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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久病成医的皇甫谧，其个人的不
幸成了中国医学的大幸，成就了一部为后
世针灸学树立规范的著作——《针灸甲乙
经》。“雪山神医”和士秀，因重病深知患者
的痛苦而从医，名扬海内外……他们的经
历告诉我们：只有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的强
者，才能“穷”且意坚，蚌病成珠。

在中医针灸疗法发展史上，有一部针
灸著作不得不提，称得上是一部影响中国
针灸学发展的划时代著作，而这部大作出
自一位年届中年才开始研究医学的人，一
个饱受病痛折磨的人，用自己的人生经历
诠释了久病成医这个成语的人，他就是西
晋的学者、医学家皇甫谧，这部医学著作就
是《针灸甲乙经》。学中医的人，尤其是学
习针灸者，应该没有不知道的，因为这本书
在针灸界，乃至在中医界影响实在是太大
了，至今还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使人获益匪
浅。

远在隋唐时期，《针灸甲乙经》就已作
为医学教育的必学课本，不但被唐代医药
学家孙思邈点赞：“凡欲为大医，必须谙

《素问》《甲乙》……诸部经方。”还被后世
定为针灸初学者必须学习熟读的基础课
本。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针灸甲乙经》
对国外发展中国针灸也产生了极为广泛
的影响。

皇甫谧早年并不是一个医生，而是一个历史学者，研究医学并
终成良医缘于他中年时的一场大病。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治疗实践
成就了这样一部医学巨著。在研究施治中，皇甫谧对实践更为重
视，比如为了探求寒食散的医疗作用，他亲自服食。这也给他带来
了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使他想拿刀自杀，但他还是坚持“凡此诸
救，皆吾所亲更也。试之不借问于他人也”。

皇甫谧的家族世代官宦，累世富贵，使其能够博览天下各家典
籍，专心著作。当时的朝廷一再征召他去做官，都被他拒绝。即使
著作郎之类的官他也坚决不做。史书上说他“有高尚之志，以著述
为务”。皇帝也无可奈何，只好送他一车书。但他很是不幸，从小就
身体虚弱，一生多病。而且他读起书来，废寝忘食，时人谓之“书
淫”，很是损耗精神。40岁时，皇甫谧半身不遂。患病期间，他开始
研读大量的医书，尤其对针灸学非常感兴趣，一边研究，一边试着给
自己针灸。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以前的针灸书籍深奥难懂
且有错漏，十分不便于学习和阅读。于是他通过自身的体会，摸清
了人体的脉络与穴位，并结合《黄帝内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书
籍，悉心钻研，终成大作。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
作用，后学者在阅读时，一般不必再对3部原著的有关部分加以研
读，而只需要研读《针灸甲乙经》，即可有精要的理解。同时，《针灸
甲乙经》又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如《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原书早
佚，借助《针灸甲乙经》得以保存大部分精华内容。

在美丽的云南边陲，丽江白沙古镇，有一位年逾九旬的纳西族
老中医和士秀，被誉为“雪山神医”，也是民间公认的“丽江三杰”之
一。如果不是学了中医，如果不是学了英语，也许他也只是一个普
通的白沙老人。然而，学中医和学英语，却让这位老人的命运传奇
不凡。1924年出生的和士秀，当年是丽江地区“高考状元”，以优异
成绩考上了大学，后因身体原因转入语言专科学校，并于1949年毕
业。同年加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来不幸罹患肺结核，正值
壮年，却无奈放弃工作回乡休养。

回乡后，和士秀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潜心钻研医学，悉心搜集纳
西族民间中草药方，跋山涉水尝百草，渐渐成为小有名气的草药郎
中。“文革”期间，和士秀遭到批斗，再一次被命运重击。难得的是他
没有倒下，1985年，经批准，他的“玉龙雪山本草诊所”终于挂牌，在
随后的数十年，经和士秀救治过的人不计其数。诊所不大，偏居一
隅，但他和他的诊所却名扬天下，因为他会说外语，加上医术精湛，
就有不少外国友人来寻医问药。由于诊所总是聚集很多外国人，还
一度闹出过笑话，被人怀疑是不是在搞什么间谍活动。

和士秀行医救人的故事，被国内外的媒体接二连三采访报道。
据悉，和士秀先后收到一二百家媒体的采访邀请，有近40种语言的
新闻在全球播报。他甚至得到荷兰、英国、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多
国政要，以及知名人士、影视明星们的慕名拜访。对此，和士秀在接
受采访时说：“不是我和士秀有多么了不起，而是祖国的传统中医了
不起，为此才吸引了这么多的国际友人。”

和士秀曾经帮助许多患者治愈疾病，也免费义诊过很多患
者，其中有位美国白血病患者布莱尔连续十多年在其诊所拿药服
用。更难能可贵的是和士秀的医者仁心，用他的话说就是：“我的
病人来自世界各地，但我更希望他们只是客人，不是患者。”和士
秀还一再与人提及，“因为自己也生过重病，深知病人的痛苦，所
以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减少痛苦和压力。无德不成医，是我从医
的初衷”。

历史上，与和士秀有着同样心结和心愿的名医有很多：名医李
中梓因痛感两个儿子被庸医药误致死，由仕转医；名医吴瑭，19 岁
时其父亲患病，四处求医，医治无效终卧床不起而死去，深受触动
的他为自己不懂医术眼看病魔夺走父亲的生命，痛定思痛，决意
学医；名医唐宗海，因父亲患血症多方求治无效后，由儒转医，开
始潜心探索医术，尤其是血症，经过 11 年时间写成《血症论》，集
血症诊治之大成；名医黄元御，因眼疾无法继续求取功名转而学
医；名医刘完素，因母亲患病，三次延医不治，不幸病逝，遂立志
学医……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声名见于一乡一野之中的郎
中，他们的从医缘由，也多半如此。久病成医，三折肱为良医，确
为中医史上的一大奇观。从另一个方面看，也说明了中国人对亲
情的莫大珍视。

再说皇甫谧，其个人的不幸成了中国医学的大幸，《针灸甲乙
经》为皇甫谧在医学方面的主要成就，也是他对中国医学最主要的
贡献。他的经历是人生的普遍现象，由此可知，决定一个人最终走
向和高度的，往往并不一定是起点，而是拐点。只有那些不向命运
低头的强者，才能“穷”且意坚，蚌病成珠。

（作者供职于河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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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盛夏，骄阳似火，像蒸
笼一般的大地，热得人喘不过气
来。此时，畅饮一杯冰镇酸梅
汤，恰能滋阴生津、解暑健脾。

酸梅汤是我国传统的消暑
佳品，从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
就开始用梅子提取酸味来制作
饮料，唐代就开始出现各种梅汤
梅水，到了清朝，宫廷酸梅汤风
行，“清宫异宝，御制乌梅汤”，此
秘方随后传入民间。

“北京夏季凉饮，以酸梅汤
为佳品。系以乌梅和冰糖水熬
成，外用冰围之，久而自凉，不伤
人，且祛暑也……”

一碗简简单单的酸梅汤，
既酸甜可口，又有消暑送凉、
祛痰止咳、行气散瘀、除烦安
神等功效，承载了古人无尽的
智慧。

从中医上来讲，立夏之后，
人体肝气渐弱，心气渐强，此时
的饮食应增酸减苦，调养胃气。
酸梅汤，酸中有甘，甘里带酸，尤
为适合夏季饮用。其实酸梅汤
也属于药膳，方中选药精当，药
食同源。正宗的酸梅汤是用上
好的乌梅、桂花、山楂、陈皮、甘
草等原料和冰糖一起熬制出来
的。

乌梅
性平，味酸、涩，是汤中君

药，酸能敛虚火、化津液、固肠脱，
具有敛肺、涩肠、生津之功效，常用
于肺虚久咳、久泻久痢、虚热消渴，
酸能柔肝，故对肝火旺的人也有
一定的平降肝火作用；酸能生津，
也有益胃生津、促进食欲的功能。

陈皮
性温，味苦、辛，理气健脾，

燥湿化痰，主要用于治疗胸脘胀
满、食少吐泻、咳嗽痰多等，是治
疗厌食、食积、喉中有痰或者痰
咳的常用药。

山楂
性微温，味酸、甘，消食健

胃，行气散瘀，具有降压、降脂作
用，主要用于治疗肉食积滞、胃
脘胀满、泻痢腹痛、高脂血症等。

桂花
性温，味辛，具有生津健胃、

助消化、活血益气、化痰、止咳等
功效，主要用于治疗痰多咳嗽、
牙痛口臭、食欲不振、经闭腹痛
等。

甘草
性平，味甘，具有益气补中、

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
调和药性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
脾气虚弱、倦怠乏力、心悸气短、

咳嗽痰多、脘腹疼痛、四肢挛急
疼痛、热毒疮疡、咽喉肿痛等，还
可以缓和药物烈性、毒性。

将生津敛肺的乌梅，化痰健
脾的陈皮，散瘀的桂花，清热解
毒、补脾益气的甘草，消食开胃
的山楂，益气润肺的冰糖一并熬
制，健脾开胃，提神醒脑。

精选乌梅、山楂、甘草、玫
瑰茄、陈皮、桂花等配料，按科
学比例搭配。用时，只需加水
煎煮 2 次，每次加水 1500 毫升
煎煮 20 分钟，可根据个人口味
添加蜂蜜、冰糖等甜味剂，方便
快捷，可代茶饮，冰镇后口味更
佳。

一杯养阴生津、解暑健脾、
消食开胃的酸梅汤，可为炎炎夏
日带去一丝清凉。

温馨提醒
一、脾胃虚弱者、平时泛酸

明显者以及儿童，不宜空腹大量
饮用，会使胃酸猛增，对胃黏膜
造成不良刺激。

二、女性月经期、孕妇以及
产前产后忌饮用。

三、感冒发热、咳嗽多痰、胸
膈痞闷之人忌饮用；菌痢、肠炎
的初期患者忌饮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先父韦献贵离开我们 30 年
了，每忆起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
和谆谆教诲，都会给我以信心和
力量。50 年前，我跟随父亲抄
方，侍诊其左右，得以初入中医
门径，渐窥中医堂奥。他那厚重
的修养、严谨的学风与诊疗特
点，一直渗透在我的生活和工作
中。

父亲生在旧社会，亲身经历
了新中国的成立，也感受了新中
国逐渐走向辉煌的艰辛历程。
人生跌宕起伏，塑造了父亲勤俭
坚韧、刚正不阿的道德风范。其
身居农村，久经艰难困苦时期及
战乱的煎熬，耐得住清贫，忍得
住寂寞。

父亲毕生躬身岐黄，精于医
道，尤重医德，青年时代，悬壶豫
北，享誉一方。他对“夫医者，非

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
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
廉洁淳良，不可信也”之
训推崇备至，并视之为
从医规范。他严于律
己，宽以待人，身体力
行；对患者富有同情心，
尤其乐善好施，常备药
济世，不计报酬，为世人
称道。

父亲一生淡泊名
利，认认真真看病，老老
实实做人。也正是如
此，使他对毕生所钟爱
的中医事业，有着超乎
常人的热情与执着。他
在晚年曾多次提及：“我
对中医事业，愧无建树，
惟在学以致用，精勤不
怠，可聊以自慰。”其谦
虚、笃学、求实、勤劳的
美德，由此可见一斑。

先父治学，甚为严谨。他认
为，中医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其理论源于实践。故古代医
家为学，提倡“大医必大儒”“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俗话说：“秀
才行医，罩里拿鸡。”就是说没有
文化，此业难立，没有实践，学术
无源。

父亲学医之路是迂回曲折
的，他出生于农村，仅读了数年
乡塾，基本靠自学由儒而医。他
行医 60 余载如一日，孜孜以求，
善书法，广涉方书，旁通经史之
学，学验俱丰。

父亲治学有两大特点：一为
“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广
阅博览，即使是点滴空闲也从不
轻易放过，真可谓嗜书如命，直
至年逾七旬，虽视力极差，犹手
不释卷。二为熟读精研，内容以

《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
要略》《神农本草经》诸经典为
主，在时间的安排上要长一些，
多在夜晚和清晨进行，此时多
不受诊务及其他因素的干扰，
可以专心致志地解决一些实际
问题。尤其是在青少年时代，
读书注重博览强记，从少年时
就开始背诵《医学三字经》《汤
头歌》《药性赋》《濒湖脉诀》《针
灸大成》等书籍。他经常将背
诵作为一种乐趣，直到晚年，仍
能背诵。

父亲时常说：“必须厚积才
能薄发，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积
厚了、读熟了方有根底，经过临
床后再回头看，每看一遍都会有
新的提高。”由于他扎实的医学
功底，每逢学有所获，或重大事
项，习惯赋诗一首。如其谈修身
云：“来往守道德，实交重忠信，
心中念慈悲，胸怀贤良恩。”这也
是父亲道德修养的真实写照。

父亲既是慈父，又是严师，
对 我 们 兄 弟 姐 妹 要 求 十 分 严
格。他教我诵读中医典籍，要求
先低吟，即自念自听，反复吟读，
必致朗朗上口，若行云流水，出
口成诵，形成自然记忆。每遇
患者，先由我初诊后，说出是何
病、何证、何脉，当用何法，选用
何方。然后由父亲复诊，诊后再
提问讲解。当我所谈被基本认
可，他尚能循循善诱，指出失误
所在，若所谈不着边际，则难免
被当面训斥。我虽随诊多年，父
亲从不轻易放手让我独诊。正
是父亲如此严格的言传身教，使
我练就了一定的“童子功”，时至
今日，受益无穷。

父亲临证，范围较广。他认
为，中医学在古代是不分科的，

“内伤杂病”统称为“大方脉”，强
调必须有“大方脉”的功底，方能
业医。故其通内科、外科、妇科、
儿科及针灸等，尤以内科、针灸
擅长，屡获良效，声誉颇盛。其
诊疗一丝不苟，应针则针，宜药
则药，或针药并施。其用药遵照
张仲景诊疗法则，善用经方，制
方严谨，用药精当，简练轻灵，师
古而有创新，常以平淡之药起沉
疴，愈顽疾。对许多常见病、疑
难病，形成了用之有效的基础
方，随证加减，以常达变。对疮
疡、顽癣及刀伤等外科病的治疗
亦多有良效。及至晚年，德高望
重，求诊者众多 ，依 然 审 慎 为
之。凡遇疑难重症，诊疗之余，
必查阅文献，解疑释惑，足见其
审慎求实的医疗态度。父亲在
药物炮制、炼丹、制水丸及膏药
等方面，亦颇为娴熟独到，这些
对提高疗效不无裨益。其遵照
明代著名针灸学家杨继洲的针
灸方法，注重辨证选穴，主张选
穴要少而精，对针刺手法的运
用十分讲究，强调进针后运用
适当手法，使之得气才能获得
疗效。常根据疾病的寒热虚实
不同，选择呼吸补泻、捻转补
泻、开阖补泻、提插补泻等手
法，如补泻手法，大都由提插捻
旋组成，再加上快慢疾徐等，运
用非常娴熟。认为补法的先浅
后深，紧按慢提，可将体表的阳
气“从外推内而入之”；泻法的先
深后浅，紧提慢按，则是为了把
体 内 的 阴 气“ 从 内 引 外 而 出
之”。父亲用针多有立竿见影之
效，往往令患者惊叹不已，被誉
之为“神针”。

父亲既重视学习经典著作
和先贤的经验，也注重自己实践

经验的总结，其中不乏新见。如
其从实证论治久泻独具匠心，认
为“久泻亦肠间病，肠为腑属阳，
腑病多滞多实，故久泻多有滞，
滞不除则泻不止。论治当立足
于一个‘通’字，祛邪务尽，以防
宿积未净，新邪又生。俟便次大
减，黏冻、脓血俱除，始佐入补气
益胃之品，俾祛邪而不伤正，扶
正而不恋邪”。常以“识病机者，
则硝磺可以活人；昧证候者，则
参芪可以殒命”之语，示人因病
治宜，随机应变（《古今名医临证
金鉴》）。他晚年所著经验集手
稿，形成了实用性很强的独特诊
疗心得，保留沿用至今。其医疗
经验被载入《古今名医临证金
鉴》《中医内科学》《中医内伤杂
病临床研究》《中医脾胃病学》等
书刊。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致
力于创建的“医道世家”，在胞兄
们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已 经 成 为 现
实。全家四代人中，目前从医者
22 人，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
科、骨科、眼科、中医、病理、影
像、护理、药学等，其中，高级职
称者11人，博士研究生导师3人，
博士研究生学位者 3 人，硕士研
究生学位者 6 人，已被有关部门
命名为“医道世家”。这正是父
亲“屡经冰霜苦，自得透骨香”的
集中体现。

回忆父亲的一生，其为人、
为医、为师，永远是我们学习的
楷模，让我们受益终身。缅怀父
亲的高尚品质，总结他为中医事
业所做的贡献，重温他的学术思
想，并从中汲取营养，为中医药
事业的发展多做贡献，就是对他
老人家最好的纪念。

（作者供职于安阳职业技术
学院医药卫生学院）

岐黄传承忆父亲
□韦绪性

中草药，我们都知道是用来
治病的。可是，在文学家的笔下，
却赋予中草药另一种作用和功
效，那就是借其固有的名称应用
于文学作品中，形成了瑰丽多姿
的药文化奇葩。文人墨客充分发
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才华，
或撰书对联，或吟诵诗词，可谓百
花齐放，大放异彩。

据有关资料介绍，最早将药
名嵌入诗句的人是梁朝的简文帝
萧纲。《艺文类聚》中收有他的

《药名诗》，诗中有“烛映合欢被，
帷飘苏合香”之句，嵌入了合欢、
苏合两味中药。之后的不同朝
代，药名诗风行一时，出现了许
多佳作。

唐朝时期，权德舆著《药名
诗》：“七泽兰芳千里春，潇湘花落
石磷磷。有时浪白微风起，坐钓
藤阴不见人。”第一句嵌入泽兰，
第二句石磷磷指磷石，第三句白

微指白薇，第四句钓藤实为钩
藤。这4个药名中有3个未按原
字入诗，有的颠倒，有的谐音，有
的会意，不因勉强嵌入药名而词
不达意。

宋朝时期，著名诗人陈亚写
的药名诗有一百多首，可惜大部
分都已失传，但所存的零篇断简
也为数不少。陈亚多以药名入
诗，以药名叙事抒情，比较著名的
有一诗四词，收录如下：

登湖州销暑楼
重楼肆登赏，岂羡石为廊。
风月前湖近，轩窗半夏凉。
罾青识渔浦，芝紫认仙乡。
却恐当归阙，灵台为别伤。

生查子
（一）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

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檀郎读。
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
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

（二）小院雨馀凉，石竹风生

砌。罢扇尽从容，半下纱厨睡。
起来闲坐北亭中，滴尽真珠泪。
为念婿辛勤，去折蟾宫桂。

（三）浪荡去未来，踯躅花频
换。可惜石榴裙，兰麝香销半。
琵琶闲抱理相思，必拨朱弦断。
拟续断朱弦，待这冤家看。

（四）朝廷数擢贤，旋占凌霄
路。自是郁陶人，险难无移处。
也知没药疗饥寒，食薄何须误。
大幅纸连粘，甘草归田赋。

诗词中包含了重楼、前胡、半
夏、当归、威灵仙、相思子、白芷、
苦参、槟榔、远志、菊花、茴香、禹
余粮、石竹、肉苁蓉、珍珠、细辛、
桂枝、莨菪、踯躅、石榴、麝香、枇
杷、荜茇、续断、代赭石、凌霄花、
桃仁、芜荑、没药、薄荷、大腹皮、
甘草等药名嵌在当中。

在上述诗词中，作者为了既
点出药名，又讲究词格，还要表达
出词中人物的离情别绪，采取了

“同音替代”“拆开重组”等手法，
使其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尤其
是前 3 首词，别具一格，匠心独
运，以深挚的感情和浅近的语言，
妙用一连串药名，通过闺中人以
书信向客居外地的夫君倾诉相思
之情的情节，抒写了闺中人思念
夫君的款款深情。

宋朝黄庭坚的《荆州即事药
名诗八首》也是极佳的药名诗，其
中“使君子百姓，请雨不旋复。守
田意饱满，高壁挂龙骨。”四句不
仅分别嵌入了“使君子”“旋复（即
旋覆花）”“守田（即半夏）”“龙骨”
四味药，其思想更是值得称道。
该诗表达了地方官吏关心百姓疾
苦，祈求天降甘霖，风调雨顺，地
里墒情良好，水车可以束之高阁
的意愿。诗中“使君”指地方官
吏，“龙骨”指水车。

明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戏
曲家冯梦龙也写有一段药名情

书：“你说我，负了心，无凭枳实，
激得我蹬穿了地骨皮，愿对威灵
仙发下盟誓。细辛将奴想，厚朴
你自知，莫把我情书也当破故
纸。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
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
苦嚅为伊耽闷，白芷儿写不尽离
情字，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
人。你果是半夏当归也，我情愿
对着天南星彻夜的等。”

情书中共用了14个药名，情
书、情思、情趣跃然纸上，反映出
这位文学大师对医药知识的精
通。

药名诗词的创作，反映了文
学大师们不但有深厚的文化和艺
术素养，还熟稔中医和中药文
化。因此，从某一角度而言，这些
药名诗词也是中医药文化的另一
枝奇葩。

（作者供职于陕西省岚皋县
中医医院）

古时候，有个年轻人叫刘义，住在深山
老林的一个穷山沟里。为了养家糊口，他除
了农耕，还养了一群鸡，母鸡天天下蛋，他用
这些鸡蛋来孝敬自己的父母。

不久，刘义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鸡
窝里的鸡蛋经常丢失。是谁偷走了呢？他
很纳闷，便决定捉贼。他躲在鸡窝旁的柴堆
里察看究竟。结果，他发现一条蛇爬过来，
把鸡窝里的鸡蛋吃光后又爬走了。他很生
气，决定杀掉这条蛇，于是用白泥包着石灰、
石子等做了几个假蛋，放在鸡窝里。

次日，果然看见那条蛇又爬了过来，吃
下假蛋后爬走了。刘义偷偷地跟在蛇的后
面，不一会儿，蛇翻滚挣扎着爬向山坡，爬到
草丛中，拼命地吃几种毛茸茸的小草，而后
就不动了。

刘义想，蛇可能死掉了，就决定等一会儿过去看看。谁知道，
蛇竟然没死，醒来后拉了一堆粪便，就爬走了。他更觉得奇怪，便
急忙跑去查看那堆蛇粪，发现蛇拉出来的竟是吃进肚子里的那些
石灰、石子。

这些毛茸茸的小草是什么草？怎么会有那样的功效？后来，
刘义把这些小草带回家，专治消化不良，果然效果显著。他便热
心地为百姓治病，后来渐渐地成为当地一个有名的医生。

其实，神曲是面粉或麸皮与杏仁泥、赤小豆粉、鲜青蒿、鲜苍耳
草、鲜辣蓼等药物混合后经发酵而成的加工品，这些药物健脾利湿、
润肠通便、消食和中，同制成曲剂，共奏消食导滞和胃之功效。

神曲是临床上十分常用的消导药，其性温，味甘、辛，可行散
消食，健脾开胃，利湿和中，略兼解表退热之功效，主要用于治疗
食滞脘腹胀满，食少纳呆，肠鸣腹泻，外感表证兼食滞者，尤擅长
消化米面食物。神曲可生用或炒用，炒焦称焦神曲，消导作用更
强；焦神曲与焦山楂、焦麦芽一起并称“焦三仙”，是知名的消导

“三金刚”。药理研究表明，神曲富含酵母菌，其成分有挥发油、脂
肪油及维生素B等，并借发酵作用促进消化机能。

（作者供职于辉县市中医院）

中医药里的药名诗词
□胡本先

韦绪性与父亲韦献贵在北京合影
韦绪性供图

酸梅汤：滋阴生津 解暑健脾
□翟 甫

■中药传说

神神

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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