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石座往前走，抬头可见一
字排列开来的5个大洞呈倒漏斗
状。5个洞大小不一，但都奇石嶙
峋。再往前走，来到一处相对宽
敞的所在，据说是孙思邈的起居
室，因有盘旋飞舞的石龙和引颈
高鸣的石凤两相呼应，故名“龙凤
厅”。

走过一段比较窄的路，忽然
眼前宽敞起来，首先见到的是一
汪汩汩不绝的山泉，清澈见底，
据说饮了此水可以延年益寿，诸
病得消，人称“神泉”。“神泉”前
方，是一块桃形大石，高八九米，
是从崖壁脱落而下的天然矿
石。即使在幽暗的洞中，仍可见
点点晶莹透亮，人称“冰洲石”，
乃五岩山的镇山之宝。“冰洲石”
斜对面的大幅岩壁中，夹着一块
长达二三十米的奇石，其形貌明
显与周边的岩石不同，因为这是
一块陨石，坠落此处，历经岁月
洗礼，终与整个崖壁成为一体。
据说，这么体积巨大的陨石在国
内外绝无仅有。

2002年以前，药王洞仅至此
处，便无前路。后来政府组织发

掘，才将前方打通，使整个药王
洞前后贯穿。要进入后洞，须攀
上一个人工安装的陡峭铁梯。
铁梯尽处，便是天然太极顶，因
形似太极阴阳八卦图而得名。
太极顶的岩石，颜色由青变紫，
颇合道家的“紫气东来”之说。

再往前走，便来到洞中峡
谷。走过幽深的峡谷，忽然前方
路尽，原来洞又转到另一个方
向，所以人们给它取了个吉祥的
名字“转运处”。

“转运处”之后，经过“别有天
地”“龙宫”“天然灵芝”等岩石区，
便是药王洞的最后一个景观：药
王问诊。这是药王洞钟乳石发育
最好、景观最神奇的地方，奇特的
钟乳石构成了药王像：孙思邈身
披斗篷，背向内壁，坐在一头神象
上，右手呈把脉之势，左边一组3
个药葫芦。有人说这是孙思邈一
天问诊结束后的休息状态：他面
朝西北，好像是在遥望故乡。也
有人说孙思邈由此升仙得道，蝉
蜕而去，肉身石化遗留于此。不
管是哪种说法，都寄予了人们对
孙思邈的无限尊重和景仰。

□□胡佑志胡佑志

鹿鹿衔衔草草
相传在很久以前，在贵州

的深山老林里生活着一群野
鹿，它们悠闲嬉戏、无忧无虑地
生活，但只要一见到人，就四散
而去。人们想接近鹿群，十分
困难。这就更激发了人们想了
解这群生灵的欲望。

有一天，几个村民头戴自
制的鹿头模型，躲在密密的草
丛中，用卷起的树叶吹出模仿
的鹿鸣声，不一会儿，果然引来
了大群野鹿。只见这群野鹿雌
雄相随，互相依偎，有的还发情
交配。这时，有一群野鹿交配
后，雄鹿突然倒地，昏迷不醒。
雌鹿马上围拢过来，发出一阵
阵悲鸣，不一会儿又四散而
去。大约过了两个小时，雌鹿
又都返回，嘴里都衔着同样的
草，在倒地雄鹿的嘴边蹭来蹭
去。没过多久，倒地的雄鹿慢
慢睁开眼睛，缓缓地站了起来，
抖了抖身子，又回到鹿群中嬉

戏。
村民见状颇感惊奇：是什

么药草有如此之大的效力？
他们跳出草丛，吓跑了鹿群，
走到跟前一看，原来这草的叶
片为卵圆形，呈紫红色，茎稍具
棱角，香气浓郁，树下阴湿之处
遍地皆是。于是，他们采了一
些草药带回家。经验证，人服
用此药确有益肾补虚之功效。
可 这 种 草 还 不 知 叫 什 么 名
字。观鹿的几个村民说：“这
草是鹿衔来的，就叫鹿衔草
吧。”于是，这个药名就流传下
来，沿用至今。

鹿衔草性温，味甘苦，入
肝、肾二经。此药有强心、增加
冠脉血流量、杀菌、避孕的作
用，除补虚益肾外，还适用于风
湿痹痛、月经过多、久咳咯血、
慢性肠炎等病证。

（作者供职于四川省彭州
市通济镇姚家村卫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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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我和儿子到上海崇明岛上的东平
国家森林公园游玩。一阵大雨过后，在湖畔的坡
上，有人在捡什么东西。出于好奇，我便上前询
问，原来他们在捡地耳。

地耳的别名很多，有地衣、地木耳、地皮菜、地
软、地踏菜、雷公屎、葛仙菜等。确切地说，地衣和
地耳不是一种植物，地衣是真菌和光合生物（绿藻
或蓝细菌）之间稳定而又互利的共生联合体；而地
耳只是一种藻类，学名叫普通念珠藻。

我们老家称地耳为“地曲莲”，是因为它的形
状曲曲折折的，又是雨后才有的。小时候看到男
女老少都在河滩上捡地耳，自己也忍不住寻找，却
什么也没找到。因为它的颜色是黑绿色，和草地
很相似，又因为我年龄太小，眼睛的辨别能力不
行。在40多年后的今天，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崇明
岛，我却和它再次相遇了。它们有的粘在青草上，
有的从土地里长出来，小小的样子真像木耳，这恐
怕就是地木耳之名的来历吧！

雷公屎的名字取意是说它常在雷雨之后出
现，像是雷公留下的排泄物。如果说这样的名字
不雅，它也有好听的名字可以欣赏。地耳平常少
见，经常在雨后出现在不受污染的山地、草原
上。因此，国外常称其为流星或者外星果冻，误
认为其是由天上所降。餐厅从业者为了吸引客人，则将其取名为

“情人的眼泪”。
常有人把葛仙米混同为地耳，实际上真正的葛仙米虽与地耳

同类但不同种。葛仙米生活在水田中，因此有“水木耳”或“田木
耳”之称，十分稀有珍贵，其价值千倍于地耳。

我国人民很早就认识并利用地耳了。在南朝齐梁时期，名医
陶弘景已经以地耳之名将其收载入《名医别录》，这是世界上最早
关于地耳的记录。最先是药用，后来入食。历代本草、医典、野菜
谱、地方志等古籍中，均有关于地耳分布、入药、食用、采集等方面
的记述。清代王磐编纂的《野菜谱》中，收录了一首歌谣《地踏
菜》：“地踏菜，生雨中，晴日一照郊原空。庄前阿婆呼阿翁，相携
儿女去匆匆。须臾采得青满笼，还家饱食忘岁凶。”这首歌谣记述
了地耳救荒的情景。可见，自古以来，地耳就是饥年重要的天然
野菜，不知拯救了多少劳苦大众。

地耳是发菜的伴生物，由发菜中的宽菜生长而成，与发菜并
称为“姊妹”菜，其蛋白质含量高达22%，并富含钙、铁、磷、锌等多
种微量元素，低脂、低糖，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属于“美味八珍”之
一。

地耳性寒、味甘、无毒，以全植物入药。夏秋雨后采收，洗净，
去杂质，鲜用或晒干。地耳有滋阴润肺、清热收敛、益气明目等多
种功效。《名医别录》记述，它可以“明目益气，令人有子”；《日华
子本草》云，地耳“久食益气，至老不改”；《药性考》曰：地耳“清神
解热，痰火能疗”“久食色美，益精悦神，至老不毁”。

（作者供职于永城市永煤集团总医院）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
的中药学专著，书内共记载药物
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
种，矿物药46种），分上品、中品
和下品，书中对每一味药的产
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
主治病证都有详细记载，对各种
药物怎样相互配合应用，以及简
单的制剂，都做了概述，为中药
理论经典著作。

但《神农本草经》也有一个
明显的缺陷，就是该书的作者拘
泥于当时的术数思想，为了与一
年365天对应，书中收载的药物
仅 365 种；可是在该书成书时，
人们认识和使用的药物已远不
止此数。成书早于《神农本草
经》的有关著作：《山海经》有药
物124种，《诗经》中提到可入药
的动植物100余种，长沙马王堆

《五十二病方》运用药物247种，
其中一些常用药物艾、乌喙等均
未收入《神农本草经》。成书稍
晚于《神农本草经》的《金匮要
略》和《伤寒论》方中经常使用的
芒硝、白前、桂枝、香豉、白酒、苦
酒等，也未收入《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成书后不久，
当时的名医就发现了《神农本草
经》的这一巨大缺陷。为了弥补
这一缺陷，当时的名医以“附经
（《神农本草经》）为说”的形式集
体编著了另一本药学巨著，它就
是《名医别录》。由于本书系历
代医家陆续汇集，故称为《名医
别录》。关于《名医别录》的由
来，《新唐书》于志宁传中提到于
志宁答皇帝问时说：“别录者，魏
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所记，言其
花叶形色，佐使相须，附经为说，
故弘景合而录之。”

《名医别录》由《神农本草经》
发展而来，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收
录药物种类较多，据后人推测，

《名医别录》原书的收药物数目应
该在730种以上，基本包括了当
时常用的中药；二是延续了《神农

本草经》的药物分类方法，即按药
物的治疗作用粗分上、中、下三
品，同时在每一品之下，又粗略地
将植物、矿物、动物等类药大致做
了归类；三是延续了《神农本草
经》的药物记录方法，即对每一种
药，都载有其正名、性味、主治、别
名、用法、用量、药物形态、产地采
集炮制法及七情畏恶等项目，基
本上与《神农本草经》是相同的；
四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有
所创新，更加实用。在《名医别
录》中，个别药味之后已附有方
剂，这是本草著作中最早附有方
剂的体例，为后世本草附方开创
了一个良好的实用开端。此外，

《名医别录》中记载的药物主治功
效，有一些已经超过《神农本草
经》，如桂枝可发汗、百部根可止
咳等，都是《神农本草经》所没有
的，故此书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
本草学有较重要的实用价值。

《名医别录》不但指导了当
时医学家对药物的使用，还直接
启发了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
注》。《本草经集注》共收药物730
种，其中《神农本草经》里的365
种、《名医别录》里的365种。书
中用朱笔写《神农本草经》内容，
墨字书写《名医别录》内容，个人
见解则用小字注于药物正文之
后，使全书出处分明，源流清
晰。这也充分说明了《名医别
录》的价值所在。

在岁月的长河中，《名医别
录》原书早已佚失，甚至有人将

《名医别录》和《本草经集注》混
为一谈，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
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
窥知。中医史学专家尚志钧辑
校有《名医别录》3 卷，得药 745
种，按三品分类，依《本草经集
注》中七情表药物目次为序排
列。至今，《名医别录》仍旧是中
医药行业重要的参考书目。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
生委）

我们从“法于阴阳，和于术
数”这个中医名言中，已经知道，
上古那些懂得养生之道的人，都
顺应四时阴阳的变化规律，故能
年过百岁，尽其天年。

四时阴阳变化的规律，即春
夏为阳，春生，夏茂；秋冬为阴，秋
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这个名言警句出自《素问·四气调
神大论》。“四气”就是四季。“四
气”调神，是说人们怎样根据一年
四季天气的不同来调养我们的身
体。这段文字说：懂得养生之道
的人，在春夏的时候注意调养人
的阳气，在秋冬季节注意调养人
的阴气。这样做的目的，是顺应
四时阴阳变化的规律，使人能和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一样，生长收
藏，也就是正常的从幼年到壮年，
由壮年到老年。违反了这个规
律，就会伤害人的根本。因此，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规律，是万
物生命的终和始，是盛衰存亡的
根本，违逆了它，就会产生灾害，
顺从了它，就不会发生重病，这就
是所说的懂得养生之道。

春夏为阳，春天刚开始变暖，
风寒之邪容易伤害身体，所以春
天应该注意御寒保暖。民间谚语
讲，春季不宜过早减衣，也是这个
道理，这是御寒以养人体之阳。
夏天暑热邪盛，大热耗气，气属
阳，故大热伤人体之阳，这时要避
暑热伤阳。夏夜人们喜纳凉，易
受寒湿之邪，这时要避寒湿伤
阳。夏季炎热，人们喜冷饮，饮食
太过则易伤阳，这时要避过食冷
饮伤阳。春夏季节，要护养我们
体内的阳气不被伤害。

暑热的夏天万一伤了阳，如
何保养呢？民间谚语说：“冬吃萝
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夏

天养阳为啥要吃姜呢？由于夏季
炎热，人们往往贪凉饮冷，容易损
伤脾胃。我们靠脾胃获得营养和
功能，脾胃伤了，最明显的是阳气
不能输于肌表，表现为恶风怕冷、
疲乏无力、腹痛腹泻、食欲不振
等。这时喝一点儿姜汤，可以起
到散寒祛暑、开胃止泻的作用。
这就牵涉对姜的功能的认识。《名
医别录》记载：姜，味辛，微温。主
治伤寒头痛、鼻塞、咳逆上气，止
呕吐。按：辛辣的食物功能是发
散，能让体内的气迅速通透外出，
比如怕辣椒的人吃了辣椒之后，
满头是汗就是这个道理。生姜辛
温，吃了之后可以散寒温中，正好
治贪凉饮冷导致的胃中之寒。《本
草纲目》说生姜益脾胃，散风寒。

秋冬为什么要养阴呢？秋冬
为阴，秋冬之时天气干燥，燥耗伤
阴液，故秋冬之时宜服用滋阴之

品或涂抹滋润护肤之品以防燥
邪，保持室内空气的湿润也有助
于避免燥邪。这是秋冬防燥以免
伤人体之阴。秋时渐寒，冬时大
寒，人们喜欢吃辛辣之物，好饮酒
以御寒。辛辣之品易生内热，酒
易生湿热，这时要防饮食太过伤
阴。冬季人们习惯进补，活动又
相对较少，因而体内易生痰热。
这是冬季进补少动生热伤阴。以
上所谓养阴，就是在秋冬季节注
意养护我们体内的阴精不被伤
害。

秋冬养阴，就是根据秋冬季
节的天气特点，防止耗伤人的阴
精。万一伤了阴，轻者可以像民
间谚语说的要冬吃萝卜。冬吃萝
卜，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
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养生经验，
这是根据萝卜的特性总结出来
的。唐代孟诜《食疗本草》说萝卜

“消食下气”。萝卜主要生长在土
地里，含水分比较多，所以特性是
凉；萝卜味辣，能通气，冬时进食
萝卜，就可以利用萝卜比较温和
的凉性特点清热化痰，利用萝卜
通气的功能消积除胀，所以孟诜
说萝卜“消食下气”。

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利用
了生姜温热的特性和萝卜寒凉微
辣的特性，配合了季节的寒热特
点，进行阴阳调理，做到热者寒
之，寒者热之。夏天饮冷，寒聚于
内，姜辛热散之；冬天厚衣滋补，
热聚于内，萝卜寒性，消食、顺气
散内热。

生姜既是日常生活之品，又
是我们养生保健的必备之品，故
医家和民谚称“家备小姜，小病不
慌”。

（作者为河南中医药大学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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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李具双

承前启后的药学巨著
□黄新生

在鹤壁市境内，有座大山，名叫五岩山。五岩山自古以来即声名显赫，据说此山为纣王狩猎处、卫懿公养鹤所。不少贤才俊
彦流连忘返，魏晋名士孙登曾在此隐居，唐代名医孙思邈曾在此采药炼丹。20世纪80年代，一位老人上山放羊时遇到大雨，为
避雨把羊群赶到山上的一个大洞里，结果下山时发现两只小羊羔丢失，因此与人一起回洞寻找，却发现这个洞不同寻常。有关
部门组织专家前往勘察，确定此洞名为“药王洞”，亦即孙思邈在五岩山上的隐居处。

孙思邈是医药学家，
他驻足五岩山的重要原
因，是五岩山盛产冬凌草、
天花粉、瓜蒌、枣仁、柏仁、
远 志 、丹 参 等 多 种 中 草
药。五岩山上还有大片野
生杏林，杏树叶、杏核都能
入药，老百姓有“五岩山一
棵草一味药”之说。早在
公元前 310 年，扁鹊曾由
邯郸经汤阴到五岩山采药
行医，孙思邈也算是踏着
先贤足迹而来。孙思邈将
五岩山的多味药材都写入
了书里，比如《千金翼方》
中，有“相州知母、磁石为
地道药材”等记载。药王
洞是五岩山的精华所在，
既有天然的地质特色，又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
我们探求药王足迹的绝好
去处，值得好好保护和修
缮利用。

在五岩山药王洞北侧
的峭壁上，分布着长达200
余米的东魏石窟群，共有
窟龛 41 个、造像 154 尊。
造像最早的建于东魏孝静
帝兴和四年，最晚的建于
武定七年，距今已有 1400
多年。该石窟 1986 年被
河南省政府定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虽然规模不大，
但却是研究南北朝石窟艺
术的宝贵资料。

迈进山门，迎面而来的是一
块大石，上刻“五岩山地质遗址
保护区”。再走几步，孙思邈的
白色石像屹立眼前，仙风道骨，
飘逸洒脱。

前往五岩山的台阶两侧望
柱上的雕刻与其他山上的不同，
因为这里雕的都是老虎，百只老
虎百种形态，称为“百虎栏”。这
源自一则孙思邈救老虎的故

事。护栏上的雕刻画还包括很
多中药：七叶一枝花、八角枫、蛇
床子、大枣等。每块石栏上的图
案都不一样，名为“百草图”。

进入药王殿，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孙思邈造像。孙思邈造像
两旁各立一位童子，右边童子握
采药锄，左边童子拿药葫芦。造
像后面为一副对联，上联是“跨
七朝真人依济十方百姓身心”，

下联是“居五岩药王著述千金万
世医典”，概括了孙思邈一生济
世救人和在五岩山著书立说的
经历。药王殿殿顶正中为太极
阴阳八卦图，揭示出孙思邈的道
家身份。八卦图周围绘有形态
各异的种种草药。走出药王殿，
西侧墙上刻有各种中药方，皆为
治疗常见病之用。

药王殿后为百岁踏，又名百
岁梯，顾名思义，这里一共有101
台阶，代表孙思邈的101岁。人
上百岁踏，可以健康长寿，平步

青云，寓意美好。百岁踏尽头，
迎面而来的是一面平坦的山墙，
墙上有 3 个巨大的红字：五岩
山。再左转登山，便看到刻有

“孙思邈隐居”5个大字的山门，
山门两侧分别写有“济世”“黄
芪”。踏进山门，左侧是孙思邈
炼丹洞，洞口和两个窗口的上方
都镌有 4 个飞天，线条流动，古
朴典雅。洞内左右空间很大，但
低矮阴暗，四周墙壁都是黑色页
岩，很符合炼丹洞烟熏火燎的特
点。洞内现仅存石磨盘遗物。

药王洞又名孙真人洞，洞口
两侧有虎形门石一对，中间是道
光年间所建石门，上方刻“大唐
名医”4个楷体大字和“大清道光
十年三月吉日立”11个小字。门
楣正中刻“安乐真人”，门两侧刻
有楷体阴文对联一副：“胆欲大
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
这是孙思邈对良医诊病方法的
总结，“胆大”是要有如赳赳武夫
般的自信，“心小”是说临证时要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样小心谨
慎，“智圆”是指遇事圆活机变，
不得拘泥，“行方”是指不贪名、
不夺利，心中坦荡。这也是孙思
邈个人医德医术的精辟总结。

迈过洞门，便进入药王洞，
药王洞前后贯通，洞口一侧朝向

东北，一侧朝向西南，洞高2.18
米，宽1.7米，全长400多米，为
天然溶洞。洞内蜿蜒盘折，曲径
通幽。洞中原有孙思邈神像，据
考证，神像在北宋时期已经镌
造，金大定二十三年重修，后不
知去向；现仅存明代弘治元年所
造石座，石座雕刻精美，正面是
二龙戏珠，外侧右下角刻“维夫
大明国河南彰德府汤阴县鹤壁
善人冯文秀妻同母邵氏发心造
孙真人石座”。神像上方洞顶壁
与南壁交界处，有石刻题字“崇
宁元年九月初五日，游孙真人
洞，相州人赵永昌”，崇宁是宋徽
宗赵佶年号。这说明早在北宋
时期，药王洞已经是百姓游览朝
拜之处。

药王洞

走进五岩山

奇景幽深

五岩山中
忆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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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医管理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