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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传说中药传说

白果白果
□□胡佑志胡佑志

燧皇陵与阏伯台，燧人氏与
阏伯，成为商丘独特的文化景
观。商丘有“火都”“火墟”的称
谓。商丘“火神节”是商丘人生
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火”成
了商丘的古代图腾。

火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进步
的标志。传说黄帝轩辕氏制作
釜甑（蒸食炊器），教百姓“蒸谷
为饭”“烹谷为粥”。从此，我们
的祖先“火食之道始成”，我国才
真正进入了烹饪时代。火的运
用，改变了先民的食性，促进了
人类体质的改善，更是医学食
养、食疗的开端。同时，火的应
用也成为中医学灸法、焫法、熨

法等治疗方法的起源，也直接促
成了中医药汤剂的发展。

火的发明和利用是人类社
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燧
人氏的钻木取火，才真正是人类
主动掌握火的时代的开始。燧
人氏曾在这里点燃起中华民族
的神圣之火，并用这把圣火将中
华民族带进了文明时代。

燧皇陵与阏伯台，反映了先
民 对 火 的 崇 拜 与 对 先 贤 的 敬
仰。以火神台、燧皇陵等古迹为
中心的商丘火文化，与本地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有着密
切的关联，不仅形成了当地独特
的民俗文化，也对河南中医药文

化建设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通过调研可以发现，当地对

火文化的宣传，仅仅强调了对饮
食文化及中华文明的贡献，但并
未涉及中医药内容，显然忽略了
火的发现与利用对中医药文化
的促进作用。事实上，正因为火
的利用，才促成了中医汤剂的发
展，从而使汤剂疗法成为中医学
治疗的主要手段。在火文化中
添加中医药文化内容，才能全面
反映火对中华文化的促进作用，
这也是一个弘扬中医药文化的
窗口，可以为古老的商丘庙会文
化增添新的亮点。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供稿）

在我的高中阶段，记忆最深刻的事情，要
数我们县举办的怀药节了。

1992年，为了弘扬怀药文化，调整农村种
植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我们县举办
了“武陟县首届中华怀药节”（简称怀药节），引
导农民种植怀药致富；吸引商家前来收购怀
药，促进经济发展；邀请科研院校加大怀药研
究力度，树立怀药品牌效应。怀药节在那年的
12月举行，首先举行盛大的文艺表演，然后开
展经贸洽谈和学术研究。武陟一中作为当时
武陟的最高学府，当然是有文艺表演任务的，
承担表演任务的，就是学业稍微轻松的高一学
生。

那一年，我刚好考入武陟一中，于是我和
同学们有幸参加了怀药节开幕式的文艺表
演。我们表演的节目叫“红旗舞”，就是几百名
同学，统一穿着校服，在昂扬的《解放军进行
曲》中舞动红旗，表演各种舞蹈动作。虽然节
目时长只有5分钟，但表演下来并不容易，几
百名同学需要排列出阅兵式的方阵，还要做出
整齐划一的动作。于是，我们每天都有两三节
课的时间不用学习，在学校的操场上进行操
练。很难想象，现在学习紧张的高中生还有如
此机会。

就这样，我们在学校操练了两个多月，各
种动作已经完全熟练，就该到怀药节开幕现场
进行彩排了。学校在县城的西南角，而怀药节
开幕式在县城的东北角，于是每次彩排，我们
都可以徒步穿越整个县城，浏览县城的风光。对于我和许多同
学而言，当时的县城是我们见过的最大的城市。虽然和现在相
比，那时的市貌不值一提，但对于我们而言，那时县城的街道是
如此整洁，县城的商店是如此华丽，商店中飘出的歌曲是如此
悠扬。

最吸引我们的，还要属新建的怀药市场。当时为了促进
怀药贸易，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修建了高规格的怀药市场：
两旁是商户，中间是展台，上面全封闭。虽然怀药节还没有
开幕，但琳琅满目的怀药已经占满商铺，各色各样的地黄、山
药、牛膝、菊花摆满柜台，令人眼花缭乱。对于我而言，自从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里已经不再种植怀药，多年不
见，它们的个头、色泽、品质等方面竟然有了飞跃性的提高，
令我震撼。对于我的许多同学而言，他们村里出产的怀药就
在这里展览，甚至他们的父兄就在这里销售怀药，更是令他
们感到亲切。

怀药节如期举行，非常成功，但并没有举办第二届，原因
很简单，那一年由于怀药种植面积过大，恰好又大丰收，怀药
价格低迷，种植怀药的农民亏了本。当年举办怀药节开幕式
的广场后来成了体育场，现在每天都有几百名大爷、大妈在那
里打太极拳、跳广场舞。当年的怀药市场后来成了农贸市场，
现在那里每天人头攒动，保障着民生。只有体育场偏僻角落
的一块石碑，还默默记载着当年怀药节的盛况。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生委）

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有水乡之誉的吴县（今江
苏省），三世为医的叶氏家族远近闻名。祖父叶时是一位儿
科医生，救人无数，被病家誉为“儿科圣手”。他的儿子叶朝
采则精于外科，阴疽阳肿，着手即愈。特别是他用竹刀治愈
了一个生下无谷道（即肛门闭锁症）的范氏婴儿，更是名声
大噪。叶时的孙子叶桂，字天士，号香岩，自幼便聪明好学，
把家中的经典医书遍览无余。14岁时，叶朝采去世，叶桂便
跟着父亲的得意门生朱氏学医。寒来暑往，10年之内，叶桂
先后拜了l7位名医为师，博采众家之长，医术日精，开始了
在苏州城阁门外下塘上津桥畔悬壶临证的杏林生涯。鸿儒
造访，病家叩门，叶天士的“种福堂”前轿来舆往，着实风光
热闹。

那年夏天，江西“五斗米道”的张天师来苏州传道，谁知
竟染上时疫不治：高热神昏，腹胀如鼓，经多个医生调治无
效，眼看已经气息奄奄。信徒们请来叶天士诊治。叶天士
凭脉言证，力主下法，开了一剂“白虎承气汤”。服后，张天
师下燥屎数枚，信徒们奔走相告。张天师死里逃生，服药一
剂即转危为安，连续服药几剂病就痊愈了。自此之后，张天
师明白依靠法术治病无济于事，有病还得依靠良医。叶天
士的高超医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逢人就说：“我患

病的那天，梦见天神指点我，说这病非叶天士不能治，他是‘天医星’下
凡。”从此，叶天士为“天医星”的传说，就在苏州一带传播开来。医林
同行称其是“杏林怪才”，民间百姓却冠之为“妙手神医”。 （安济生）

传说很久以前，浙江天目
山区有一位穷苦人家的姑娘叫
白果，从小没了爹娘，12 岁起
给财主放羊，受尽了人间苦
难。一天，白果在山坡上放羊
时捡到一枚洁白如玉的果核，
她觉得奇异，当宝贝似的玩了
几天，也舍不得扔掉，最后把它
种在了一个山坳里。说来也奇
怪，这果核很快就生根发芽。
在姑娘的精心照料下，几年过
去，便长成了参天大树，枝繁叶
茂，每年秋天还结满了黄澄澄
的果子。

有一天，白姑娘赶着羊群
来到了这棵大树下，突然犯了
急病，接连咳嗽了十几声后，一
口痰涌塞住咽喉不下，竟昏迷
过去。就在这时，只见大树上翩
然飘下一位美丽的仙女，手里
拿着几颗树上结的果子，接着
取出果核，搓成碎末，一点点喂
进白姑娘的口中。说来奇怪，
片刻之后，白姑娘痰涌平息，既
而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而仙女
看着她笑了笑，就飞上大树不
见了。惊异中，白姑娘从地上
爬起，充满感激地看了大树好

一会儿。她从树上摘下许多果
子，带回村里，遇到咳嗽痰喘病
人便送给他们吃果核，吃了就
见效。这事传开后，为了顺口，
人们干脆把这种果子叫成姑娘
的名字——白果，那结满果子
的大树自然就叫白果树了。

白果树即现在的乔木植物
银杏树，所结银杏的果核就是
入药的白果。其味甘苦涩平，
入肺经，有敛肺定喘、止带浊、
缩小便等功效。

（作者供职于四川省彭州
市通济镇姚家村卫生所）

说到康熙，人们的头脑中
就会涌现出这样的形象：统一
了中国多民族，是中国历史上
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奠定了
清朝兴盛的基础，开创康乾盛
世的大局面。其实，康熙皇帝
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
君主之一，而且还是一位中西
医结合的推行者。

康熙皇帝天资聪颖，对文
学、历史、天文、数学、医学等
都深感兴趣，而他对医学的执
着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疾
病的威胁。明清时代，天花肆
虐中国，病死率极高，别说普
通百姓面对天花只能听天由
命，即便是皇室也对它无可奈
何。康熙在 2 岁那年染上天
花，经精心治疗竟然痊愈，但
是脸上留下几颗稀疏的麻点。
更让康熙难以释怀的是，康熙7
岁那年正月，其父顺治皇帝也
不幸染上天花，一病不起。天
花对人健康的危害，深深刻在
他幼小的心灵中。自幼时起，
康熙立志攻克医学难关，系统
地研读医学经典，并能“自开药
方”，给人治病，掌握的医学知
识贯通中西。

康熙患有长期的季节性
咳嗽，为此深感苦恼。他用
了 西 洋 人 吴 实 之 冰 糖 达 摩
方 ，未 见 效 果 ，于 是 转 用 中
药。康熙四十六年，康熙皇
帝 问 及 御 医 ：“ 治 疗 朕 之 咳
嗽、吐痰之硫黄花药制作得
如何？”当时治疗咳嗽、吐痰
的硫黄花药已于当年制成，
名为肺胸舒丸。此药对治疗
由感冒引起的咽喉堵塞、咳

嗽、吐清痰，以及各种由咳嗽
引起的肺胸等疾病均有很好
的疗效，同时对治疗哮喘、痨
病也大有裨益，但缺点是药
效缓慢。康熙皇帝对西医不
仅不排斥，而且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康熙三十二年，他
患了疟疾，久治不愈，众医束
手无策，恰逢法国的传教士
洪若翰、刘应入京闻知，特进
献金鸡纳，康熙服之而愈，大
喜 ，赐 广 安 门 内 广 厦 一 所 。
此后，康熙视金鸡纳为奇药，
并把它作为“御制圣药”转赐
患疟的大臣，以示恩宠。为
了研究推广西药，康熙还恩
准在宫中开设了实验室，以
供传教士研制西药。

康熙还是中西医结合的
倡导者。尽管西医在明末时
已经传入我国，在清代时已经
被应用，但是当时对其一味排
斥者大有人在。康熙推行中
西医携手，曾多次让中医大夫
和西洋医生一同出诊，以达到
尽快治病救人的效果。康熙
四十二年，康熙西巡至山西
省，恰逢川陕总督华显生病。
康熙降旨，留西洋大夫和齐大
夫一起为华显治病。不到1个
月，便喜见疗效，华显疮口附
近的烂肉开始脱落，长出新
肉，毒素也在消减，虽身体仍
然虚弱，但已不危及生命。类
似的例子还很多。

康熙不囿于时代与环境
的局限性，推行中西医结合治
疗疾病，这种开阔的心胸仍值
得今人学习。

（邬时民）

商丘：燧皇陵 阏伯台
火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传说黄帝轩

辕氏制作釜甑（蒸食饮器），教百姓“蒸谷为饭”“烹谷为
粥”。从此，我们的祖先“火食之道始成”，我国才真正
进入了烹饪时代。火的运用，改变了先民的食性，促进
了人类体质的改善，更是医学食养、食疗的开端。同
时，火的应用也成为中医学灸法、焫法、熨法等治疗方
法的起源，也直接促成了中医药汤剂的发展。

《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
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
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
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
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
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
人氏。”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
臊”，教民熟食，这是人类历史上
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燧人氏，是我国上古帝王（部
落首领）之一，因相传他发明了

“钻燧取火”，故被后世尊称为“燧
皇”，又因其创始造火之法而被奉
为“火祖”。

商丘，古“商”族的发源地，又

因商汤曾建都于此（史称南亳）而
得名。商丘不仅是“商”文化的发
源地，更是上古“火文化”的发源
地。

在商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
说：数万年以前，商丘这个地方叫
燧明国。燧明国有一种树，叫燧
木，燧木高大挺拔，云雾在树枝间
出没升腾。有一种类似于猫头鹰
的鸟，常用嘴去啄击燧木，燧木就
发出灿烂的火花。有位圣人从中
受到启发，便折下燧木枝来钻燧
木，终于生出了火。这位圣人把
火种保存下来，并把这种取火方
式传授给了大家。

燧人氏首创钻木取火，具体
是在什么地方呢？根据目前的史
料和相关民俗，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燧人氏首创钻木取火于商
丘，商丘为火文化的源头。2006
年4月，中国首届火文化研讨会在
商丘市睢阳区召开，与会专家达
成共识：“燧皇陵在商丘，商丘是
古黎丘，是燧人氏作为天皇时，在
瞿水、睢水流域的中心都邑。”

据传，燧人氏不仅在商丘地
区发明了钻木取火，死后更是葬
于今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市睢阳
区现存燧皇陵一座，该墓位于今
商丘古城西南1.5公里处。

据清代《归德府志》记载：“燧

皇陵在阏伯台西北，相传为燧人
氏葬处。俗云土色皆白，今殊不
然。”燧皇陵始建时间已不可考，
墓冢呈方锥形，长、宽各82米，高
13.9米。

据当地管理人员讲，燧皇陵
原有大殿、东西厢房等建筑，后均
毁于战火。1992 年起，当地政府
逐步对其进行了整修，修复墓冢，
重塑燧人氏雕像，整修原有神道
及石像生。

至 2004 年，政府又先后扩建
石牌坊、神道、祭台等，并在墓前
修有火文化广场。燧皇传说与遗
迹的留存，同时也成为商丘以火
为特色的民俗文化的源头。

商丘还有一位与火密切相
关、被后世广泛祭祀的传奇人
物——阏伯。阏伯是中国有文
字记载的第一位天文学家，是
黄帝的第四代孙，帝喾高辛氏
的儿子，曾辅佐大禹治水。传
说继颛顼以后，帝喾为商地的
部落联盟酋长，就让自己的儿
子阏伯到这里任“火正”。阏伯
尽职尽责，辛辛苦苦地为保存
火种做了许多事情。他死后，
后 人 遂 奉 其 为 火 神 而 建 庙 祭
祀。人们在他保存火种的土台
上修了火神庙，或称阏伯祠、阏
伯台，亦称火星台、火神台，后

来通称为火神台。
该台位于今商丘市古城西

南，与燧皇陵毗邻，二者相距200
余米。

火神台外形如墓状，台基周
长 270 米，直径 56 米，顶部直径
20 米，台高35 米。据考古发现，
该台全为夯土筑成，夯土中出土
不少汉代的瓦片和陶片，由此推
断，最早的火神台可能是汉代所
筑。

台上建筑为元朝大德年间
提举范廷璧所建，距今已 700 多
年。现存大殿、拜厅、大禅门、东
西禅门、东西配房、钟楼、鼓楼，

以及台下的山门。
据当地管理人员介绍，整个

火神台完全依据八卦建造，明天
干（十间），暗地支（十二间），外
圆内方形如古铜钱，象征着天圆
地方、阴阳合气。大殿东墙镶嵌
碑刻两方，均立于清光绪年间，
碑文年久多有残损。

在庙内大殿中供奉着火神爷
阏伯的塑像，两边各有一名侍
从，东西两侧还各站着两位护
法。西配房是商祖祠，东配房原
先摆着商星的泥塑图腾，由于年
代太长破旧不堪，在2001年被撤
除了。

火神阏伯的传说在商丘地
区流传已久，从而形成了以阏伯
台和燧皇陵为中心的火神台庙
会，当地群众每年正月初七都要
到火神台祭祀，由此形成规模盛
大的庙会，旧有“天下第一会”的
说法。据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
志》记载：“正月七日，俗传阏伯火
正生辰，男女群集于阏伯台及火

星庙进香，车马阗咽，喧嚣累日。”
光绪十九年《归德府志》也有类
似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得
知，商丘正月初七朝台、祭祀、赶
庙会的风俗是由来以久的，并且
影响范围比较广。

正如北京收藏家协会研究
员李福昌先生在《人类用火方式
的研究与收藏》一文中所说：“现

今河南商丘仍耸立着有 35 米高
的火神台，是历代人民纪念火正
阏伯的火神庙。4000多年前，阏
伯在此一边守护火祖——燧人
氏的陵墓，一边在台下照看保护
火神，同时观察火星的运动，研
究历法，指导农耕。这里的火种
代代相传，人称‘中华第一火
种’。”

火祖钻燧取火

商丘燧皇陵

阏伯与火神台

火神节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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