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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间
中药传说

中医之最

茵陈在古代叫“因陈”，意思
是“因旧苗而生”。因为根潜伏
在地下，第二年旧根又会发出新
芽，所以叫“因陈”。茵陈是常用
中药。《神农本草经》中将其列为
上品：“主风湿寒热邪气，热结黄
疸。”说起茵陈祛湿退黄，民间还
有一段传奇故事。

相传在东汉末年，有一个病
人，身目俱黄，全身无力，人亦消
瘦。一天，他拄着拐杖，一步一
哼地来找华佗看病。华佗见病
人得的是黄疸，皱着眉摇了摇头
表示无能为力，并告诉病人，眼
下还没有找到医治这种病的药
和办法。听到此话后，病人只好
失望而归。谁知半年后，华佗路
遇病人，见他变得身体强壮，精
神焕发，大吃一惊，急忙问他是
哪位先生医治好了他的病。那
人回答说他没有请先生看病，只
是因为家中揭不开锅，靠挖野菜
食用，维持生活，没想到病就好
了。

华佗不相信，便和他一起去
看那野菜，原来那野菜是青蒿。
华佗就想，难道青蒿能医治黄
疸？于是，华佗就试着用青蒿给
黄疸病人下药医治，连续试用几
次，病人食用后没有一个病情好
转。华佗是个细心人，就去找那
人问他食用的是几月的青蒿。
当那人说他食用的是 3 月的青
蒿时，华佗马上想到，可能因 3
月阳气上升，百草发芽，青蒿才
有药效。于是，第二年春天，华
佗就在3月间采挖了许多青蒿，
试着医治黄疸病人。结果这一
次，医治一个，好一个。

后来，华佗为了把青蒿的药

性摸得更准些，等到来年，再次
进行了试验，并逐月把青蒿采
来，分别按根、茎、叶放好，然后
给病人食用。结果华佗发现，只
有幼嫩的茎叶可以入药医治好
黄疸病人。为了使人们容易区
分，华佗便把能入药医治黄疸的
幼嫩青蒿取名叫茵陈，把长老的
青蒿取名叫茵陈蒿。后人为了
记住茵陈能医治黄疸，还编了顺
口溜流传至今：“三月茵陈四月
蒿，传与后人要记牢；三月茵陈
能治病，四月青蒿当柴烧。”

茵陈为菊科植物滨蒿或茵
陈蒿的干燥地上部分，我国大部
分地区均有分布，主产于陕西、
山西、安徽等省。春季幼苗长到
6~10厘米时采收或秋季花蕾长
成时采割。春季采收的习称绵
茵陈，秋季采割的习称茵陈蒿。

该药味苦、辛，微寒，归脾、
胃、肝、胆经，具有清利湿热、利
胆退黄之功效。本品苦泄下降，
性寒清热，善清利脾胃肝胆湿
热，为治疗黄疸之要药，常与栀
子、黄柏、大黄同用，可治疗小便
短赤之阳黄；与茯苓、猪苓同用
可治疗黄疸湿重于热者；与附
子、干姜同用可治疗脾胃寒湿郁
滞，阳气不得宣运之阴黄；与黄
柏、苦参、地肤子同用煎汤外洗
可用于湿热内蕴之风瘙隐疹、湿
疮瘙痒等症。

现在药理研究表明，茵陈有
显著的利胆作用，并有解热、保
肝、抗肿瘤和降压等作用，煎剂
对人型结核杆菌有抑制作用，乙
醇提取物对流感病毒有抑制作
用。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院）

曾国藩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因创
办了一支强大的湘军而闻名天下。他的《曾国藩家
书》，至今仍为世人所推崇。不过，曾国藩曾长期受到
皮肤病的困扰，却很少有人知道。

曾国藩是在京城做侍郎时患上皮肤病的。为治
病，他不知请过多少个郎中，吃过多少剂药，总是不能
痊愈，特别是在秋冬季节，或心烦意乱时，更是痒得厉
害。

曾国藩患的皮肤病，是鱼鳞病，旧称“鱼鳞癣”，是
一种比较常见的遗传性皮肤病。患者常在出生后不
久发病，有的可延迟到青春期或青年时期。皮肤损害
为分布在四肢伸侧的灰褐色鳞屑，呈大片多角形，中
部紧贴表皮，边缘稍游离。患者自觉瘙痒，同时伴有
头发干燥、稀疏、指甲变脆等表现，常在秋冬季节发生
或加重，而到了夏季则好转或自愈。另外，鱼鳞病还
有一种很严重的类型，即胎儿鱼鳞病，皮肤损害可布
满全身，鳞屑很厚似盔甲状，胎儿常于出生后几天死
亡，或者出生时即为死胎。

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时，因处处受到湖南巡抚骆
秉章、参将鲍起豹的阻挠，整日郁郁寡欢，身上的“鱼
鳞癣”就特别严重，奇痒难耐。每天早上醒来，曾国藩
常常是浑身血迹斑斑，床上一层癣皮。

曾经有一位江湖郎中自称“治癣高手”，被曾国
藩请来，上门看了3个月，用了近百剂中药，却无任何
疗效。后来，这位郎中心生一计，为自己找到了退
路。

一天，这位郎中让曾国藩把衣裤全部脱掉，煞有
介事地检查了一番。然后，他帮曾国藩把衣裤穿好，满脸谄笑地对曾
国藩说：“大人，我今日才算看明白，原来您患的并不是癣病。您的前
生不是凡人，而是在昆仑山修炼的千年巨蟒，这满身的圆圈和皮屑，
便是明证。所以，这病不必治了，若是没有这身圆圈和皮屑，大人何
日能穿仙鹤蟒袍，登宰相之位？”曾国藩听了这番话，想起母亲曾对他
说的“蟒蛇投胎”的故事，心情顿时舒畅起来，不但未责备郎中医治无
术，反而赏了他银两。

曾国藩一世英明，却上了江湖郎中的当，相信了他的鬼话。其
实，鱼鳞病并非不治之症，有许多方法可以控制它。

随着医学的发展，对鱼鳞病和其他遗传性疾病的治疗将不再是
梦想。到那时，像曾国藩这样的悲剧将不再重演。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钱乙
是北宋末年东平郡人。他的临
床经验和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
一部流传到现在的《小儿药证直
诀》中。《小儿药证直诀》是钱乙
的门人阎季忠按照钱乙的临床
经验加以总结、整理的，于宣和
元年成书，迄今已有800多年的
历史。尽管在这 800 多年的时
间里，儿科学已得到飞速发展，
但是《小儿药证直诀》的许多论
述迄今仍有很大的临床价值。
我国古代有不少儿科方面的著
作，如《俞氏疗小儿方》等，由于

年代久远，都早已不存于世了。
目前能看到的《颅囟经》一书，原
本也已散失。因此，《小儿药证
直诀》是我国现存第一本以原本
形式保存下来的儿科学专书。
世界医学史告诉我们，世界上最
早的儿科学专书分别是意大利、
德国、比利时等国家的医学家所
作。这些书中最早的也要比《小
儿药证直诀》晚 351 年，所以说

《小儿药证直诀》是世界上第一
部以原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儿科
学专书。

（李 强）

甘味补脾 春季食用能纠偏
一方面，春季阳气升发，

肝 气 偏 旺 ，容 易 削 弱 脾 胃 功
能 ，造 成 消 化 不 良 。 另 一 方
面，脾胃是阳气升发的枢纽，
脾胃虚弱，肝气升发必然受到
影响。这时就要多食甘味食
物，比如糯米、红枣、桂圆、南
瓜、猪肚、山药、莲子、麦芽糖、
蜂蜜、胡萝卜等。
辛味发散 春季食用助生阳

中医治肝讲究“养肝之体用
酸，舒肝之气用辛”。春季阳气
初升，多吃辛甘发散之品，有利
于阳气的升发，如食用黄豆芽、
绿豆芽、荠菜、韭菜、香椿嫩叶、
枸杞苗、豌豆苗、蘑菇、荆芥、春
笋等，忌油腻、生冷、黏硬食物，
以顺应春季阳气之升发。
酸味收敛 春季少食利阳升

酸味收敛，不利于肝脏的疏
泄条达及人体阳气升发，因而春
季要减少酸味食物的摄入，比如
食醋、山楂、乌梅等。如果肝旺
太过，出现胸腹灼热、失眠烦躁、

血压升高、眼睛发红、耳鸣口苦
等，反而要吃些酸性食品，以收
敛约束过于亢盛的阳气，以养
肝、柔肝。

笔者推荐几款药膳。大家
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特点，选用
以下药膳来养肝、护肝。

杞枣鸡蛋汤
用料：枸杞子30克，红枣10

个，鸡蛋2个。
制法：枸杞子洗净，红枣洗

净去核，一起放于砂锅中，加清
水适量烧开后，加入鸡蛋煮熟，
调味即可。

功用：补肝肾，健脾胃，滋阴
润燥，养血除烦，适用于肝肾亏
损、脾胃虚弱者以及慢性肝炎患
者。枸杞子味甘，性平，可滋补
肝肾，益精明目。红枣能补中益
气，养血安神。

猪肝枸杞子汤
用料：猪肝 100 克，枸杞子

30克。
制法：猪肝与枸杞子一起

煮熟，调味即可。

功用：能补肝、养血、明目。
丹参黄豆汤

用料：丹参 10 克，黄豆 50
克，蜂蜜适量。

制法：丹参洗净，黄豆用水
浸泡1小时。将丹参、黄豆放入
砂锅中，加水适量煲汤，至黄豆
烂，拣出丹参，加蜂蜜调味即可
食用。

功用：补虚养肝，活血祛
瘀。丹参味苦微温，能活血祛
瘀，安神宁心。黄豆能健脾宽
中，益气和中，生津润燥，清热解
毒。这些都有利于补虚养肝。

红枣花生汤
用料：红枣 50 克，花生 80

克，冰糖50克。
制法：红枣、花生洗净，放于

砂锅内，加清水适量，武火煮沸
后，改用文火煲至花生熟烂，加
入冰糖再煲片刻，即可食用。

功用：补脾和胃，养血止血。
温馨提示：以上食疗药方均

需要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茵 陈
□李爱军

现存最早的
儿科学专著

苏轼、沈括的医学研究成就
对研究宋代传统医药学发展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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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养肝 相“食”而动
□李 鲜

根据天人相应原理以及脏腑和季节的属性，春季养生的重点是养肝、护肝。在饮食方
面，应顺应春季人体阳气升发的特点，以及自己的体质特点来选择食物。春季饮食的主要
原则是“减酸增甘，以养脾气”。

第二颗耀眼的明星就是伟大的科学家沈括，他被称为“中国整
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在中医药
方面也有深入研究，主要医学著作有《灵苑方》《良方》《别次伤寒》

《梦溪笔谈·药议》《梦溪忘怀录》等。其中《灵苑方》部分内容被选入
《永乐大典》《本草纲目》中；《梦溪笔谈·药议》中的《采草药》一文被
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至今对中草药采集具有指导意义；《良方》则与
苏轼的医药杂说笔记合编为《苏沈良方》，流传至今。

在中国历史的天空，闪烁着两颗耀眼的明星。当这两颗明星的
光辉汇聚到一起时，一部伟大的医学著作便诞生了。这部伟大的医
学著作，就是《苏沈良方》。

第一颗耀眼的明星就是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苏轼。时过千
年，他仍“圈粉”无数。苏轼“素喜吐纳引导之术”，对气功养生颇有心
得，他在杭州修建的“安乐坊”是当地最早的医院雏形。苏轼还写下
了大量医药杂说笔记，包括养生法、炼丹术、治疗疾病的药方、药物介
绍等内容。据说，苏轼还著有《苏学士方》一书。

在本草学方面

有许多内容至今可以作为考据资
料，如对细辛、枳实等药物存在的“一物
多名”“一名多物”和“名实错乱”的问题
进行了精心考订；对《神农本草经》等古
书记载山豆根等药物的药性错误进行了
纠正；提出“汤、散、丸各有所宜”，对汤、
散、丸等剂型的功效特点进行了正确的
阐述。著名的《采草药》一文，也被收入

《苏沈良方》，只是标题变为《论采药》。

在疾病治疗学方面

有内科、外科、眼科、妇科、小儿科
等各科简易有效的疗法，除了用方药调
治外，还强调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的调理
宜忌。

在养生保健方面

主要是苏轼养生思想的体现，收录
有《养生说》《论养生》《续养生论》等文
章，重视用良好的生活习惯达到养生的
目的；重视“内修”对养生的重要性，强
调“安”（静心）与“和”（顺心），“安则物
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

此外，《苏沈良方》还对部分收集来的方剂进行了合理改良，校正了崔知悌
的《灸二十二种骨蒸法》等。

《苏沈良方》内容丰富，涵盖范围广泛，创造了多个“第一”。

三 是 第 一
次 记 载 了 许 多
现 在 仍 在 使 用
的方剂，如至宝
丹、沉麝丸等。

一是第一次详细记录了秋
石的炼制方法和现实应用，并通
过真实病例来说明秋石的实际
功效。这是人类第一次提取并
使用性激素的记载。

二是第一
次对人的咽喉
进行了符合解
剖学认识的正
确分析。

《苏沈良方》原本15卷，流传到今天
的主要有 2 个版本，一个是 10 卷本，一
个是 8 卷本。10 卷本《苏沈良方》来源
于民间，最早版本是明代嘉靖年间的
刻本，题为《苏沈内翰良方》。这个版
本里有灸法腧穴图3页，并有无名氏的
序。从这篇序来看，无名氏得到的可
能是一本抄本，而抄本的底本来自宋
刻。10 卷本《苏沈良方》内容较多，分
类线索也较明显，更接近于最初的 15
卷本，但在长期的传抄过程中难免产生
一些错误。

8卷本《苏沈良方》又称《四库全书》
本。清代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
没有找到传世的《苏沈良方》，也不知道
嘉靖刻本的存在，于是认为《苏沈良方》
已经亡佚。总纂官纪昀便嘱咐王史亭
从《永乐大典》中辑出168篇，重新编次，
整理为8卷，收入《四库全书》的子部医
家类中，是为 8 卷本《苏沈良方》的由
来。8卷本《苏沈良方》抄写精美，校勘
精良，但内容相对较少。经过整理，现
存《苏沈良方》共232篇，其中179篇方、
论可能为沈括所作，47 篇方、论可能为
苏轼所作，另有6篇无法确定作者。

《苏沈良方》在医药学方面取得了较
高的成就，受到历代医学家的重视，如官
修的《圣济总录》《总录方论》、张杲的《医
说》、刘昉的《幼幼新书》等医书中都有不
少药方出自《苏沈良方》，李时珍的《本草
纲目》也参考了不少《苏沈良方》的内容。
时至今日，《苏沈良方》仍颇具实用价值，
可供临床工作者阅读参考。

《苏沈良方》保留了沈括和苏轼二人
对于中国古代传统医药学的研究心得和
创新思想，其中的药议和医论都是由苏轼
和沈括独立创作，药方也是由他们通过多
种途径收集而来，并且经过了他们的实践
验证和再加工。《苏沈良方》无论是对于研
究宋代传统医药学的发展，还是对于研究
沈括、苏轼二人的医学成就，都有重要的
价值。体现苏轼和沈括医学成就的《苏沈
良方》，千百年来，依旧闪烁着璀璨的光
芒。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生委）

一般认为，《苏沈良方》既非苏轼或
沈括某个人所作，也不是苏轼和沈括两
个人通力合编，而是在沈括独立完成

《良方》（又名《沈存中良方》）后，后人将
其和收集而来的苏轼的医药杂说笔记
类文章合编在一起，从而产生了《苏沈
良方》一书。《苏沈良方》成书于北宋末
年到南宋初年，成书后不久，后人就对
此书的由来进行了考证：“《苏沈良方》
十五卷，右皇朝沈括通医学，尝集得效
方成一书，后人附益以苏轼医药杂说，
故曰苏沈。”“《沈存中良方》十卷，右皇
朝沈括存中撰，存中博学通医术，类其
经验方成此书，用者多验，或以苏子瞻
论医药杂说附之。”

那么，宋代人为什么会将两个不相
干的人的医学著作合编在一起呢？很
可能是苏轼和沈括的医学著作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就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
这一特点其实也是《四库全书》对《苏沈
良方》的评价：“盖方药之事，术家能习
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能明其理
而又往往未经试验，此书以经效之方而
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
及矣。”普通的医生往往疲于医学工作
而在理论上有所欠缺；普通的儒医，往
往精于医学理论但医学实践较少。苏
轼和沈括的医学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既有丰富的医学实践（经效之方），
又有丰富的医学理论（博通物理）。

《苏沈良方》不但论述了医理、本
草、灸法、养生、炼丹等内容，而且记载
了临床各科的部分单验方、医案，涉及
本草学、疾病治疗学、养生保健等。

主讲嘉宾：

王子明教授，原中国中医科学院中科
培训部客座教授，中国针灸学会穴位埋线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王子明中医研
究院院长，出版了《特效四维三通埋线治
疗绝技》。为了推广四维三通埋线疗法，
王子明教授在全国多地举办培训班，反响
良好。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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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埋线治疗偏瘫后遗症、颈椎腰椎间盘
突出症、骨质增生、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
关节炎、股骨头坏死、乳腺病、气管炎哮
喘、冠心病等多种疑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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