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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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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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杨小玉
投稿邮箱：54322357@qq.com

神农百草，虑羲九针。郭玉诊手，
文挚见心。王遂炼石，安期置金。禹见
犹浅，信识未深。淳于事杨，长桑授
鹊。竘医肿背，仰愈软脚。史脱治疸，
赵泉疗疟。陈不读书，范曾卖药。凤纲
不老，能嗣延年。方庆百中，胤宗十
全。嗣明十方，道恭三千。承祖时称，
徐敏代传……

这些文字妙语珠连、妙趣横生、内
容丰富，它们来自一本医史著作，名为

《历代名医蒙求》，作者为周守忠。周守

忠是南宋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字
榕庵（亦作松庵），号梥庵。他博览群
书，集前代医家医事，编为韵语200句，
记载人物 202 人，于嘉定十三年（1220
年）撰成《历代名医蒙求》。

《历代名医蒙求》是周守忠博览群
书，从诸医杂说中收集大量资料编撰而
成的医史著作。《历代名医蒙求》分上、
下2卷，上自三皇、下迄宋代，记录了202
位医家的医事活动。开篇为钱塘苏霖
所作《历代名医蒙求序》，后为四字韵文

所构成的《总目》，正文是以四字韵文为
题的医史杂说记载，之后为作者《自
序》，最后附《历代名医蒙求释音》1卷。

《历代名医蒙求》是现存较早的医
史著作，保存了大量南宋以前的医史
资料。《历代名医蒙求》共采用文献 61
种，其中《名医录》29 条，《史记》14 条，

《夷坚志》10条，《旧唐书》9条，《神仙传》
7条，《列仙传》《朝野佥载》各6条，《玉堂
闲话》《南齐书》《宋书》各5条，《历代名
医大传》《稽神录》《北史》《北梦琐言》

《北齐书》各4条，《晋中兴书》《后汉书》
《唐国史补》《备急千金要方》各3条，《汉
书》《帝王世纪》《太平广记》《列子》《谈
薮》《谭宾录》《伤寒杂病论》等11种文献
各 2 条，《春秋左氏传》《尸子》《何首乌
传》《续仙传》《搜神后记》等23种文献各
1条。这些文献一些已亡佚或已残缺不
全，全依赖《历代名医蒙求》得以保存部
分资料，难能可贵。

《历代名医蒙求》广收博览、内容丰
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陈藏器，唐代四明（今浙江宁波）人，
著名医学家、药物学家、方剂学家。陈
藏器自幼聪慧过人，8 岁起便随父亲外
出采药，辨识百草，对许多相似药草过
目不忘；10 岁时，开始帮助父亲熬制中
药，学习如何将各种本草入药；13 岁时，
母亲因疾病缠身不治而亡。陈藏器痛
苦万分，立志研习本草，解百姓疾患。
陈藏器即使在任官期间，亦不忘钻研中
医理论，研习各类本草医书，撰写《本草
拾遗》10卷。

陈藏器在研习各类本草的过程中，调
配了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秘方，因用茶疗
治愈了唐玄宗儿子李瑁的怪病，被赐予

“茶疗鼻祖”。陈藏器倡导“诸药为各病之
药，茶为万病之药”的本草茶疗法，颇有影
响。

陈藏器认为，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虽
有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苏敬的《新修
本草》、孟诜的《食疗本草》等名家集注补
释，尤其是由苏敬主编，在唐高宗显庆四
年由朝廷颁布的第一部官方药典《新修本
草》，载药 844 种，但遗存尚多。在《新修
本草》成书之后的70多年，民间又涌现出
大批单方、验方。于是，陈藏器广集诸家
方书及当时所用新药，以寒温、性味、华
实、禽兽为类，在开元二十七年撰成《序
例》1卷、《拾遗》6卷，《解纷》3卷，总名《本
草拾遗》。

《本草拾遗》新增药物比《新修本草》
多 6 倍，《新修本草》新增药物为 114 种。

《本草拾遗》将中药的药物性能归纳为10
类：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并
作为临床诊断处方的基本法则。后世发
展成“十剂”方剂分类法，至今仍为中医界
所用。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亦有荒诞之
处，如所记以人肉治羸疾，助长了后世愚孝割肉疗亲之风，
后人因此讥诮其搜罗怪僻，从而影响到对《本草拾遗》的评
价。孝子们割股千年，清代的《江南通志》记载了2000多个
受到朝廷旌表的孝子，其中有割肉（含割肝、剜眼等）疗亲
行为的多达500个以上。但瑕不掩瑜，明代医药学家李时
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陈藏器和《本草拾遗》作了高度评价：

“其所著述，博览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
本草以来，一人而已。肤谫之士，不察其详核，惟诮其僻
怪，宋人亦多删削。岂知天地品物无穷，古今隐显亦异，用
舍有时，名称或变，届可以一隅之见，而遽讥多闻哉。如辟
虺雷、海马、胡豆之类，皆隐于昔而用于今；仰天皮、灯花、
败扇之类，皆万家所用者。若非此书收载，何从稽考？此
本草之书，所以不厌详悉也。”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谢弗在汉学名著
《唐代的外来文明》中，称赞陈藏器是“八世纪伟大的药物
学家”，并将他与“相对保守一些的药物学者”相比较，认为

“陈藏器详细而又审慎地记录了唐代物质文化等方面的内
容，这些记载虽然与医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于我们
来说，却有很高的价值”。

《本草拾遗》问世后，先后被《医心方》《经史证类备急
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等药书收录。

2003年，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医史学专
家、本草文献学专家和本草文献整理研究奠基者尚志钧
辑释的《〈本草拾遗〉辑释》。这本 46 万字的力作，对《本
草拾遗》作了全面解读、注释。据尚志钧研究，《本草拾
遗》引用的文献达127种，可见陈藏器的采集之广和研究
之深。

（作者供职于永煤集团总医院）

宋代的医史四字经——

《历代名医蒙求》
□黄新生

●历代医学名家和医学著作的相关史料

一是记载了部分名医的生平、籍
贯、事迹等，如“郭玉诊手”内容出自范
晔《后汉书》，记载了郭玉的籍贯和汉和
帝考试郭玉，让他通过诊脉辨别男女的
史料。

二是记载了医家的师承关系，便于读
者了解医学发展的源流。如“淳于事杨”
等记载了汉初名医淳于意先从公孙光学
医，后从杨庆继续学习。淳于意先后收王
禹、冯信、宋邑、杜信、高期及唐安等为徒，

并传授诊脉、针灸、汤剂等诊病治疗之法。
三是记载了南宋以前的一些医学

著作和它们的作者，如王方庆、张文仲、
李虔纵、韦慈藏等撰《随身左右百发百
中备急方》10卷、姚僧垣撰《集验方》20

卷、张文仲撰《疗风气诸方》等。
四是记载了一些名医由医入仕方面

的内容，如羊欣官至中散大夫、义兴太
守；徐謇官至中散大夫，他的儿子徐雄官
至员外散骑侍郎；梁新官至尚药奉等。

●一些医案、医家论述和诊断治疗技术

一是记载了一些经典医案，如王枢
相患“腹中懑牵急，不食多倦”，老医生
郝允认为是“脾经有湿邪胜于中，焦滞
气郁塞故也”，治疗方法是“用一瓢以苦
酒炒灰置其中熨之腹脐”，下泄数次后
患者痊愈。郝允随后讲解了这样治疗

的缘由。
二是记载了一些经典的诊断案例，

如“医和辨蛊”“缓知膏肓”“高俞论脉”
“显识孕男”“周广观色”等。

三是记载了一些经典的药物治疗
案例，如“梁新姜汁”“赵鄂梨浆”“太丞

半夏”“翰林橘皮”“孙使醋泥”等。
四是记载了一些典型治疗案例，如

张苗用桃叶熏蒸发汗，许胤宗烧汤熏治
柳太后感风证等。

五是记载了一些民间医生的治病
绝技，如草泽医笔头蘸药、银匠泻药下

金戒、喉中取钓钩等。
六是记载了一些针灸和养生案例，

如“安常针儿”“鸣鹤刺血”等。
七是记载了一些经典医家论述，如

刘从周对赤痢、白痢的论述，张文仲对
风疾的论述等。

●一些医德故事和关于学医目的的故事

一是有医德的医生的故事，如后周
显德年间京城的医生沈道恭认为，医生
不应该因为贪求“厚赂”而不顾患者性

命，妄下诊断；二是没有医德的医生的
故事，如西晋太医令程据因为医术被晋
武帝宠幸，但他却因为和皇后贾南凤的

不正当男女关系，用巴豆杏子丸害死了
太子，最后他也被杀。书中还讲述了一
些人学医的目的，如高阳人许智藏因为

母亲有病，为了尽孝学医。他说：“为人
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也谓孝乎？”
从此，家人世代学医。

●一些杏林传说及与医药有关的鬼怪故事

《历代名医蒙求》记载一些广为
流传的医林传说，如神农百草记载了
神农氏“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的故
事；“虑羲九针”出自《帝王世纪》，记
载了伏羲创立“六气、六府、五藏、五
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等中医基
础理论概念，并且尝味百药，制作九
针为民疗疾的故事。这些传说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中医草创时期的基本
情况。“君异栽杏”出自葛洪的《神仙

传》，记载了“建安三神医”之一的董
奉在杏林为人治病，不收取医疗费
用，并且用杏换取粮食，救济灾民的
故事，反映出董奉等杏林中人的高尚
医德。

《历代名医蒙求》还收载了一部分
关于医药的鬼怪故事，大致可分为神
佛医病、鬼怪致病、巫医治病 3 类。这
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医药水平还不能
解释和治疗所有疾 病 ，于 是 人 们 对

疾病产生了歪曲的、不可学的认识，
并且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市场；另一
方面说明在当时的一定范围内，巫
医还很盛行，还存在一些巫医不分
的情况。这些内容作为医史是不严
谨和不可学的，但对于今天的读者
来说，将其作为《聊斋志异》一类的
小说看待，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并
且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医疗
活动情况。

周守忠将医家事迹编成四字韵
文，作为提领引文的题目，妙语珠连，
妙趣横生，便于读者阅读及记忆。作
为医学史的早期著作，虽然该书还存
在医家所处年代时间散乱、事迹散乱，
存在鬼怪不可信内容等问题，但瑕不
掩瑜。对于了解宋以前医事活动，《历
代名医蒙求》仍不失为一本较好的参
考书。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生委）

陈
藏
器
和
他
的
《
本
草
拾
遗
》

□□
高
亚
丽

高
亚
丽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讯员魏
亚林 李文卓 崔 琛）2018 年 12 月 29
日，濮阳市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大型主
题活动在濮阳市中医医院举办。此次
活动包含河南省区域中医骨伤科诊疗
中心建设单位揭牌仪式、濮阳市仲景学
堂揭牌仪式、濮阳市中医医院医联体启
动暨濮阳市中医医院“治未病”中心揭
牌仪式、濮阳市第二届经方论坛及知名
专家义诊。

濮阳市政协副主席、卫生计生委
主任刘国相在致辞中，总结了全市
2018 年中医药事业发展成就：中医药
特色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医药基层能
力建设明显加强，中医药科研水平进
一步提升，中医药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推进加快。他希望全市各级中医院和
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要用好省市搭建的
发展平台，加强中医“治未病”服务能
力建设，特别是要把中医医院医联体
建设作为参与医改、增进人民群众健
康的有力举措，引导优质中医医疗资
源分布更加合理，进一步提高基层医
疗机构中医诊疗能力。他要求濮阳市
中医医院充分发挥医联体的核心作
用，以区域性中医骨伤科诊疗中心建
设为引领，以仲景学堂、“治未病”中心
为载体，以骨科病房楼等项目建设为
抓手，将医院建成中医特色明显、专科
优势突出、临床疗效显著、综合诊疗能
力和临床科研水平较强的三级甲等中
医医院，打造冀鲁豫三省区域性中医

诊疗中心。
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后

导师冯世纶和河南省仲景学说委员会
主任委员、博士生导师王振亮教授为濮
阳市仲景学堂揭牌；刘国相和河南省中
医院院长崔应麟为濮阳市中医医院“治
未病”中心揭牌；濮阳市副市长孙永振
和河南省中医管理局医政处副处长段
瑞昌为河南省区域中医骨伤科诊疗中
心建设单位揭牌。濮阳市中医医院党
委书记赵来法代表医联体牵头单位与
成员单位代表清丰县中医院院长张俊
一和范县中医院院长葛卫东签订医联
体协议。

在此次活动上，孙永振、段瑞昌、
刘国相等领导为濮阳市中医医联体成

员单位代表授牌。授牌结束后，赵来
法和张俊一代表医联体成员单位发
言。

崔应麟在讲话中指出，此次活动是
濮阳市中医药事业发展史上的大事，必
将推动濮阳市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
近年来，河南省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
硕果累累，这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对
中医药事业的顶层设计，得益于省委、
省政府、省中医管理局的正确领导和大
力支持，得益于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辛
勤工作和无私奉献。习近平总书记对
中医药事业发展高度关注，中医药事业
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中医药
事业的春天已经来临。希望河南省中
医院和濮阳市中医医院、濮阳县中医院

一起携手，共同发展。
段瑞昌指出，濮阳市中医药卫生

事业发展走在全省的前列，在全省卫
生系统起到了示范表率作用。他提
出 3 点希望：一是希望濮阳市中医医
院不忘初心，牢记中医药事业发展使
命，继续聚焦医院核心任务，破解发
展的关键瓶颈，打造精品专科高地，
尽快建成豫北最高水平的骨伤科诊
疗中心。在区域中医药发展上，当好
龙头，帮助县域中医院同步发展、同
质发展，建成高水平、有特色、联系
紧、共命运的中医医联体，满足区域
群众中医药服务需求。二是希望濮
阳市卫生计生委给予中医药发展更
多的关注，把中医药发展融入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的大局中，落实好国家政
策，推动中医药全面发展，为全省中
医药发展提供更多的成功经验和示
范模板。三是希望濮阳市能加大政
策、资金以及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支
持力度，河南省中医管理局将继续支
持包括河南省中医院在内的省直中
医院，加大对濮阳市中医药发展的支
持，密切协作，共同发展好濮阳中医
药事业。

活动当天，濮阳市中医医院还邀请
国家知名中医专家举行了大型义诊和
濮阳市第二届经方论坛。当天就诊的
患者可以免费体验中医特色治疗和免
费品尝“治未病”养生制剂，切身体验祖
国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益生菌与婴幼儿
婴幼儿属于免疫力较弱的群体，可是

使用化学药物又会给这些敏感的婴幼儿
带来伤害。婴幼儿又是一个很特殊的群
体，不能准确地表达各种不适。泓纯益生
菌独特的以菌制菌的天然生态疗法对婴幼
儿来说十分重要。出生几天后，婴幼儿的
胃肠道中会定植细菌，随着肠道内、皮肤上
正常细菌的寄存，人体的免疫系统就开始
启动、发育，直到基本成熟。婴幼儿的肠胃
系统占免疫系统的2/3。因此，胃肠道中正
常菌群的建立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果菌群
建立过迟或不良，婴幼儿就会出现相应的
疾病。

益生菌与儿童、青少年
最为突出的就是儿童、青少年正处于

生长发育阶段，除了维持新陈代谢外，还需
要满足组织的生长发育。因此，儿童、青少
年对营养素和能量的需要量均高于成年
人。在这个生长高峰期，我们应该注意 3
个关键点：一是尽管摄入了许多营养丰富
的食物，但孩子们能否很好地吸收呢？二

是有许多孩子吸收太好了，出现了营养过
剩，导致肥胖，从而严重影响智力发育，增
加心血管疾病的危险；三是有许多孩子偏
食，身体抵抗力很弱，经常患感冒和胃肠不
适等疾病。

泓纯益生菌将一一为您解决。首先，
益生菌可以帮助消化，促进营养素的吸收，
其中钙的吸收是一个焦点问题；益生菌不
仅含有丰富的钙质，还可以酸化肠道，提
高钙离子的吸收。其次，大量的益生菌可
以控制体重。益生菌能够削弱胆汁酸吸
收脂肪的功能，喝了泓纯益生菌会产生饱
腹感，减少对食物的过量摄入。再次，泓
纯益生菌可以促进消化，消化好了，食欲
自然也就好了。益生菌还能提高机体免
疫力，预防和治疗多种上呼吸道感染和消
化道疾病。

益生菌与女性
美丽与健康是分不开的。健康才是真

正的美丽，美丽是通过健康体现的。牺牲
健康来换取美丽是不必要的。关注健康
的人认为绝对不能食用不健康的食物，却

很少注意到在他们皮肤上使用的美容品
会给健康带来很大问题。特别要注意的
是，若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开始使用化妆
品，危害很大。泓纯益生菌，人类的好伙
伴，内外兼修，帮助我们实现健康基础上
的美容。

泓纯益生菌能调节肠道微生态，排毒
养颜，延缓衰老。泓纯益生菌可以保持大
便通畅，清理肠道内的宿便，让毒素尽快随
着粪便排出。肠内细菌权威专家光冈知足
说过：“如果想获得真正的美容效果，最快
的捷径就是——使肠内的有益菌增加。”益
生菌使肠道生态平衡，减少肠内毒素的产
生，防止毒素从肠道进入血液，真正地做到
由内养外，使肌肤柔嫩。从改善肠内环境
着手，做好体内环保，就可以轻轻松松成就
健康与美丽。

益生菌与老年人
老年人代谢功能降低，消化、内分

泌、免疫等生理功能都有所下降，从而导
致肠道内原来占优势的正常有益菌数量
大量减少，而有害菌数量则逐渐增加，甚

至占据优势。这些有害菌在老年人体内
合成和堆积各种毒物，引起人体的慢性
中毒而毒害人体各器官和组织，促进衰
老和病变，从而引发较常见的老年病，包
括阿尔茨海默病、各种虚证（肾气虚、脾
胃虚）、老年慢性腹泻、便秘、胆固醇升
高、动脉硬化、高血压病、癌症等。其中
便 秘 是 老 年 人 最 常 见 的 消 化 系 统 障
碍。由于肠道的张力和推动力逐渐减
退，牙齿缺损，咀嚼食物时咬不烂，加上
吃得过于精细，运动量小等原因，致使
胃肠道的消化、蠕动功能差，极易引起
便秘。据统计，国内约有 1/4 的老年人
深受其苦。便秘常给老年人的日常生
活带来烦闷和痛苦，甚至影响睡眠与饮
食。因此，设法使老年人肠内微生态保
持平衡，即有益菌占优势而有害菌居劣
势，对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是十分重要
的。

泓纯益生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每
天补充益生菌，健康生活相伴！

（本报综合整理）

濮阳市多措并举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泓纯益生菌对不同人群有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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