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外科辨别痈疽之五善、七恶，为后世树立规范；儿科论急、慢惊风，为儿科
著作中最早所见。

临床各科多有阐发

05

《太平圣惠方》的伤寒、杂病部分，尚保存宋代政府校正医书局校正以前之
《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原貌，即所谓“淳化本《伤寒论》”，足资研究者参考。该
书眼科记载的“针拨内障术”的过程与注意事项，较《外台秘要》更为切实详尽。
其他如所载《点烙三十六黄经》等，也是古佚医书。

保留了大量古医籍佚文

04

其中肝脏用药有蕤仁等28种，心脏用药有麦门冬等23种，脾脏用药有黄芪
等25种，肺脏用药有款冬花等26种，肾脏用药有肉苁蓉等21种，此外还总结出
95种病的通用药。《太平圣惠方》的这种归类方法，对后世医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疾病用药加以归类

03

《太平圣惠方》把“脏腑疾病”置于所载各种疾病之首，对脏腑的生理病理、虚
实寒热、主证诸方，均作了论述。如肝脏病，即记载有治肝虚补肝诸方、治肝实泻
肝诸方、治肝气不足诸方、治肝脏中风诸方、治肝风筋拘挛诸方、治肝壅热头目不
利诸方、治肝气逆面青多怒诸方、治肝脏风毒流注脚膝筋脉疼痛诸方、治肝风冷
转筋诸方等，然后又根据每一类型中所出现的不同症状，施以不同的治法，有纲
有目，条分缕析。

重视脏腑疾病

02

《太平圣惠方》强调治疗疾病必须辨明阴阳、虚实、寒热、表里，务使方随证设，药
随方施，并论述了病因病机、证候与方剂药物的关系。该书采用按脏腑和各科病证
分类的体例，先论后方，在每门之下先引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的理论为总论，然后汇
集方药，体现了理、法、方、药较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具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

强调辨证施治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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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间
中药传说

大宋第一部官修方书大宋第一部官修方书
——《《太平圣惠方太平圣惠方》》

□黄新生

相传，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
住着一对相爱的夫妻。一天，妻
子高热不退，昏睡不醒，身上有紫
黑色斑疹，看了很多郎中，用了许
多药，病却迟迟不见好。丈夫愁
肠百结，天天虔诚地拜佛祈祷，希
望妻子早日醒来。一天天过去
了，丈夫的膝盖跪出血来，佛祖终
被他感动。一日，他在冥冥之中
听见佛问自己：“你愿意用自己的
生命来救她吗？”他毫不犹豫地答
应了。佛接着说：“这里有一棵
草，你每天必须用自己的鲜血来
浇灌它。等它开花时，用紫色的
根熬的汤水给你妻子喝，她的病

就会好。”丈夫喜出望外，听从了
佛的话，每天割破自己的手腕取
鲜血来浇灌这棵草，小心翼翼地
照料它，盼它早日开花。盛夏时
节，这棵草开出了紫色的小花。
丈夫激动地挖出了其紫色的根，
煎熬汤水给妻子喝。终于，妻子
醒来了，而丈夫却因失血过多，带
着幸福的微笑永远闭上了双眼。
因为丈夫用生命换来的这棵草的
花和根都是紫色的，人们便称之
为紫草。

紫草是紫草科植物的干燥
根，主产于新疆、辽宁、河北、湖南
等地。其性味甘咸而寒，入心、

肝经，有清热凉血、活血、解毒透
疹之效，主要用来治疗温病血热
毒盛、斑疹紫黑、麻疹不透、疮疡、
湿疹、水火烫伤等病。一般水煎
内服，也可熬膏或用植物油浸泡
外用。现代药理研究证实，紫草
含有紫草素、紫草烷等化学成
分，有广谱抑菌及抗炎、抗肿瘤、
解热、兴奋心脏等作用，用其制
剂或配伍其他药物，还可治疗玫
瑰糠疹、淋病、烧伤、肝炎、扁平
疣、口腔黏膜病、银屑病、静脉炎、
过敏性紫癜、顽固性溃疡、化脓
性中耳炎、阴道炎等疾病。

（作者供职于辉县市中医院）

中医在世界上首创免疫法。2000多年前的《黄帝
内经》中，对疫疠（传染病）提出“必有逃门”的免疫观
点，所谓“逃门”即为避免传染病感染的法门，并有吐
法、浴法、刺疗法等预防感染的措施。

到了晋朝，葛洪首先作了“逃门”实践，可以说他是
人类免疫学的创始人。他在《肘后备急方》中说明“天
花”和结核病都是传染病，这是在世界上最早提出的。
他因受《黄帝内经》中“以毒攻毒”理论的启发，使用“疗
猁犬（疯狗）咬方，乃杀所咬犬，取脳（脑）傅（敷）之，后
不复发”。到了19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才证
明：狂犬脑含有可作狂犬病疫苗的抗原物质。巴斯德
这一研究发现要比葛洪迟1500多年。

中医对免疫学的又一重大贡献是用人工种痘，预
防天花。天花最初叫虏疮，大约于东汉初年，由战俘传
入，后又称痘疮、疤痘、天行斑疮，传染快，而且感染后
十分危险，不死即残，不残也麻。当时民谣说：“生子只
算生一半，出了天花才完全。”全国每年要被天花夺去
千万条人命，特别是小孩子因免疫力底下更容易感染。

据说宋真宗时，有个峨眉山人来为丞相王旦的儿
子接种人痘。这是医学史上第一例有关人工种痘的记
载。广泛使用人工免疫法种牛痘防天花是在17世纪。
安徽省旌德县江村有个世代行医的乡村医师叫江希舜，他在总结
前人种痘的经验和方法基础上，进行系统研究，采用“人痘接种术”
来预防天花，取得良好效果，并写了专著《痘疹元珠》。后来，明代
周晖、清代余茂鲲等人都写过有关人工种痘的著作，特别是清代张
潞写的《医通》，把接种痘浆、痘痂、痘衣等法和怎样预防天花都写
得很具体。朱奕梁的《种痘新法》采用了多次接种的痘痂作疫苗，

“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这说明当时种痘已相
当有经验了。

清人俞正燮在《癸巳存稿》中记录了一段极为重要的史实。
他说，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俄国首先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然
后他们又传入土耳其。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英吉利驻土耳其
大使蒙塔古夫人学会以后再传入欧洲。公元1796年，英国琴纳发
明种牛痘来预防天花，很快在世界各地推广，但他们的种牛痘法
要比我国江希舜等人的“人痘接种术”迟一个半世纪。

中医对麻疹也有种疹方法，作自动免疫，以达到发疹时减轻
症状的目的。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叶霖写的《沙疹辑要》上记
载：选麻疹轻症患者皮疹密集处刺破疹子，沾其血，接于被种者划
破处的皮肤上，或取患者眼泪、鼻涕塞于被接种者的鼻腔内，用人
工感染法来减轻患者症状，以取得终身免疫。

中医对自然免疫现象，很早就有了发现。明代医生万全观察到
患过天花和麻疹的人具有一定免疫力，患过者不患第二次。他在

《家传痘疹心得》中说：“（痘疹）终身但作一度，后有其气不复传染
焉。”清代的《免疫类方》正式提到免疫名称，并作了详细记载。所以
说，中医首创免疫法，开了人类免疫学之先河。 （倪世俊）

愚爱谈医，久则厌之。客言
及者，告之曰：“以寡欲为四物，以
食淡为二陈，以清心省事为四君
子。无价之药，不名之医，取诸身
而已。”——清·袁开昌《养生三
要·无价之药》

清末医家袁开昌，晚年取诸
书精要，揖《医门集要》八卷，其中

《养生三要》为该书的首篇，于
1910年成书。在我国传统养生学
专著中，《养生三要》和《寿世青
编》是最有成就和特色的两部
书。《养生三要》一卷，内容分“卫
生精义”“病家须知”“医师箴言”3
部分。其中“卫生精义”是从总体
上论述坚持养生之道对祛病延年
的重大作用，提出了“寡欲食淡，
清心省事”为无价之药等精辟的
养生之见；“病家须知”从求医、煎
药、服药、禁忌等一般患者在养生
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几个主要问
题，为患者介绍了相关的知识；

“医师箴言”则是对医生从道德品
质、服务态度、诊视病人等方面提
出了规范的要求。作者认为若要
提高养生质量，这 3 个方面缺一
不可。

“无价之药”，其一是说，这些
药物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及其贵
重；其二是说，这些药物不必花钱
购买，唾手可得，不名一文，但功
效巨大。今人于智敏对袁开昌提
出的“无价之药”有详细的解读，
可供我们参考。

以寡欲为四物：四物，中医的
著名方剂名，四物汤。 寡欲就是
减少自己的各种欲念，目的是为
了葆精养血。人如果过分追求名
利，则欲望起于心，谋虑算计过
度，就会劳心耗神，心劳则心血因
此暗耗。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
欲”，是说要想养心，没有什么比
寡欲还重要。至于房事不节，色
欲过度导致的精伤，大家都耳熟
能详。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

精，清心寡欲就是为了养精养
血。平时注意葆精、惜精则能养
血，精血充足，就能起到服用四物
汤的治疗效果。四物汤最早见于
晚唐蔺道人著的《仙授理伤续断
秘方》，后来被收入宋代《太平惠
民和剂局方》，是中医补血、养血
的经典方药，方子由当归、川芎、
芍药、熟地4味药组成，在中医临
床应用中已经有千年历史，被称
为妇科圣方。为什么呢？因为女
人一是容易血虚，也就是我们常
说的贫血；二是容易血瘀；三是容
易月经不调。这3个女人常见的
病因常常互为因果：血虚会引起
血瘀，血瘀也会导致血虚，血虚、
血瘀都会导致月经不调，同样月
经不调也是血虚、血瘀的常见病
因。四物汤针对以上所说的女人
的生理特点，具有非常好的补血、
活血、调经的作用。在临床上，该
方通过加减，也用以主治和血相
关的诸般病症。

以食淡为二陈：二陈即二陈
汤，也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由半夏、橘红、白茯苓、甘草组成，
主治痰湿内阻、脾胃不和、呕吐恶
心、咳嗽痰多等症。中医认为，我
们的五脏六腑都从胃纳水谷中获
得营养和功能，脾是帮助胃运化
水谷的器官。因此，饮食不当，伤
了脾胃，会产生各种疾病。中医
非常重视脾胃，强调饮食有节，避
免饥饱失常。饮食失节最易损伤
脾胃，使我们消化不良，虚衰多
病，自然精血无以化生，四肢九窍
无营血滋养，皮肤干涩，毛发干
枯。阴虚体弱则正气虚，气虚则
不能温养肌肤，抵御病邪，容易为
贼风邪气所伤，产生各种各样的
疾病。另外，乱服补药补品，滋腻
碍胃，也容易损伤脾胃。因此，养
生防病当以保护脾胃功能为重，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讲的
就是这个道理。二陈汤主治痰
湿。痰湿的产生，一是由于脾气
虚弱，运化无力，水谷不化，精微
不布，停滞日久，成湿成痰；二是
由于喜欢吃肥甘厚味、生冷油腻
之物，损伤脾胃，脾失健运，而产
生痰。饮食清淡是防止痰湿内生
的有效方法，也是养生保健的重

要举措。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能
够保持饮食清淡，则痰湿不生，有
服用二陈汤的妙用。

以清心省事为四君子：四君
子即四君子汤，是中医补气虚的
要方，由人参、甘草、茯苓、白术组
成，功用补气健脾，通过配伍加减
可以治疗各种气虚证。清心省事
是指心境清静，政事杂务简省，通
俗而言就是不管闲事，保持内心
清静，如此就不会伤神耗气。中
医素有“多言耗气”、急躁动怒而
劳神伤气之说。清代医家程钟龄
在《医学心悟》中提到的“病家误，
好多言，多言伤气最难痊，劝君默
口凝神坐，好将真气养真元”就是
这个意思。真正做到清心省事，
就相当于服用了补气的四君子
汤。

清心寡欲、清心省事、清淡饮
食是养生的无价之药和“不名之
医”。这里所说的“不名”，意思是
指最高明的医生，我们甚至不敢
直呼其名。这些无价的药物、高
明的医生不在别处，就在自己的
内心以及行走坐卧中。因此，想
延年益寿的人，当牢记这 3 种无
价之药。

（作者为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

乌桕树，我早就知道这个名
字，但真正认识它，是在炎热的夏
季。它碧绿的叶片有些像“心”
形，叶片中有黄绿色的穗状花，让
人爱怜。到了秋天，叶子的颜色
逐渐变红，也是红叶家族中的“花
旦”之一呢！甚至有人推断说张
继那首千年流传的《枫桥夜泊》中
所谓的“江枫”是乌桕，因为枫树是
不喜水的，而乌桕则可临水而居。

春、夏、秋三季百花争艳，人
们对乌桕不在意也就算了，但冬
季的乌桕树堪称惊艳：原本黑色
的果皮开裂脱落后，满树都是白

色的“小花”（假种皮）。有诗云：
“偶看桕树梢头白，疑是江梅小
着花”，是对乌桕子结满树梢的
诗意描述。对于乌桕之名的来
历，药学权威李时珍先生曾说过
两种：一是“乌（乌臼鸟）喜食其
子，二是其木老则根下黑烂成
臼”。此外也有人认为是因其叶
可染皂色（黑色）而被命名。

乌桕子外的白色假种皮称为
“桕蜡”，可提制“皮油”，供制高级
香皂、蜡纸、蜡烛等；种仁榨取的
油称“桕油”或“青油”，供制油漆、
油墨等。由于采摘困难，过去曾

有“卖了乌桕补补丁”的民谣。
乌桕根、树皮、叶及种子均

可入药，主要用于杀虫、解毒、利
尿、通便，用于血吸虫病，肝硬化
腹水，大小便不利，毒蛇咬伤；外
用治疗疥疮、鸡眼、乳腺炎、跌打
损伤、湿疹、皮炎等。

常言说“是药三分毒”，关于
乌桕中毒报道较多，食入可出现
腹痛、腹泻、腹鸣、头昏、四肢及
口唇麻木等症状，因此不可盲目
使用。

（作者供职于永城市永煤集
团总医院）

3种无价之药
□李具双

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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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在京城的建隆观，住着一位道法高深、医术精湛的道士，名叫王怀隐。因为医术精湛，
受到宋太祖弟弟赵光义的青睐。在王怀隐的影响下，赵光义对医学也产生了兴趣，喜欢收集药方。

赵光义即皇帝位后，王
怀隐旋即奉诏还俗，充任尚
药奉御，不久后升任翰林医
官使，专门为皇室提供医药
保健服务。太平兴国三年，
吴越王钱俶的嫡子钱惟浚入
朝后，不幸身染重病，宋太宗
命 令 王 怀 隐 亲 自 治 疗 。 不
久，钱惟浚病愈。宋太宗并
没有到此为止，命令王怀隐
与翰林医官院副使王佑、郑
奇以及医官陈昭遇等，共同
编纂一部官修方书，以光大
医学，指导天下医生用药。这
并不是宋太宗的一时冲动，而
是他“仁政之务”与“方书辅
世”治国思想的体现。宋太
宗希望通过编撰和推广方书
来“贵在救民、去除疾苦”，进
一步达到“明王道之化成、布
群 黎 之 大 惠 ”的 政 治 目 的 。
这便是《太平圣惠方》一书的
由来。

宋太宗奉献出了自己收
集的千余首药方，还命令翰
林医官院广泛收集天下医方
万余首，供编撰官修方书使
用 。 在 宋 太 宗 的 大 力 支 持
下，王怀隐不负众望，带领他
的团队历时 14 年，终于将官
修方书编撰成功。宋太宗对
编撰成功的官修方书非常满
意，赐名曰《太平圣惠方》，并
亲自写序，称赞该书“凡诸论
证，并该其中；品药功效，悉
载其内。凡候痰之深浅，先
辨虚实，次察表里，然后依方
用药，则无不愈也。”随后，朝
廷将该书刻印出版，全国发
行。

《太平圣惠方》简称《圣惠
方》，是宋王朝组织编纂的第
一部大型方书，也是我国现存
公元 10 世纪以前最大的官修
方书。该书以孙思邈《千金要
方》《千金翼方》和王焘《外台
秘要》为蓝本，“搜隐微，求妙
删繁，探赜要，诠括简编”，经
校勘类编而成。《太平圣惠方》
首叙脉法、处方用药，以下分
述五脏病证、伤寒、时气、热
病、内、外、骨伤、金创、妇、儿
各科诸病病因证治，及丹药、
药酒、食治、补益、针灸等内
容。每门之前均冠以隋代巢
元方《诸病源候论》有关病因
论述，其后分列处方及各种疗
法。每方列主治、药物及炮
制、剂量、服法、禁忌等。《太
平圣惠方》详尽地记录了北宋
之前的方书及当时民间的医
方，总结了唐宋时期广大人民
的医疗经验，是诸家名验方的
一次大汇合，堪称“经方之渊
薮”。

《太平圣惠方》是一部理论
联系实际，具有理、法 、方、药
完整体系的医方著作，临床实
用性强，对后世的影响巨大。
一是继承了前代中药炮制理
论，修正了其中的错误观点，
提出了“合和”原则，对后世产
生了重大影响。二是对中药炮
制方法进行了继承与革新，增
加了一些新的炮制方法，如

“乳制法”等。三是确立了药
物的度量衡标准，对中药制剂
的稳定性和有效期更加重视。
四是对药品剂型转变产生了重
要影响，为“汤药”向“成药”转
化提供了技术支持。五是为后
世编撰医学方书提供了模本，
通过雕版印刷术和太医局教育

进一步普及和推广了方书。
《太平圣惠方》编撰成功

后，宋代皇帝、地方官员、医学
家、儒家士大夫、外交使节等
不同阶层对其的介绍、传播与
推广，奠定了《太平圣惠方》在
宋代医学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被宋代人称为“国朝第一方
书”。在传播的过程中，《太平
圣惠方》先后出现了国子监正
本、国子监小字本、崇文院简
要本、转运司新刻本和地方节
选本等不同的版本，适应了宋
代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北宋庆
历六年(1046 年)，福建转运使
蔡襄为了打击巫术，增强《太
平圣惠方》的实用性，命令何
希彭选其精要，辑成《圣惠选

方》。《圣惠选方》作为学习医
学的教材，被应用了数百年之
久。《太平圣惠方》在推广与传
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防治疾
病、打击巫术、维护地方治安、
宣扬政绩的作用。

《太平圣惠方》对外国医学
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中祥符九
年(1016 年)与天僖五年(1021
年)，宋真宗赵恒两次将《太平
圣惠方》赠给高丽，促进了朝鲜
医药的发展。成书于朝鲜李朝
初期的《乡药集成方》，即大量
引用该书。《太平圣惠方》后来
传至日本，对日本医药的发展
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
计生委）

《太平圣惠方》内容丰富、理论观点统一，对文献研究和中医临床实践均有重
要价值，具有以下学术特点：

您可以发表自己的
看法，说说您与中医药的
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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