敏
性皮炎、头疮、妇女阴痒、滴
虫 性 阴 道 炎 等 ，多 有 明 显 的
效果。清代名医陈士铎在其

《本 草 新 编》中 曾 说 ：“ 蛇 床
子 ，功 用 颇 奇 ，内 外 俱 可 施
治，而外治尤良。”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蛇床
子有类似性激素样作用，能提
高机体的免疫力，促进人体骨
髓造血功能，保护肾上腺皮质，
因而具有延缓衰老、减轻化疗
毒副反应、延年益寿之效。近
年来，蛇床子也多用于治疗男
子阳痿、性功能减退、女子宫寒
不孕等病症。

（作者供职于永城市永煤
集团总医院）

五禽戏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的，也是流传时间最长的健身方
法之一。1982 年，我国把五禽戏
等中国传统健身法作为在医学类
大学中推广的“保健体育课”的内
容之一。

五禽戏的历史
据说五禽戏是汉代名医华佗

发明的，但也有人认为华佗是五
禽戏的整理改编者，在汉代以前
已经有许多类似的健身法。最早
记载了五禽戏名目的是南北朝陶
弘景的《养性延命录》。

但也有人认为五禽戏是由
东汉名医华佗模仿熊、虎、猿、
鹿、鸟 5 种动物的动作创编的一
套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的医疗
气功。它是一种外动内静、动中
求静、动静兼备、有刚有柔、刚柔
并济、练内练外、内外兼练的仿
生功法。

五禽戏的内容
五禽戏由5种动作组成，分别

是虎戏、鹿戏、熊戏、猿戏和鸟戏，

每种动作都是模仿了相应的动物
动作。每种动作都是左右对称地
各做一次，并配合气息调理。

一、熊戏
身体自然站立，两脚平行分

开与肩同宽，双臂自然下垂，两眼
平视前方。先右腿屈膝，身体微
向右转，同时右肩向前下晃动、右
臂亦随之下沉，左肩则向外舒展，
左臂微屈上提。然后左腿屈膝，
其余动作与上左右相反。如此反
复晃动，次数不限。

二、虎戏
脚跟靠拢成立正姿势，两臂

自然下垂，两眼平视前方。
（一）左式
1.两腿屈膝下蹲，重心移至右

腿，左脚虚步，脚掌点地、靠于右
脚内踝处，同时两掌握拳提至腰
两侧，拳心向上，眼看左前方。

2.左脚向左前方斜进一步，右
脚随之跟进半步，重心位于右腿，
左脚掌虚步点地，同时两拳沿胸
部上抬，拳心向后，抬至口前两拳

相对翻转变掌向前按出，高与胸
齐，掌心向前，两掌虎口相对，眼
看左手。

（二）右式
1.左脚向前迈出半步，右脚随

之跟至左脚内踝处，重心位于左
腿，右脚掌虚步点地，两腿屈膝，
同时两掌变拳撤至腰两侧，拳心
向上，眼看右前方。

2.与左式 2 同，唯左右相反。
如此反复左右虎扑，次数不限。

三、猿戏
脚跟靠拢成立正姿势，两臂

自然下垂，两眼平视前方。
（一）左式
1.两腿屈膝，左脚向前轻灵迈

出，同时左手沿胸前至口平处向
前如取物样探出，将到终点时，手
掌撮拢成钩手，手腕自然下垂。

2.右脚向前轻灵迈出，左脚随
至右脚内踝处，脚掌虚步点地，同
时右手沿胸前至口平处时向前如
取物样探出，将到终点时，手掌撮
拢成钩手，左手同时收至左肋下。

3.左脚向后退步，右脚随之退
至左脚内踝处，脚掌虚步点地，同
时左手沿胸前至口平处向前如取
物样探出，最终成为钩手，右手同
时收回至右肋下。

（二）右式动作与左式相同，
唯左右相反。

四、鹿戏
身体自然直立，两臂自然下

垂，两眼平视前方。
（一）左式
1.右腿屈膝，身体后坐，左腿

前伸，左膝微屈，左脚虚踏；左手
前伸，左臂微屈，左手掌心向右，
右手置于左肘内侧，右手掌心向
左。

2.两臂在身前同时逆时针方
向旋转，左手绕环较右手大些，同
时要注意腰胯、尾骶部按逆时针
方向旋转，久而久之，过渡到以腰
胯、尾骶部的旋转带动两臂的旋
转。

（二）右式动
作与左式相同，唯方向左右

相反，绕环旋转方向亦有顺逆不
同。

五、鸟戏
两脚平行站立，两臂自然下

垂，两眼平视前方。
（一）左式
1.左脚向前迈进一步，右脚随

之跟进半步，脚尖虚点地，同时两
臂慢慢从身前抬起，掌心向上，与
肩平时两臂向左右侧方举起，随
之深吸气。

2.右脚前进与左脚相并，两臂
自侧方下落，掌心向下，同时下
蹲，两臂在膝下相交，掌心向上，
随之深呼气。

（二）右式同左式，唯左右相
反。

总结
五禽戏锻炼要做到：全身放

松，意守丹田，呼吸均匀，形神合
一。常练五禽之戏，可活动腰肢
关节，壮腰健肾，疏肝健脾，补益
心肺，从而达到祛病延年的目
的。 （范中建）

利济医学堂旧址位于浙江省瑞安市玉海街
道办事处公园路10号，创建于清光绪十一年，
是陈虬、陈介石、陈葆善和何迪启等为了推行改
良维新主张所办的新式中医学堂。利济医学堂
办学十几年，造就了300余名优秀中医师，对中
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过很好的作用。

利济医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借鉴欧美办学制
度和方法开办的新式中医学校，集教学、医疗、
科研为一体。创办人陈虬是一位名医，又是清
末浙江著名的改良主义代表人物。利济医学堂
是他力图采用西方的办学制度与方法，来改革
我国封建教育制度与方法的一个尝试，故建立
了一套新式的管理制度。如规定学生必须习业
5年，经过考试及格者方可毕业行医；实行全部
寄宿制等。利济医学堂开办的十几年中，为浙
江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同时为我国中医教育
开创新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利济医学堂于1896年创办学报《利济医学
堂报》，是师生倡议变法维新、开展医学争鸣的
园地，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发售，深受各界重
视。

利济医学堂旧址是四合院型的中西混合建筑群，主楼面阔五
间，西式建筑，其他皆中式建筑，由门屋、厢房、主楼、中草药圃组
成。利济医学堂现辟为利济医学堂博物馆，2006年被列为第六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 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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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健身体操——五禽戏

张景岳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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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山海经山海经》》
看洪荒时代的中医药看洪荒时代的中医药

□□黄新生黄新生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