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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传说

早晨散步的时候，看到一种
蛰居了一冬后却迅速成长为绿
瀑布般的植物，着实让我有些好
奇，上网查，方知其名——垂盆
草。

垂盆草虽说和佛甲草同属
景天科，但佛甲草茎枝向上，垂
盆草则是向下生长，茎节上可
见纤细的不定根。垂盆草栽培
或野生在山坡岩石上，我国南
北均有分布。垂盆草不仅是一
种可以用来栽培观赏的绿色植
物，还是一种可以入药治疗多
种疾病的中药材，甚至有些地
区会把垂盆草腌制成咸菜食
用。

相传商朝初年，某地涝灾过
后，众乡邻饥不择食，以腐烂动
物、植物果腹，继而染病，相互
传播，一时恶骨遍野，坟冢满山
坡。

当时的宰相伊尹被后人称
为中华厨祖，他精通医学，从煲
汤中得到启发，发现把几种药草
混放在一起煎煮后可以调和药
性，增加疗效。他是中药汤剂创
始人。

一日，伊尹偶闻此地生有巨
蟾，体硕额阔，遂随踪寻访，登
上山岭，竟见一片凄惨之况，大
为吃惊。他向乡民打听，才知

恶疾肆意，没有良方，大家只能
坐以待毙。他再观余人，皆面色
苍黄，身体肿胀，无精打采，遂铺
摊把诊，断为肝病，继以汤药调
治，均不见起色。几日后，他亦
被传染，病情日趋严重。众人束
手无策，无奈散去，丢下伊尹一
人于岩洞里。

次日凌晨，旭日东升，岩洞
外数只巨蟾，目暴腮鼓，蹬卧于
山岩，守护周围的绿色叶草。
但见其草匍匐延伸，三叶轮生，
叶小形垂，状似鼠牙，肥硕翠
嫩，秀色可餐。此时，伊尹虽腹
胀，但忍不住驱走巨蟾，拽几株
叶草放入口中咀嚼，顿时舌间
生涎，一股清新气息直冲咽喉，
精神为之一振，遂配以茵陈等
制成汤剂，服下观效。半晌下
来，他竟毒解热清、肿消尿畅。
几日后，他胀腹渐消，病体竟然
康复，遂以此汤剂施于患民，皆
见效。因其叶草与半枝莲形
似，为便于区分，伊尹以此草形
垂，名其垂盆草。

垂盆草药用可清热解毒、利
湿退黄。它可治痈肿、带状疱
疹、毒蛇咬伤、烫伤、烧伤，也是
治疗肝炎的有效药物。

（作者供职于永煤集团总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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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老在安徽出生，但是对河南中
医药文化情有独钟。他在书中写道：

“促使我下决心进行中原文化专题研
究的直接原因，则是20世纪90年代
后期，一些人对河南以及河南人的误
解和歧视。”这是一种十分现实的写
作初衷，带有一种不服气、匡扶正义
的心思，也带有一种寻找文化尊重的
味道，而这个味道也正是如今中医药
发展急需的力量。

中医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同疾
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
的瑰宝。多年来，在这条战线上，一
代代名医大家战斗不息，通过自己
的努力延续着中医药的血脉。鸦片
战争后，随着西方医学的渗入，加之
一些西化学者的打压限制，中医发

展困难重重。如今，中医药事业发
展迎来了春天，中医临床、科研、教
学、管理、文化、产业等取得了很大
发展，但是文化不自信依旧存在。
关于中医是否科学、是否有效的争
论此起彼伏。

中医要 搞 好 ，必 须 有 文 化 自
信。笔者认为，中医药界普遍存在
着“文化符号感弱化、缺乏自信、内
心焦虑”的现象，这一问题如何解
决？许老通过他的精神风貌、辛勤
工作和辉煌成果给出了答案：一要
有不服输的精神，只要是优秀的文
化，就要努力地争取文化的主导权
和话语权。二要充满自信，不服
老、不避老、不倚老卖老，要敢于像
年轻人一样去工作，树立坚定的文

化自信。三要有文化成果，要深入
研究，提炼文化内涵，形成成果后
才能以理服人。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了“四个自信”，而文化自信是
中华民族血脉流淌不息的动力源
泉，中医要自强就要从文化自信
开始。

鸡声灯影，寝馈不辍；星霜屡移，
甘苦自知。笔者合起书本，回味许
老在捐赠仪式上结束发言时“死而
无憾”的感慨，感动不已。在这个物
欲横流、浮躁不安的社会，能不能沉
下心来做学问是对欲望的考验，许
老做到了。他的新作，犹如文化研
究的灯塔，为后来者指引了前进的
方向。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宗族情怀和根文
化思想，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也是炎黄
子孙，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归乡认宗的情
结。想必这也是许老探寻中医文化根源
的初衷之一。许老作为一名安徽人，在
河南生活时能够对河南的文化进行深入
研究，并上升到对中原医学文化根文化
的认识境界，不能不说是非凡之举。这
一切都来自他深刻的学术研究，来自他
对文化符号的追踪和考证，也来自他实
事求是的精神品质。

《中医药文化寻源》共分为 6 个章
节，共计 53 万字，由河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书中从中原中医药文化总论、
中医药文化中原寻源、中原名医文化遗
迹考察记、中原药都文化及药商文化遗
迹考察记、中原特色医药文化遗迹考察
记、开封大宋医药文化成就及遗迹 6 个
方面进行了论述，详细阐述了中医药文
化、中原医学文化和河南中医药文化的
关系和渊源，提出了河南中医药文化根
文化的思想，这也是中医药文化寻根的
有力著作。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在古代华夏文
明的发展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引领着
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医文化对中华
文明的形成以及文明历程的推动，对中华
民族精神的构建和传承，对于中国社会经
济的发展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为了
阐述河南中医药文化根文化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中医药文化寻源》从中医药历史
脉络梳理开始，系统阐述了中医药文化在
河南生根发芽、发展成熟，以及随着历史
发展和环境变迁而变化的历程。这些实
践、文献研究以及理论观点的提出，推动
了中医药文化的根源研究，是中医药文
化根源研究的重要成果。

光靠理论的阐述是不完美的，光
靠文献的整理是不充分的，光靠振臂高
呼是没有力量的，作为一名专门从事古
文化研究的学者，许老坚持言必有理，
实事求是。为了进一步阐述中原文化
的根文化观点，许老进行了一场历时近
10年的文化渊源的考证和研究，开启了
他研究中医文化的文化苦旅。

有人说，“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
史”。河南的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
光辉灿烂，但是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文化可以是一种符号、一种精神，也

可以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而所有的精
神符号又必须依赖于物质载体。为
了更好地找寻文化的存在，挖掘第一
手资料，许老带领研究团队跋山涉
水，对中原中医药遗迹和文物进行了
广泛的田野考察，深入研究了河南文
化遗迹考察和文化寻源，同时对在河
南出生以及在河南活动的名医及其
著作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挖掘、整理，
至今已经出版了17部著作。《中医药
文化寻源》的出版，无疑又增加了河
南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分量！

实地考察辛苦且有一定危险
性。2013年4月，许老和课题组人员
前往洛阳洛宁深山考察“洛书出处”
遗址，竟然在悬崖遇险，所幸深夜被
当地群众救出。更鲜为人知的是，许
老是一名肿瘤患者，本来退休以后可
以在家养病，享受天伦之乐，但他却
选择了在这场文化苦旅中自我修
行。许老见多识广、博古通今，能与
少林寺方丈沟通无极限，谈经论典。
如此苦中作乐，这种境界更是常人难
以企及的！

■读书时间

中医必须重视文化根源中医必须重视文化根源
——读许敬生《中医药文化寻源》新作有感

□孟长海

之前，许敬生老师邀请我参加他的新作《中医药文化寻源》发布和捐赠
仪式。许老是国内中医药文化、医古文、中医文献学方面的大师，是河南中
医的一张名片。几年来，许老带领研究团队，不辞辛苦地探寻中医文化痕
迹，今有力作出版，令人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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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必须有文化自信

中医文化根源研究是苦差事

独特手法辅以橡皮锤，治疗

效果明显

55岁的患者李兵（化名），由于劳累
过度，患上了腰痛的毛病，起初腰痛时
卧床休息几天就能缓解，后来逐渐加
重，腰就像断了一样，两腿发麻发沉，最
严重的时候，腰部酸痛得使他睡不着
觉。他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腰椎骨质增

生、腰椎间盘 L4-5、L5-S1 突出，还伴
有椎管狭窄，医生建议做腰部微创手
术。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李兵准备第二
天做手术。没想到，当天下午 3 点多，
一位来看望李兵的亲戚说，有位叫郑幸
花的医生，有治疗腰椎病的绝活，收费
也低，就在西城门的颈肩腰腿痛门诊，
让他去试试。

抱着一线希望，李兵和家人来到了
郑幸花的门诊部。问诊及查体后，郑
幸花说：“虽然很严重，但可以试一
试。要是今天晚上 10 点前轻的话，就
可以接着治疗，否则明天立即回去做
手术。”

不同于推拿按摩常见的手指发力，
郑幸花推拿主要靠拇指及指肚发力，拇
指按压穴位时，是弯曲着，可称之为“跪
指法”，外加一把老师送给她的橡皮锤，
配合着拇指发力进行敲打。这套手法
是郑幸花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独特手
法，指力接触面积小，不损伤肌肉，精准

发力。凭借过硬的技术，郑幸花可以让
一般颈肩腰腿痛三五分钟就能减轻，20
分钟就可以大幅缓解剧痛，在群众中享
有很好的口碑。

正是郑幸花短短半小时的推拿手
法治疗，彻底改变了李兵的生活。当天
晚上9点多，李兵就觉得腰部疼痛明显
减轻，能自己伸腿了；晚上 11 点多，下
肢麻木感也有所减轻，腿也能伸屈了，
有种经络被打通的感觉。

第二天早上6点多，李兵的儿子发
现父亲不在病床上，慌忙去找，发现父亲
在诊所的二楼上站着。李兵说：“今天早
上醒来，感觉腰腿都轻松很多，发现自己
可以起来走路了，而且也不怎么痛了。
好几晚没有睡得这么香了。”

应患者所需把门诊发展成医

院，不后悔但很累

像李兵这样的患者，郑幸花治愈了
很多。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没啥

大的抱负，只想把来找我的每一位患者
都治好。”

这些年来，郑幸花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在治疗过程中用心琢磨、感悟，并
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将疗法不断
改进。

2017 年 10 月，38 岁的李女士早上
洗完头发弯着腰时，打了个喷嚏，整个
腰部突然就直不起来了。李女士不能
坐、不能躺，半弯着腰无法走路，痛得直
哭，家人带她到郑幸花这里。郑幸花根
据病情为李女士进行了手法推拿治
疗。第二天，李女士能趴在床上，也不
痛了。第三天，李女士自己能下床走
路和买饭了……

找郑幸花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很
多患者说：“郑大夫，您技术这么好，
为啥不办一个专科医院？这样我们
就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了……”说的
人多了，郑幸花心动了。2011 年，医
疗机构办证审批权限下放到市（县），
郑幸花递交了医院申请。没多久，新

密永生中医院的注册手续就批下来
了。

2011年9月，有40张床位的新密永
生中医院正式开诊。郑幸花更忙了，坐
诊看病、管理医院，还要带徒弟。自医
院开诊以来，郑幸花几乎吃住都在医
院。问她最大的感受，她说：“累，非常
累。医院开诊6年多来，我基本上没有
离开过医院。”前年春节，郑幸花难得
在除夕回家吃饺子。她的小孙女说：

“奶奶，您不是老住在医院吗？叫您也
不回来，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啦？”说起
自己办医院的辛劳时，郑幸花的眼睛
有些湿润。

平常心助困——既然知道

了，能帮一点儿是一点儿

作为医院的核心人物，很多患者
都是奔着郑幸花的技术和医德来的。
她视患者为亲人，有时来不及吃饭也
要为患者治疗；遇到家庭困难的患者，

尽力去帮助他们，还为他们减免医疗
费。

郑幸花招聘员工也很独特，不看学
历看人品。她说：“人品好，就能对患者
好，技术将来也差不到哪儿去。”对于自
己的技术，她也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医
院的治疗师和弟子。

2017年5月，一位70岁的脑梗死后
遗症患者，行动不便，家庭极度贫困。
在诊疗中，郑幸花得知患者家庭情况
后，不仅免除了患者的医疗费，还给患
者送去了新被子、新衣服以及 3000 多
元的生活必需品。郑幸花还把自己的
退休金取出来，给患者家里买了1台全
自动洗衣机。

牛店的一位贫困患者来医院看
病。郑幸花得知患者女儿的学费还
没有着落时，二话没说，悄悄把小女
孩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给她 2000 元
缴学费。郑幸花说：“不知道就算了，
既然知道了，我能帮一点儿是一点
儿。”

郑幸花：不善言辞，靠推拿实力“说话”
本报记者 杨 须 通讯员 刘 馨

东汉末年，烽火连天，瘟疫盛行，哀鸿
遍野，有一位品学兼优的人，感往昔之沦
丧，伤横夭之莫救，化悲痛为行动，勤求
古训，博采众方，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
中总结，学验俱丰时，为后人留下了一部
医学大论《伤寒杂病论》，他就是医圣张
仲景。《伤寒杂病论》配伍严谨巧妙，被后
世医家尊为涅槃。就连大家恐惧的流
感，凡得医圣之理术者，众多高热患者一
两剂药而愈，让中国医学再次找到民族
自信。

2018年3月5日，戊戌年正月十八，惊
蛰吉旦，适逢医圣张仲景诞辰 1868 周年。

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河南省中医管理局
和南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仲景书院
开始了第六次集训。仲景书院的学子们
由班主任岳林老师带领，前往医圣祠拜
谒。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天虽不亮，
祠内已香火缭绕，祈求健康平安的百姓早
已云集医圣祠，或祈福，或还愿，或感激。
清扫医圣祠的谢师傅讲述了自己祈求医圣
治病的故事，病愈后选择了坚守医圣祠以
报答医圣的恩情。

仲景书院的学子们在医圣祠馆长刘海
燕的主持下，击鼓鸣锣，宣告天地；唱医圣

颂、敬献花、敬香、拜读祭文……拜谒仪式
和庄严的行为震撼了大家的心灵。大医担
当、济世救民的心愿和践行，中医药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在这瞬间有了答案。

圣德昭日月，天公作美，日月同辉，惊
蛰无雷胜有雷。谁说中医没有群众基
础？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大家对医圣的
敬仰。

仲景书院的学子们，怎样才能成为百
姓可托福和信赖的大国医呢？应学经方，
用经方，弘扬经方，发展经方，日新其德，砥
砺志坚，莫负春光，做好分内事。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坐着谈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何如起来行
——仲景书院学子拜谒医圣祠有感仲景书院学子拜谒医圣祠有感

□□吕沛宛吕沛宛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郑幸花：新密永生中

医院创始人，高级按摩

师；师从李丙戌教授；擅

长颈椎病、腰椎病、膝关

节炎等颈肩腰腿痛疾病

的治疗，尤其对椎间盘突

出症治疗有独到之处；患

者遍布省内外，每年经她

治愈的椎间盘突出症患

者近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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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原名薯蓣。唐朝代宗皇帝名叫李豫，“蓣”
与“豫”同音，犯了皇帝的名讳，于是将薯蓣改名为薯
药。300 年后，北宋英宗皇帝赵曙即位，他的名字

“曙”又与“薯”同音，又犯忌讳，朝廷又令将薯药改名
为山药，山药一名便流传至今。

山药是一种缠绕草质藤本植物。山药的药用部
位为薯蓣科植物薯蓣的干燥根茎，茎长可达二三米，
根直立，肉质肥厚，呈棒状，茎通常带紫红色；叶对
生，叶形多变化，常为心形或箭形；花单性，雌雄异
株，呈细长穗状花序。

冬季茎叶枯萎后采挖，切去根头，洗净，除去外皮及须根，用硫
黄熏后，切齐两端，用木板搓成圆柱状，晒干，打光，习称“光山药”。

山药的最大营养特点是含有大量的黏蛋白。黏蛋白是一种多
糖蛋白质的混合物，对人体有特殊的保健作用，能防止脂肪沉积在
心血管上，保持血管弹性，阻止动脉粥样硬化过早发生；可减少皮
下脂肪，因此有减肥作用；能防止结缔组织萎缩，故能预防类风湿
关节炎、硬皮病等胶原病的发生。许多滋补方剂（六味地黄丸、杞
菊地黄丸、归脾汤、参苓白术散等）都含有山药。

山药蒸、煮、烤、炒、焖皆可，营养比较稳定。烹调前须先去
皮，因去皮时会分泌黏液，手接触会发痒，可戴上塑胶手套，再用
竹片或丝瓜瓤去除外皮；也可先蒸或煮 5 分钟，放凉后就好去皮
了。山药可放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山药放在冰箱保存容易被冻
伤，放外面受热则易长白点，若发现长了白点要切掉，但不宜用铁
质刀具。山药切后若还想保存，最好将切口处用火烤一下，可延
长保存的时间。 （倪世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