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中期以后，有一本书在社会上广为传阅，影响极大，得到这本书的人会说“如获隋珠和璧之宝（得到这本书就像得到隋侯之珠和和氏
璧一般珍贵）”。一本书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其价值之高、影响之大，可见一斑。这本珍贵的书籍就是陈直所著的《养老奉亲书》。

《养老奉亲书》又名《奉亲养老书》《养老全书》，全书1卷，分上、下两籍，上籍16篇言老人食治之方，下籍13篇言老人医药之法、摄养之
道，末附“简妙老人备急方”23条，以备老人不时之需。《养老奉亲书》主要论述老年养生及防病治病的理论和方法，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老年
人的食疗方法和注意事项，主张医药扶持，重视顺时奉养，提倡精神摄养，为我国传统养生学和食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养老奉亲
书》具有以下特点。

您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说您与中医药的那些事，或
者写一写身边的中医药故事，推荐您喜爱的中医药书籍。

《读书时间》《我与中医》《养生堂》《中药传说》《中医学
说》《杏林撷萃》等栏目期待您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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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早春时分，梅花领先报春，
紧随其后的是迎春花，接下来铺
散在荒地枯叶间的阿拉伯婆婆
纳会开出星星一般蓝色的小
花。若不低头寻找，会忽略它清
新、娇弱的美。

阿拉伯婆婆纳原产于西亚、
欧洲一带，是入侵物种，我国首
次著录是1921年祁天锡所著的

《江苏植物名录》。中国大地上
也生活着它的近亲——婆婆纳，
同为玄参科婆婆纳属的草本植
物，只是婆婆纳花更小些，呈浅
粉红色。

婆婆纳的名字令人好奇，
有人说是因为它的小花密密集
集，像巧手婆婆纳的鞋底；也有
人说它在早春生机勃勃，不断
铺满赤裸的大地，像是祖母手
中密密麻麻的针脚，缝补着时
光 之 衣 ，缝 补 着 大 地 上 的 裂
口。婆婆纳又称狗卵草、双珠
草、双铜锤、双肾草等，均与它
的形状特点有关。

我国在明代已经有婆婆纳
这个称呼了。旧时采婆婆纳，
是民间抵御灾害的活动之一，
尤其在江淮地区。婆婆纳又称

“破破衲”，是一种野菜。明朝
《救荒本草》曰：“生田野中，苗
拓地生，叶最小，如小面花黡
儿，状类初生菊花芽，叶又团
边，微花如云头样，味甜。灾年
乏粮，夏历二月，采其茎叶，可
充饥。”食法：“采苗叶炸熟，水
浸淘净，油盐调食。”明王磐《野
菜谱》中有《采破破衲歌》：“破
破衲，不堪补。寒且饥，聊作
脯。饱暖时，不忘汝。”

婆婆纳分布于西北、华东、
华中、西南等地，全草入药，三四
月采收，晒干或鲜用。婆婆纳味
甘、淡，性凉，归肝、肾经，可补肾
强腰，解毒消肿，主治肾虚腰痛、
疝气、睾丸肿痛、妇女白带、痈肿
等。

（作者供职于永城市永煤集
团总医院）

医药广告在我国古代早已
出现，那时的药铺和诊所卖药十
分讲究市招。所谓市招，实际上
就是医药广告。

我国古代的医药广告兴起颇
早，其中以宋代最为突出。如《清
明上河图》中描绘的赵太丞家，治
病兼售生、熟药，门前竖起高出屋
檐的布制大路牌广告，突出介绍
各种中药丸、膏、丹治病的神奇作
用，信息传播甚广。当时京都汴
梁城中专售疝气药的李家药铺，

因为患者少，便请名匠刻制了一
头木牛作为市招，结果求药者络
绎不绝。南宋御医王继先，祖上
传下来一灵验丹方，名为“黑
虎”。王氏以“黑虎王家”作为市
招，名闻遐迩。宋饶州高姓，世售
风药，其商标为一个大力士手执
叉钩，牵一头黑漆木猪，人称“高
屠”。自竖立商标后，到他家求购
风药的患者不断增多。

其实，最有效的医药广告还
数给皇家治好病后，皇帝给的赏

赐。南宋临安的严某，坐堂行医
兼开小药铺，专治痢疾，但患者
不多。一次，恰好碰上宋孝宗患
痢疾久治不愈，严某应召入宫。
经过一番救治，宋孝宗康复了。
宋孝宗大喜，授其官为防御，又
赐以“金杵臼”。于是，严家打出

“金杵臼严防御”的市招，从此药
铺名声大振。还有一位妇科医
生陈沂，因为治好了康王赵构王
妃的病，康王赏赐“御前罗扇”。
陈氏子孙后来散布浙江各地，传
家宝物“御前罗扇”自然没法分
家，于是后世就在各自门前竖起
一把木制的大罗扇以为市招，

“大扇陈”在浙江绵延数百年而
不衰。与此类似的还有“金钟李
氏”，因治愈皇子肠痈，皇帝赐官
不做，却接受了所赐的“金钟”，
悬挂在门上。从此，“金钟李氏”
名噪数百年。还有一些药铺门
头上挂“悬壶”作为市招；儿科诊
所门前挂一个编织的“桃子”为
市招；江湖郎中身背“葫芦”，作
为行医的“招幌”等。

据史料记载，古人在卖药时
做的广告还是比较丰富的，除了
用牛、马、豹、鱼骨、海龙等形状
作为市招外，还用舞刀弄蛇、戏
猴犬、执虎撑作为市招，形式可
谓多种多样，效果也是比较好
的。这些医药广告到了元明清
以后就更加普遍了。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院）

老家的宅子里有一小片土地，只有几平方米大
小，我把它种上了山药。因为土地固定，土壤的选
择也无从谈起，且面积太小，深犁精耕不现实。我
只是在春天里用铁锹在地上挖几个坑，将山药的龙
头（山药根茎上端有芽的一截，学名为芦头）埋进去
而已。即便如此，10多天后，山药碧绿的细芽还是
从土壤里争先恐后地冒了出来，一个个亭亭玉立，
煞是可爱。

天气日渐变暖，山药藤也越长越长，需要给山
药搭架了。院子里有一棵枣树，这就是现成的山药
架。我找来几段绳子，一端拴在枣树的枝上，一端
和山药藤系在一起，这山药架就算搭好了。剩下的
就是山药沿着绳子往上长了。不几天的工夫，满院
一片青葱，甚至有的山药藤可以穿过细密的窗纱，
一直长到房间里面。

炎热的夏季，几场雷阵雨后，山药开花了。山
药花色泽洁白，但很小，花期也很短，如果不注意，

你可能根本发现不了。山药花刚刚枯萎，山药豆便成群结队地长
出来了。山药豆色泽如土豆，大的如蚕豆，一般的如黄豆，小的如
绿豆，密密麻麻，满藤都是。山药豆可以食用，煮稀饭的时候加进
去，吃起来还有一丝甜味。在从前的灾荒年月，山药豆是穷人的
救命粮，现在却用作猪饲料了。可能是我种植山药的土地过于坚
硬，所以山药豆结得特别多。山药豆的果期特别长，从夏天到冬
天，山药藤上满满的都是山药豆，直到山药藤枯萎。

山药豆原本叫作山药蛋，后来人们觉得这个名称不雅，改称声
音相近的山药豆。山药豆的学名为零余子，又名薯蓣果，也是一味
良好的药材，性味甘、平，归肾经，具有补虚、益肾、强腰的功效，用于
虚证的治疗。《本草拾遗》说：“（零余子）补虚，强腰脚，食之不饥。”

入冬以后，山药就到了收获的季节，但我用懒惰方法种植的
山药还太小，不能收获，还需要来年再整整生长一年，才可以收
获。第二年冬天，我刨开坚硬的土地，将整整生长了两年的山药
挖出来，喜悦的心情不言而喻。由于土地过于坚硬，我种的山药
虬屈盘旋，不像市面上出售的山药笔直修长，如铁棍一般。我种
的山药表面如蟾蜍皮一般凹凸不平，且布满须根，不像市面上出
售的山药表面光滑。但是，把我种植的山药洗净，刮去表皮，放到
锅里蒸熟，味道却非常甘美，是市面上所售山药不能比拟的。

杏花古称“二月花”，故农
历二月又称“杏月”。在众多
奇花异卉还在“吹面不寒杨柳
风”里酣眠的时候，杏花已经

“暖气潜催次第春，梅花已谢
杏花新”，蔓延成“沾衣欲湿杏
花雨”的景象。它是春天的使
者，早早地把春的消息传遍大
地山川。

杏花不仅令人赏心悦目，
还是美颜、保健养生佳品。杏
花具有补中益气、祛风通络的
作用，可营养肌肤，祛除粉痘。
宋代《太平圣惠方》中有以杏
花、桃花洗面治斑点的记载。古
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据传
是“二月花神”，特别钟爱杏花。
明代的《鲁府秘方》记载了她的
美容秘方“杨太真红玉膏”，就是
采摘新鲜杏花加滑石、轻粉蒸
后，再入少许冰片、麝香、鸡蛋清
调制而成，早晚洗面后敷之，“令
面 红 润 悦 泽 ，旬 日 后 色 如 红
玉”。杏花亦可食补养颜，将其
与薏米杂粮熬粥食用，可预防
粉刺和黑斑的产生，久食会使
肌肤光彩照人。

杏子的果肉甜软宜人，但
苦杏仁却难以下咽。不过，苦
杏仁的营养价值很高，它含有
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有益于
心脏健康；含有维生素E等抗氧
化物质，能预防疾病和早衰。

苦杏仁有毒，需要水浸或炒熟
后食用，取少量可用来做粥、
饼、面包，还能搭配其他佐料制
成美味菜肴。据《神农本草经》

《名医别录》《本草纲目》等医书
记载，苦杏仁可以降气止咳平
喘、润肠通便、抗炎镇痛。因为
苦杏仁毒性较大，一般用量都
很小，且多是作为一味辅助中
药。

相传三国时期，吴国有个
医生叫董奉，医术高超，与当时
的华佗、张仲景齐名。董奉隐
居于江西庐山，常年坚持为人
看病，却从不收取报酬，只要求
在他医所附近的山坡上栽种杏
树。得重病的人痊愈后，就让
家人种植 5 棵杏树；病情较轻
的人痊愈后，种植一棵杏树。
这样若干年之后，杏树成林。
杏子成熟后，董奉又将杏子变
卖成粮食，用以救助周围的贫
苦百姓和南来北往的饥民。董
奉这种行医济世的高尚行为，
受到了百姓的普遍敬仰。人们
在董奉隐居处修建了杏坛、真
人坛、报仙坛，以纪念董奉。从
此，“杏林”便成为中华医药的
代名词。人们爱用“杏林春暖”

“誉满杏林”“杏林妙术”等词
句，赞美像董奉一样德高艺精
的好医生。

（刘琪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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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奉亲书》
对传统养生学和食疗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黄新生

强调食疗的重要性

饮食调治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弥补后天。对于老年人来说，饮食调治尤为重要。

提出饮食调治的基本要求

即“老人之食，大抵宜温热熟软，忌其黏硬生冷”“暮夜之食不可令饱，阴雾晦暝不可令饥”等。

书中的食物形式多种多样

食品类有粥、羹等6种，饮料类有汤、饮等6种，菜肴类有脍、腌等4种。

膳食制作讲究五味调和

书中详细介绍了各种膳食的制作方法，在膳食中常常加入各种调味之品，使药膳既美味可口，又能调畅气机，保持疗
效。

加工膳食讲究火候

在加工之时，不同的食物还要注意使用不同的烹饪方法和火候。

注意食物的忌口事项

如食治老人消渴消中、饮食不足、五脏干枯的芦根饮子，饮用治病时要忌咸食、炙肉、熟面等。

注重不同季节的食疗养生特点

如春主发生，肝气较旺，饮食上宜减酸增甘，以养脾气，易伤脾胃的生冷、肥腻、黏滞之物不宜过多食用。

子女对老年人的护理要亲力亲为

百善孝为先，“凡百饮食，必在人子躬亲调治，无纵婢使慢
其所食”。子女还要懂得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养护的注意事项，
正所谓“为人子者，深宜体悉，此养老人之大要也”。

要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护理

针对老年人的精神特点，强调对老年人，要注意其精神摄
养，使其保持清静、乐观、坚强、开朗，特别要注意防止和避免强
烈的精神刺激。做子女的要了解老人的喜好，应当尽力满足老
人的喜好，使老人保持愉悦的心情。

要注重老年人护理的细节

老年人肾气衰亏，体力下降，或兼有疾病者，更是需要子女
的关心爱护。“凡行住坐卧，宴处起居，皆须巧立制度，以助娱
乐”。寝寐床榻不要过高，最好三面设屏，以防风邪；枕头要低
长，以菊花充实。

要注重不同季节的老年人护理

老年人气弱骨疏，春季不宜骤减棉衣，夏季纳凉要选择位
置并注意防风，秋季应该调整情绪忘记忧思，冬季要避免感受
寒邪。

陈直认为，常得虚阳气存为养
老之先。他指出：“老人真气已衰，
此得虚阳气盛，充于机体，则两手
脉大，饮食倍进，双脸常红，精神强
健，此皆虚阳气所助也。”陈直提出
了“养气七法”：不要多说话，说话
太多会耗真气；节制色欲以养精；
不要贪口舌之欲；咽津液以养肾
气；节制怒气以养肝气；饮食有节
可养胃气；宁静淡泊以养心气。

一是针对老年人的特殊体
质，不可乱投汤药，要对药品的种
类、性质、效力、毒性进行全面考
虑、合理选择。二是要关注给老
年人治病的治法选择和预期疗
效，老年人治病很难做到一药投
之、诸病尽愈，要抓住不同时期的
矛盾，逐个击破。三是关注老年
人用药的剂量和疗程。

第一，论述食疗对老年人养生的重要性

《养老奉亲书》的232首方剂
中就有 162 首食疗方，占 69.8%。
上籍16篇全部为食治之方，以食
物养老益气，治眼部疾病、五劳七
伤、脾胃气弱、泻痢、水气、喘嗽、
诸淋、噎塞、冷气、诸痔等，其食治
范围可谓广泛。

第四，护理对老年人养生至关重要

第三，指出养气应在养生
之前

第二，强调老年人养生要
有医药扶持

《养老奉亲书》理法完备，用法简便，切合实际，凡《养老奉亲书》之所论，后世医家和养生家无不争相引用。元代邹铉让家中老人
依据书中所论来进行摄生调养，结果他的高祖、叔祖和母亲均高寿，其本人在年逾古稀之时仍然十分健康。邹铉对陈直尊崇备至，自
号“敬直老人”，并将《养老奉亲书》增补为4卷，改为《寿亲养老新书》。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生委）

书中将对老年人的护理和孝顺联系在一起，具有重
要的意义。

我与中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