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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之最

■中药传说

宋代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在王安石变
法期间，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都城汴梁（开
封）设立了“熟药所”，也称“修合卖药所”，隶
属太医局。这是我国最早由政府开办的向
民间售药的机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
局。

宋代“熟药所”的组织机构相当完整，从药
材的收购、检验、管理、药物炮制、配制，到监督
成药的制造、出售，均安排专门部门和专人负
责。“熟药所”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和剂
局”，另一部分叫“药材所”或“收买药材所”。

“和剂局”的职责是管理制作药物制剂的，把固
定的方剂制成各种剂型，如丹剂、膏剂、丸剂、
散剂等，由国家出售，不许其他机构或个人私
自制作，并设有监官文武各1人。“药材所”是
专管收购药材、检验其真伪、鉴别其优劣的机
构。另外，为了对“熟药所”进行管理，还建立
了很多制度，如规定夜间要轮流值班，遇到有
急病不立即卖药的要给予“杖一百”的处罚；对
陈损旧药要及时予以毁弃等。

当时的“熟药所”对制药已有了统一的标
准。在宋代以前，我国药物剂型仍以汤药为
主。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曾说过：“古方用汤
最多，用丸散者殊少。”到了宋代，药物剂型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汤剂不占主要地位，丸剂、
丹剂、散剂等受到人们的重视，“熟药所”也主
要经营丹剂、膏剂、丸剂、散剂等中成药。中
成药由于服用、携带方便，深受医生和患者的
欢迎，因此“熟药所”生意兴隆，仅在初创的第一年就获利
2.5 万缗（缗，指成串的铜钱，每串 1000 文），约得 1 倍的利
润。这种“熟药所”发展很快，到崇宁二年（1103 年），汴梁
城内的“熟药所”已增加到 7 所，利润也从原来的 2.5 万缗
猛增到每年 40 万缗。之后，“熟药所”便逐渐扩展到全国
各地。“熟药所”的名称也不断更改，政和四年（1114 年）改
为“医药惠民局”，绍兴十八年（1148 年）改为“太平恵民
局”。

宋代“熟药所”的设立，对于保障人们身体健康，统一成
药规格，防止出售假药、劣药，确保药物质量和防治传染病
流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熟药所”还在总结前人
制药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提高制药方法及技术，使宋
代配制中成药的技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对我国中成药的
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熟药所”所创制的许多有名
的中成药，如苏合香丸、紫雪丹、至宝丹等，至今仍然具有良
好的治疗效果。 （倪世俊）

颜郎中还是个思想家颜郎中还是个思想家
□□黄新生黄新生

“博野颜元，生于穷乡，育于异姓，饱
更忧患，坚苦卓绝。其所树的旗号曰‘复
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

——梁启超

“以言夫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
习斋要为巨擘矣。其气魄之深沉，识解
之毅决，盖有非南方学者如梨洲（黄宗
羲）、船山（王夫之）、亭林（顾炎武）诸人
所及者。”

——钱 穆

被梁启超和钱穆如此高度赞许的这
个人叫颜元，颜元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
最有批判精神和创造思想的著名教育家
之一。颜元把批判与创造有机结合为一
体，并以深刻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锋揭
露、批判了宋明理学“以理杀人”的本质，
被时人称“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
年不敢下之笔”。但是，如果你穿越到明
末清初，和颜元成为邻居，你就会发现，
终其一生，他就是一个为人看病的乡野
郎中。

颜元，清初儒家、思想家、教育家，颜
李学派创始人，字易直、浑然，号习斋，直
隶博野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颜元
的父亲是蠡县小官吏朱九祚的养子。
1635年，颜元在朱九祚家出生。颜元4岁
时，皇太极进犯京师，颜元的父亲被清兵
掳去。颜元12岁时，他的母亲王氏改嫁，
留下他孤身一人在朱家。此后，颜元便
由朱九祚抚养成人。

颜元8岁时，朱九祚将他送到吴洞云
的私塾里启蒙。吴洞云不是一个书呆
子，他善骑射、剑戟，关心国事，同时也擅
长医术和术数。这使颜元从小便受到与
众不同的教育。后来，颜元医术精湛、武
功高强，都和吴洞云的早期教育有莫大
关系。

颜元19岁时考中秀才，但他没来得
及高兴，因为他的养祖父朱九祚被人诬

陷，远逃他乡，官府便抓颜元进监狱顶
罪。在监狱里，颜元读书习文如故。颜
元从监狱出来时，家道早已中落，他便以
耕田为生，“耕田灌园，劳苦淬砺。初食
薯秫如蒺藜，后甘之，体益丰，见者不以
为贫也”。尽管颜元辛勤耕作、省吃俭
用，但家中仍旧是入不敷出。为了解决
家中的经济问题，颜元想到了医学。

颜元22岁时，他重新拿起医书开始
学医。俗话说“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更
何况颜元还有很好的医学根基。

颜元24岁时，已经可以独立为患者
诊疗疾病，家中的经济危机也得以缓
解。“从事医学，可以养亲、养身。为年凶
家贫，生待养、死待奠，强颜应聘为医人，
相地矣！”颜元如此说。

颜元 34 岁时，他的养祖母去世了。
他恪守朱子家礼，尺寸不敢违，连病带
饿，几乎致死。这时，有人对颜元说出了
他的身世。颜元这才知道自己的养孙身
份，但感念朱家的养育之恩，直到养祖父
朱九祚去世后，他才回乡归宗。

回到家乡后，颜元决定到辽东寻找
被清兵掳去的父亲。由于家中贫穷，没
有盘缠，颜元手摇铃铛，沿途靠行医为
生。他一路寻到沈阳，才知道父亲早已
去世，遂招魂奉主而归。这次关外之
行，颜元的另一大收获就是他的精湛医
术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他的名声也越
来越大。“医术渐行，声气渐通，乃知圣
人之道绝传矣”。这一年，颜元已经51岁
了。

从辽东归来后，颜元自叹：“苍生休
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
乎！”于是他告别亲友，南游中州，行程
1000余公里，拜访河南诸儒，所花费用仍
旧是沿途行医所得。在河南商水大侠李
子青家中，李子青见颜元佩一短刀，便离
座为他演诸家拳法。颜元笑曰：“如此可
与君一试。”两人遂折竹为刀，对舞不数
合，颜元击中李子青手腕。李子青大惊

曰：“技至此乎！”这一年，颜元57岁。通
过游历，他逐步成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
和武术家。而支撑颜元游历的，正是他
的医术，后人因此也把颜元归入武医一
类。

颜元医术精湛。作为一个思想家，
他对中医的认识也颇有见地。

颜元对命门理论非常重视。颜元
说：“况《医贯》一卷，翁之所手抄也，赐书
一纸，翁之所手寄也。”《医贯》是明末医
学家赵献可的代表作。赵献可创立命门
理论，认为命门为人身之大主，强调命门
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阐
发肾命水火的关系，并将其广泛应用于
临证，不仅从其一般辨证规律进行施
治，而且注意从肾命水火亏虚方面进行
分析，广泛使用六味、八味诸方，为治疗
以上疾病提供了有益经验。颜元在对
疾病的论述中也多次提到“省精”“省
气”“真阴”“真阳”“相火”“君火”等概
念。

颜元对临床实践非常重视。受宋儒
思想影响，宋代以后，中医逐渐出现了重
视学术理论，轻视实践操作的倾向。颜
元认为：“疗疾救世，必诊脉、制药、针灸、
摩砭为之力也。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
脉、药饵、针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
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
之为医也。”重视实际操作和疗效，是颜
元“医术渐行”的根本原因。

穷乡异姓，艰苦卓绝尝忧患；振聋发
聩，二千年间巨擘人。风餐露宿，手摇
铃铛售药饵；耕田灌园，为济世穷强为
医。肾命水火，临床辨证通《医贯》；经
世致用，综合治疗疗效高。在明末清初
的乱世之中，乡野郎中颜元走出了自己
不 一 样 的 人
生。

（作者供
职 于 武 陟 县
卫生计生委）

春夏之交话养生春夏之交话养生
□□郭致远郭致远

桃花，红中透白、白中映红，红白相衬，十分娇艳。桃花
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形象很好，古人常借其吟诗、作画、撰
文等，更把爱恋的情愫寄托于桃花，使之成为爱情的象征。

相传唐代有一位叫崔护的书生，在一次春游时，他看到
前方一户人家的家门口有一株盛开的桃花树，树下站着一
位美丽的姑娘。崔护因为口干舌燥，便向姑娘讨了一碗水
喝。他很想感谢这位姑娘，但因萍水相逢，不好意思对姑娘
说，便怅然离去。

第二年春天，崔护又来到这里，心想这次见到姑娘一定
要对她说些感谢之类的话，哪知她家大门紧锁。崔护便在姑
娘家的门上写了一首《题都城南庄》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姑娘
外出回来后见门上写有诗句，读完后也对写诗的人心生爱恋
之意。时隔不久，崔护再次探访，这次终于见到心仪的姑娘，
说出他想要说的话和心意。最终，俩人喜结连理。

桃花为蔷薇科植物，桃或山桃的干燥花，春季开花时采
摘。我国大部分地区均有种植。

《本草纲目》记载：“桃花味苦、性平、无毒。”中医认为，
桃花味甘、辛，性微温，入心肺、大肠经，具有活血行瘀、润燥
滑肠、祛病美容等功效，治疗妇女痛经、闭经、瘀血、腹痛，可
配伍当归、红花、桃仁、赤芍；治疗大便秘涩，可配伍滑石、冬
葵子、槟榔；祛湿化痰、活血祛瘀，可配伍冬瓜仁、橘皮、茯
苓、薏苡仁等。桃花不仅可以药用，还是美容之佳品。可将
新鲜桃花捣烂，取汁涂于面部按摩，或用干桃花粉与蜂蜜调
匀涂面部，10分钟后洗净。桃花中的营养物质可滋润皮肤，
改变面部细胞的活力，从而达到面色红润、皮肤润泽光洁、
富有弹性的美容效果。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桃花含有山萘酚、胡萝卜素、维生
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C、维生素E、烟酸、优质蛋白质、脂
肪、纤维素等多种物质。这些物质能扩张血管、疏通脉络、
润泽肌肤、改善血液循环和促进皮肤吸收营养等，其中山萘
酚有较好的美容护肤作用。（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院）

桃桃 花花
□□李李爱军爱军

■养生堂

春夏之交，温差变化大。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的专家提醒，心

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胃肠病、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特别容易找上门来。学会正确的“春捂”，帮你

把疾病挡在外面。

警惕心脑血管疾病
每年“倒春寒”时，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脑梗

死、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意外发生率都会迎来一
个高峰。

心血管科（心病科）主任王守富 由于天气干燥，
人体消耗水分多，容易导致血液黏稠，血流速度减
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出现脑梗死、脑卒中，与气温
骤降密切相关。平时应注意有无憋气、胸闷、心前区
疼痛、心慌、脉搏异常及喉阻塞等症状，一旦有部分肢
体活动不灵、麻木、不能说话、眩晕、晕厥、头疼、呕吐、
昏睡、双目失明、走路不稳，应立即就医或拨打急救电
话。

脑病科主任赵京伟 首先，应加强药物的控制，禁
止醉酒，主动戒烟，要低盐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
吃油脂高的食物，可以吃鸡肉、鱼肉（鱼肉可降低胆
固醇）。其次，春季锻炼不宜过早，更不要突然大幅
运动，不然很可能会引起神经兴奋性突然增高。再
次，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控制血脂和血压也是很
关键的。

呼吸道疾病重在防
春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老年人和儿

童免疫力低，很容易感冒，甚至引起咳嗽、胸
闷、哮喘等。患有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容易病情反复或加重。

呼吸科（肺病科）主任张明利 首先，要多
喝水，让鼻黏膜保持湿润，有效抵御病毒和细
菌的入侵，同时不吸烟、不喝酒、不食辛辣食
物，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其次，注意保暖，中
医讲“肺主皮毛”，春季早晚温差大，如果骤然
减去太多衣物，皮毛不固，易降低免疫力，使病
原体侵入，所以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
减衣服。再次，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此时人的各个器官、组织、细胞新陈代谢旺盛，
正是运动的好时机。

胃肠病患者严把“入口”关
天气忽热忽冷易导致胃肠病。因为随着气

温的变化，冷空气会刺激胃肠，加上食用生冷食
物加重胃肠负担，影响胃酸分泌和胃部血液循
环，从而引发急性胃痉挛、胃肠炎等，加重胃溃
疡等原先患有的胃肠道疾病。

肝胆脾胃科主任侯留法 胃肠主管人体的
消化，注意严把“入口”关。气温骤降，有胃病的
人要注意保暖，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防
止腹部受凉。在饮食上要注意暖胃、养胃，多喝
热水，少吃冷食，按时吃饭。运动要适量，起居宜
规律。有胃肠病的人怕冷，所以喜进补，但是人
本身的燥、热、湿、寒各有不同，进补不当反而加
重胃肠负担。总之，应以素食为主，清淡饮食。

美丽“冻”人不可取
春季的午后气温较高，大街上经常可以

见到露脚踝、穿裙装和丝袜的人，他们往往不
注意傍晚温度骤降后的防寒。因此，越来越
多的人患上了关节炎，不少人出现膝盖酸痛、
上下楼疼痛加重，关节甚至出现“嘎吱”声等，
这是膝关节炎的典型症状。受凉、受寒是膝
关节骨关节炎的发病诱因。

疼痛风湿科主任薛爱荣 应根据天气变
化增减衣物，注意膝关节保暖，不要让膝部受
寒。有关节炎症状的人，晚上睡觉前、洗澡
时用热水擦洗，多用热水泡脚，用热水敷膝
关节。有老年类风湿关节炎者，要知道高
热量、高蛋白、高脂肪饮食是类风湿关节炎
重要的增恶因子。运动量应在能耐受疼痛
的范围内，一般以运动后第二天不感觉疲
劳为宜。

向春季婴幼儿常见病说“不”
春季天气变化大，婴幼儿的免疫系统没有完全发

育成熟，因此更容易患呼吸道疾病（肺炎、咳嗽等）、肠
道疾病（手足口病等）、传染性疾病（水痘、流行性腮腺
炎等）。

儿科主任高雅 婴幼儿肺炎的症状不如成年人
典型，容易与感冒等疾病混淆。患儿患流行性腮腺
炎、腮腺部肿痛，发病时不一定伴有发热。如果有
高热不退、呕吐频繁、头疼、精神萎靡等症状，要警
惕并发脑膜炎。应及时去医院治疗，以免延误治疗
时机。除了药物治疗外，还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防止病毒通过眼泪、鼻涕、口水等分泌物进一步
传播。

中医教你科学“春捂”
“春捂秋冻、不生杂病”是一条保健养生防

病谚语，是人们维护身体健康的经验，有一定的
科学道理。

内科副主任医师韩伟锋“寒从足下生”，春
季防寒要注意保护好头和脚。尤其是老年人，
若过早摘掉帽子和围巾，易受风寒侵袭，导致风
寒感冒和颈椎病加重。由于人体下半部血液循
环比上半部血液循环差，故寒多自下而生，因此
春季穿衣应注意“下厚上薄”。当然，如何“捂”，
依个人体质而有所不同：老年人、儿童或体质偏
寒者可多“捂”几天，体热的人则可少“捂”几
天。气温在15摄氏度是一个临界值，低于15摄
氏度时，最好继续“忍受”一下厚重衣物带来的
不便；当超过15摄氏度时，则可以考虑脱点衣服
了。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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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颜元（（16351635～～17041704 年年），），清初思想清初思想
家家、、教育家教育家，，颜李学派创始人颜李学派创始人。。一生以一生以
行医行医、、教学为业教学为业，，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
的教育思想的教育思想；；主张主张““习动习动”“”“实学实学”“”“习习
行行”“”“致用致用””并重并重，，亦即德育亦即德育、、智育智育、、体体
育三者并重育三者并重；；主张培养文武兼备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经经
世致用的人材世致用的人材。。猛烈抨击宋明理学家猛烈抨击宋明理学家

““穷理居敬穷理居敬”“”“静坐冥想静坐冥想””的主张的主张。。其其
主要著述为主要著述为《《四存编四存编》》

《《习斋记余习斋记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