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传说

杏 林8 2018年1月9日 星期二

责编 刘静娜 美编 刘 勇中医药周刊

本报地址：郑州市金水东路与博学路交叉口东南角 邮政编码：450046 电话区号：0371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豫工商广字第014-1/1号 照排：本报美编设计中心 印刷：河南日报印务中心（地址：郑州经开区第三大街168号） 定价：全年190元

《食性本草》共 10 卷，总结了
《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唐
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中
有关食疗的药物，分类编写，并
加上了自己的意见。该书同时
附载食疗诸方及五时调养脏腑
之术，为本草、医方合编之食疗
专著。《食性本草》以摘引资料为
主，间或补记药性、宜忌、性状鉴
别等，尤其对饮食宜忌、食物形
态、食物品种之间的差异着重论
述。后世医学著作对该书内容
多有引用，如《嘉祐本草》摘引其
文达 34 条。明代以后，《食性本
草》散佚，仅少量佚文存于《证类
本草》中。

显然，《食性本草》是对之前
食疗类本草的总结。下面，我们
对早期的食疗类本草做简单的梳
理、概述。

我国自古就有“药食同源”
“药补不如食补”的说法。古人在
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不仅了解了
药物的功效，而且进一步发现了
一些食物也具有治病的作用，便
形成了最初的食疗。

商朝的首位宰相伊尹，既是
一位烹饪学家，也是一位医药学
家。他通过对烹饪中食物的观

察，发明了中医汤液。《针
灸甲乙经》序中说：“伊尹
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

草，以为《汤液》。”《汤液》一书被
称为我国医方之鼻祖。《汉书·艺
文志》中记载有《汤液经法》32卷，
可能为伊尹所著《汤液》，可惜已
经散佚。从原始的饮食疗养发展
到汤液、汤药，食疗向前迈出了关
键一步。

周 朝 出 现 了 专 业 的“ 食
医”。据《周礼》记载，当时的医
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三
大类。“食医”主管调和饮食，掌
和王之六食六饮；“疾医”掌五
味、五谷、五药以养病；“疡医”疗
疡时，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
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东汉
郑玄注说，五味为醯（醋）、酒、饴
蜜、姜、盐；五谷为麻、黍、麦、稷、
豆。可见在当时，已经经常用

“五味”“五谷”这些日常饮食之
物治疗疾病，同时出现了以食疗
为职业的医生。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哲学
理论中不乏有关食疗、食养的内
容，其中尤以提倡饮食有节之说
最为突出和普遍。西汉时期，张
骞凿空西域，随后丝绸之路开辟，
大量原产于西域的食物和药材进
入中原，扩大了食谱和药谱的
内容。肇始于东周、成书于西汉
的《黄帝内经》可谓食疗理论的奠
基之作。该书虽未设专篇以论食
疗，但散在于各个篇章的有关食

疗的理论已经比较全面和系统，
不仅包括食饮有节、五味与人体
的关系、饮食温度、饮食宜忌、饮
食调养等理论，还涉及一些具体
的食疗方法。《汉书·艺文志》记载
有《神农黄帝食禁》7 卷。《神农黄
帝食禁》可能是和《黄帝内经》同
一时期出现的医学著作。有学者
认为“食禁”可能是“食药”之误，

《神农黄帝食禁》可能是最早的食
疗类本草专著。成书于东汉的

《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按
毒性大小分为上、中、下三品，其
中至少一半以上既是药物又是食
物。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
残酷，社会动荡，士大夫逃避现
实，讲究清谈，把精力寄托于养
生，推动了养生学的发展。在这
种大环境的影响下，也出现了许
多食疗类著作，如《黄帝杂饮食
忌》2卷、2卷版《食经》、19卷版《食
经》、《刘休食方》1卷、《太官食经》
5 卷、《太官食法》20 卷、《崔氏食
经》4卷、《会稽郡造海味法》1卷、

《老子禁食经》1卷、《食馔次第法》
1卷、《四时御食经》1卷、《淮南王
食经并目》165卷等。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
达，医学得到高速发展，食疗类本
草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孙思邈
的《备急千金要方》卷26“食治”部

分为食疗本草专篇，内容丰富，最
早专门论述了食物养生和治病的
医学价值，以本草的形式记载下
来，并首次以文字形式提出了“食
治”“食疗”的概念。在它的影响
下，逐渐形成了“食疗学”这门独
立的学科。此书中尤其讲究合理
的膳食搭配及“食疗不愈，然后命
药”的食疗原则。

孙思邈的弟子孟诜，对食疗
类本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撰写
了第一部食疗本草专著——《食
疗本草》。该书总结了唐代食疗
学的成就和发展状况，并加上了
自己所积累的经验和见解。该书
对动物脏器的食疗方法、藻菌类
食物的应用有进一步阐述；对影
响食物疗效的细节因素更加关
注。该书不仅重视食物的功效，
而且记载了很多食物的烹调、加
工、储藏方法，讲究味道的可口。

《食疗本草》对后世食疗的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起到了承前启
后的作用。孟诜也因此被称为食
疗鼻祖。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食疗类专
著萌芽于先秦，成形于汉唐，繁盛
于明清。正是有了早期食疗类专
著的探索和总结，才有了明清时食
疗类专著的繁盛时代。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
卫生计生委）

热播影片《芳华》的片尾
曲，是 70 年代末的一部电影

《小花》的插曲《绒花》。这首
曲调优美、表现革命英雄主义
思想的歌曲，曾广为流传。现
在借着《芳华》，它可能又会迎
来传唱的热潮。可是，绒花究
竟是什么花呢？相信不少人
会心存好奇。绒花的另一个
名字为合欢花，这是一种常见
的园林景观树种，别名很多，
有芙蓉树、苦情树等。

关于合欢花的传说很多，
有种说法是这样的：相传很久
以前，泰山脚下有个村子，村
里有位荷员外，他晚年生得一
女，取名欢喜。这姑娘生得聪
明美貌，被荷员外夫妻俩视为
掌上明珠。欢喜 18 岁那年，
清明节到南山烧香，回来后得
了一种难治的病，精神恍惚，
茶饭不思，一天天地瘦下去，
请了许多名医，吃了很多药，
都不见效。眼看不行了，荷员
外贴出告示，说谁能治好荷小
姐的病，千金重谢。

这张告示被西庄一位穷秀
才揭了去。这位秀才眉清目
秀，英俊儒雅，除苦读经书之
外，还精通医书，只是家中贫
寒，眼看就该进京赶考了，手中
尚无分文盘缠，便想为小姐治

好病得些银钱，以作进京之用。
原来，荷小姐得的是相思

病，西庄秀才正是她清明节在
南山偶遇的那位白面书生。
今日一见，荷小姐病不治也好
了大半。秀才不知荷小姐的
心事，只管诊了脉，看了脸色、
舌苔，说荷小姐是因心思不
遂，忧思成疾，情志郁结所致，
又说南山上有一棵树，人称

“有情树”，羽状小叶，片片相
对，昼开夜合，其花如丝，清香
扑鼻，可以清心解郁，定志安
神，煎水饮服，可治小姐疾病。

荷员外赶快派人找来给
荷小姐服用，荷小姐的病果然
好了起来。一来二往，秀才也
对荷小姐有了情意。不久，秀
才进京应试，金榜高中，回来
便和荷小姐结成了夫妻。后
来，人们便把这种树叫作合欢
树，这花也就叫合欢花了。

合欢花入药始载于《神农
本草经》：“安五脏，和心智，
令人欢乐无忧”。合欢花味甘
平，入心、脾等经。现代中药
学也将合欢花、合欢树皮纳入
安神药，主要功能就是安神解
郁，适用于情绪忧郁，虚烦不
安，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

（作者供职于永城市永煤
集团总医院）

在饮食上，人体与社会一样，不患不足而患不
均。疾病源于脏腑之间气血不均，从而产生脏腑、
气血、阴阳、相倾，如此则病生。若要五脏六腑均衡
发展，就需要“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
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活积淀而得出“寓医
于食”与“药食同源”之智慧文化，就是将药物作
为食物，又可以将食物赋以药用，既具有营养价
值，又可防病治病，从而延年益寿。中国传统医
学首重预防，而预防之道，在于遵循自然治疗之
原则。那么，在寒冷的冬季里，我们该如何吃出
健康呢？

冬季“当家水果”——梨
冬季尽可能吃滋阴润燥之食品，比如梨。冰糖

梨：把梨中间清干净，里边搁三五块冰糖，蒸开，有
滋阴润燥的作用。花椒梨：把梨从中间切开，买些
花椒粒洒在梨上，放到蒸锅上，水开了以后再蒸10
分钟，这时把花椒去掉，吃花椒梨。连吃一周左右，
你的咳嗽会得到缓解，甚至还会痊愈。

冬季“当家肉”——羊肉
羊肉偏热性，冬天吃可以补肾、强身、御寒。

冬季“当家菜”——白菜
“百菜不如白菜”。不要小看白菜，它含有大量

的维生素C和纤维，长期食用是非常有好处的，特
别是在冬天。

冬季“当家粮”——红薯
在冬季，不要光吃精米白面，一定多吃粗粮，推

荐多吃红薯。日本抗癌协会经过大量科学研究，发
现20种抗癌食品，第一种是熟红薯，第二种是生红
薯。红薯含有大量维生素A，可以提高皮肤抗病能

力，能预防甲型H1N1流感等。另外，红薯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可
以缓解便秘。

在冬季，要谨防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做到——勤洗手、常通风、
强锻炼、多吃菜果、多喝水、睡好觉、心平静。

凌晨起床时间叫“魔鬼时间”，是心脑血管病突发事件高发时
期。清晨一杯水，稀释血液，冲洗肠道，排毒排尿。

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方可健康长寿。《黄帝内经》只用了8个字
便说透彻了，“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这是古往今来养生的根本法
则。如果始终保持这种感觉，那么体内就充满了正气，即古人说的
真气。只要你有足够的真气，你就会健康与长寿。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费伯雄，江苏省武进县孟河
镇人，是传承至今的孟河学派创
始人。《清史稿》有云：“清末江南
诸医，柏雄最著”。这话一点也不
夸张。费伯雄几乎为所有的清
末名人治过病，从江南督帅向荣、
两朝帝师翁同龢到大家耳熟能
详的林则徐、左宗棠、曾国藩等。
据史料记载，他还曾治好过道光
帝的失音症和皇太后的肺疾。

在被道光帝两次嘉奖，并称
其为“活国手”后，费伯雄的医名
也随之响遍神州大地，据说每日
来孟河水乡求医治病的船都能
把河道塞满。虽然红极一时，费
伯雄却依然不忘初心，治病做人
都讲究要回归醇正。

“醇”，就是用药醇，即用药
要“在义理之得当，而不在药味
之新奇”。当时的医学界崇尚

“炫异标新”，不管病人得了什
么病，医生总是喜欢开一些偏
僻的药方和新奇的药材，以此
来加快病人治疗的进程并显示
自己渊博的知识。其实用这种
方法很少能治好病，通常情况
下只会加重病人的负担，若是

再遇上庸医不知药性胡乱开
方，病人就危在旦夕了。费伯
雄将这种追求奇效的行为痛斥
为“欲求近效，反速危亡”，他在

《医醇剩义·自序》中写道：“天
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
平淡之极乃为神奇。”他又补充
道，平淡之法并不是不变之方，
而是要切合实际，针对不同病
因，灵机应变，方能显效。

“正”，就是医风正。面对当
时医学界急功近利的风气，费伯
雄大声疾呼：“欲救人而学医则
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他经
常告诫自己的弟子行医治病要
换位思考。怕后世忘记，他就又
在所写的《医方论·自序》中重申
了这一点：“我若有疾，望医之救
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
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
则利心自淡矣！利心淡则良心
现，良心现则畏心生。”

现在来看，费伯雄的醇正
思想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希望
医生在治病救人时要守住本
心，不忘初心，担起救死扶伤的
重责。 （田一笑）

清末，福建南平流传着这样
一句民谣：“有病莫着惊，去请林
映星。”这个林映星是当地有名
的中医大家，他医术高明，医德
高尚。虽然很多时候他用药很
奇特，出手重，剂量大，但是往往
能药到病除，所以大家都愿意找
他看病。

一天，林映星路过县城刘老
板的药店门口。刘老板赶忙迎
上前去，热情地邀请他进店：“本
店厨师鼻窍多年不通，只能张口
呼吸，请林先生为他诊治。”林映
星给厨师诊看后，挥笔写下“细辛
二两，清水煎服”，便放心地走了。

刘老板一看处方不禁发愣
了。已是多年药店老板的他，对

各味中药的性能也略知一二。
他自言自语道：“细辛，乃辛散性
猛之药，一次服用二两，剂量太
大了。我卖了这么多年的中药，
也是闻所未闻，这不是拿他人性
命开玩笑吗？”抓药师傅也在一
旁说：“细辛药性大热而猛，自古
有‘辛不过钱’‘辛不过七’之
说。这都过两了，怎敢贸然服
用？”可是，林映星是名医，他们
又不敢不信。

刘老板和抓药师傅商量了
一下，私下将处方改成了“细辛
一两，清水煎服”。厨师服药后，
浑身燥热，汗出淋漓，一个鼻孔
神奇般地通了，而另一个鼻孔却
依然如故。

厨师去问林映星为什么会
这样。林映星大笑说：“你们呀，
自作聪明，不信任我，药量只用了
一半，所以只通一个啦！”厨师又
问：“再服一两怎么样？”林映星摇
摇头。厨师追问：“再服二两怎么
样？”林映星神情严肃地说：“现在
想通两个鼻孔，得花 300 块大
洋。因为再服二两细辛，元气受
损，非用参茸之类滋补不可。”厨
师一听还有办法，咬咬牙说：“花
300块大洋我也通那个鼻孔！”于
是，厨师又服用了二两细辛，不久
双鼻孔均通了，可是因大伤元气，
卧床不起，后来服用了大量滋补
药物才好转，还真是花了300块
大洋才恢复了体质。 （刘永加）

传说，古时候有个美丽的姑
娘，因为得了“麻风病”竟变得面
如凶狮，手如鹰爪，人们叫她“麻
风女”。她寻遍名医，终不见效，
于是就自寻短见，喝了用毒蛇浸
泡的白酒，不料酒醉醒来，顿时
觉得病情好转。从此，她就经常
饮用蛇酒，果然渐渐痊愈了。事
情传了出去，人们都说，这是以
毒攻毒的结果。

以毒攻毒是中医运用“毒
药”治疗毒病的一种方法。“毒”
字的意义很广，它既可以用于分
析病因病理，如“瘟毒”“疫毒”

“风毒”“食毒”“水毒”等，又可以
用于归纳病名，如“胎毒”“丹毒”

“梅毒”“疔毒”等，还可以用于确
定治疗原则，如解毒、化毒、攻
毒、拔毒等，又可以用于描述药
物性能，如毒药、大毒、小毒、无
毒等。应用不同程度、不同性质
的毒性药物组成方剂，来治疗不
同原因的毒病，是中医学独特的
辨证论治方法。

所谓“毒药”，狭义地说，能
致人死亡的药物叫毒药；广义地
说，药物均含有不同程度的毒
性。药物的毒性可分为大毒、常
毒、小毒和无毒4种，在应用时是
有严格规定的。中医最早的经
典文献《黄帝内经》记载：“大毒
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

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
治病，十去其九”。毒性越大的
药物，应用时间越要短，以免过
量而伤害人体的正气。

中药中的毒药可分为矿物、
动物、植物3类。属矿物类的，有
雄黄、硇砂、信石等；属动物类
的，有蝎子、蜈蚣、蟾酥、毒蛇、壁
虎这“五大毒”；属植物类的，有
生附子、生半夏、马钱子、洋金
花、藤黄等。民间有“抬头吃藤
黄，低头见阎王”的说法，可见其
毒性之大。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中医学恰恰是利用这种毒
性来治病救人的。一个人被蜜

蜂蜇伤后，轻的出现局部红肿、
疼痛，重的发生头晕、恶心、全身
乏力。若被蜂群蜇伤，中毒太
重，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可
是，药物研究人员却能将蜂毒做
成药品，为患有风湿性关节炎、
关节痛、过敏性疾患的病人进行
治疗，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
分析，蜂毒具有促肾上腺皮质激
素样作用，而这种作用，可能是
由于蜂毒的有效成分通过垂体
肾上腺系统而提高了机体的免
疫功能，促进病体恢复健康。能
致人死命的蜂毒，如运用得当，
就变成了顿起沉疴的灵丹妙药。

此外，中医认为，癌肿的临

床表现不一，发病部位不同，但
致病的原因却多由于气滞、血
瘀、痰凝、蕴热、邪气壅滞太甚，
化成毒外发而成。由于毒蕴日
久，恶邪深陷，内联脏腑，外及皮
肉，采用一般药物常常不能奏
效，只能选择大辛大温、性峻力
猛的毒药来进行治疗。这些毒
药都具有攻毒破结、散瘀蚀疮、
消肿祛邪的效果。现代药理研
究表明，这些药物，对癌细胞有
直接的细胞毒作用，如蟾酥与蟾
蜍的主要有效成分为蟾蜍二烯
内酯，具有很好的抗炎作用，能
够阻止病灶扩散。

（杨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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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毒攻毒——中医学独特的论治方法

林映星猛药通鼻塞

费伯雄治病救人
讲究醇正

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之中，民不聊生，缺医少药成为一种常态。南唐一
位名叫陈仕良的医官想到：自古就有“食医”之官，以食养治百病；现在百
姓缺医少药，如果总结古人食疗的经验，普及给百姓，可解燃眉之急。在
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他在10世纪中叶编写了一本食疗类专著——《食性本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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