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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治病救人，关键是找到病因，只
要看得准，有时不用药也照样可以治好
病。学习、工作也是这样，要根据学生个
人情况的不同，因材施教，提高成绩；抓住
市场痛点，拿出解决方案，才有希望赢得市
场。

对症下药出自《三国志·魏志·华佗
传》，意思是医生针对患者的症状用药，多
用来比喻针对事物的问题所在，采取有效
的措施。华佗医术非常高明，他自小熟读
经书，尤其精通医学，不管什么疑难杂症，
到他手里，大都药到病除。

有一次，有个推车的人突然屈着腿，捂
着肚子喊痛，不一会儿，气息微弱，声音也
渐渐变小了。华佗给这个人切脉诊断后，
断定他患的是肠痈，立即给他用酒冲服麻
沸散，麻醉后，给他开刀诊治，一个月就好
了。

华佗的神奇之处还在于他能根据患者
的实际情况进行诊断抓药。有一天，州官
倪寻和李延病了，一起到华佗那儿看病。
两人的感觉相同，都是头很痛，全身发热。
华佗仔细诊断后，却给他们开了不同的
药。倪寻和李延心想，我们的病情一样，吃
的药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区别呢？

华佗看出了他们的疑惑，问道：“生病
前你们都做了什么？”

倪寻回忆说：“我昨天赴宴回来，就感觉有点儿不舒服，今天就
头痛发热了。”

“我好像是昨天没盖好被子受凉了。”李延答道。
“那就对了。”华佗解释，“倪寻是因为昨天饮食不对，内部伤食

引起的头痛身热，应该通肠胃；而李延是因为外感风寒受凉引起的
感冒发热，应该发汗。病情表面差不多，但倪寻只要一点药物就会
好，李延却需要借用药物调动自身的机能才能痊愈。治疗的办法理
应不一样才对啊！”

李时珍医术精湛，经验丰富，在这方面也曾有过一个经典案
例。有一天，他先后给两个病情相同的患者开方，待患者走后，他的
学生不解地问：“老师，刚才那两个人都是发热怕冷，为什么您对那
个老人用药轻，而对那个小孩用药量反而重呢？”李时珍笑了笑说：

“那个老人已是风烛残年，他再三说自己病重难返，回去后必定会喝
药，药量轻些反倒合适。而那个小孩年幼无知，刚才看他烦躁啼哭，
等到大人喂药时想必哭闹不止，能喂进去多少呢，所以药量自然要
大些才行。”

成人药量大，小儿药量小，这是常识，反其道行之，似有不妥，但
李时珍的做法是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经验之上，比那些纸上谈兵的说
教靠谱得多。这也是俗话所说的“十个病人十个样”，千万不能一概
而论，千人一方。

东晋学者张湛曾说：“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这是因为疾病
有的内在病因相同而外在症状不同，有的内在病因不同而外在症状
相同。古时候没有B超、磁共振等，五脏六腑是充盈还是虚损，血脉
营卫之气是畅通还是阻塞，单凭眼睛很难看得准，就是加上诊脉，寸
关尺三部脉象有浮沉弦紧的不同，腧穴气血的流通输注，有高低浅
深的差别，肌肤有厚薄、筋骨有强壮柔弱的区分等。因此，只有用心
精细的人，才能体察入微；只有经验丰富，才能对症下药。

可自古至今有些自以为是的人，念了几年医学，翻了几本医书，
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就夸口没有什么治不了的病，等到真干了三五
年，才知道天下没有现成的方子可以用。因此，学医的人一定要广
泛深入地探究医学原理，不能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必须专心勤奋不
懈怠，多摸索，多总结，不然害人害己。

清代有位著名医家叫程钟龄，临床经验丰富，别人久治不愈的
疾病，经他治疗常能奇迹般地康复，名噪康熙、雍正年间。有一富翁
身患足痿，必手持重物方可缓慢移步，服过许多药皆无效果。患者
久仰程钟龄的大名，让人抬了去求治。程钟龄见患者六脉调和，服
药无效，断定这是心病，非药物所能医治，决定施计治疗。程钟龄收
拾了一间房子，安顿患者住下。

程钟龄预先在患者住的房间里摆上许多古玩，并特意在患者坐
的凳子旁放了一个瓷瓶。程钟龄向患者介绍：“这是我的古董收藏
室，所藏之物皆属珍品。”然后一一告诉患者藏品的价值。最后，程
钟龄指着瓷瓶说：“这是我的传世之宝，十分稀罕，千金难求。”事实
上，包括瓷瓶在内的所有东西都是赝品，只是患者是外行，被蒙在鼓
里罢了。

患者在屋里闷了两天，见程钟龄既不开处方，也不嘘寒问暖，甚
至回避见他，闷得心慌。第三天，患者决定出去走走。因离开拐杖
难以迈步，患者只好就近抱着瓷瓶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其实，程钟
龄就在外边悄悄地等着，待患者举步欲走时，程钟龄突然出现，猛喝
道：“你好大胆！竟敢偷我家的宝瓶！”患者一惊，手一软，瓷瓶从手
中滑落到地上，摔得粉碎。这下患者大惊失色，垂手痴立在那里。

程钟龄见患者不靠拐杖已能站立，心里十分高兴，暗想：“这病
已去几分，应该趁热打铁。”于是，程钟龄上前握住患者的手说：“别
怕，跟我来。”患者竟跟在程钟龄身后走出屋外，患者举步平稳，行走
如常，多年顽疾，一下子就好了。程钟龄这才告诉患者，他摔碎的东
西并非什么稀世珍宝，而是为了解除其心理压力、转移注意力而设
的计谋。患者恍然大悟，连声称赞程钟龄医术高超。

宋末名臣文天祥曾在诗中说：“理身如理国，用药如用兵。”用
兵，讲究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治病救人也是如此，只有切中肯
綮，找准病根，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将用药与用兵相提并论，
真是非常精辟。世上的事儿，“术”虽不同，“道”却是相通的。

可见，治病救人，关键是找到病因，只要看得准，有时不用药也
照样能治好病。学习、工作也是这样，根据学生个人情况的不同，因
材施教，才能提高成绩；抓住市场痛点，拿出解决方案，才有希望赢
得市场。 （作者供职于河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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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英（1320~1389），明代医家，浙江
人，出生于儒医世家，其父亲与金元四大
家之一的朱丹溪是好友。楼英自幼聪颖，
读书甚多，尤善医理、易理，与朱丹溪得意
弟子戴思恭交往甚密，互相切磋，精通医
理。楼英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被后世尊
称为“神仙太公”。明太祖朱元璋患病，
楼英奉诏调治，应手而瘳，朱元璋欲任命
楼英为御医，被其婉言谢绝。楼英有感
于自轩歧以降，代有名医，医有诸法，各
树一帜，推陈出新，但世间庸医不明阴
阳、不谙脏腑、不详辨证，多有误诊误治
使人夭折者，遂依据《黄帝内经》《难经》
等医学书籍，以脏腑阴阳为纲，以病证为
目，溯本求源，述源析流，著成《医学纲
目》。

《医学纲目》共40卷，卷1~卷9为阴阳
脏腑部，属医学总论部分；卷 10~卷 29 介
绍各脏腑有关病证治疗，以内科杂病为
主，兼外科、五官科等病证；卷30~卷33为
伤寒部，以伤寒病证为主，兼述温病、暑
病、瘟疫等；卷34~卷35为妇人部，叙述妇
人通治，经、带、胎前、产后等；卷36~卷39
为小儿部，介绍小儿通治，五脏所主的各
种病证；卷40为运气部，内有《黄帝内经》
运气论治、运气占候补遗等。

《医学纲目》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确立
了辨证论治纲领，博采众长，师古不泥，编
撰体例纲目分明，是楼英学术思想的集中
体现，具有以下特点。

重视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的哲学理
论，也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阴阳学说是
古人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变化的自然观
和方法论，认为对立统一是万物运动变化
的根本规律，中医学以阴阳的交感、对立、
互根、消长和转化规律，阐述生命、健康和

疾病。木、火、土、金、水的生化克制是宇
宙间各种事物普遍联系、协调平衡的基本
规律，中医学用以说明人体自身及其与外
界环境的统一性，以系统的观点阐明生
命、健康和疾病。楼英对阴阳五行学说有
着更加深刻的理解。

在人体生命物质和功能方面，楼英结
合临床实践予以发挥，他说：“盖天以阴阳
五行，化生万物。其禀于人身者，阴阳之
气，以为血气表里上下之体；五行之气，以
为五脏六腑之质。由是人身具足而有生
焉。”指出人体的气血、肌肤、五脏六腑，均
由阴阳五行之气所禀赋。

在病因学方面，楼英认为阴阳五行之
气，其间有多寡厚薄之异，倘遇阴阳失调，
五行克乘，就会导致人体患病，“然阴阳
错综，五行迭运，不能无浓薄多少之殊。
故禀阴阳五行之气浓者，血气脏腑壮而
无病；薄者，血气脏腑怯而有病。阳多
者，火多，性急而形瘦；阴多者，湿多，性
缓而形肥。阳少者，气虚、表虚、上虚，而
易于外感；阴少者，血虚、里虚、下虚，而
易于内伤。”楼英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结
合人体体质、气血、表里、上下以阐明人
体生病的病因病理机制，颇为中肯，具有
临床意义。

在诊治上，楼英强调：“必先分别血
气、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
所在；次察所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务
在阴阳不偏倾，脏腑不胜负，补泻随宜，
适其病所，使之痊安而已。”反映出楼英
以调和脏腑阴阳作为临床治病的法则。
在历经 30 多年的临证揣摩之后，楼英在
阴阳五行研究上总结出“盖血气也，表里
也，上下也，虚实也，寒热也，皆一阴阳
也；五脏也，六腑也，十二经也，五运六气
也，皆一五行也”的学术论点，并提出“千
变万化之病态，皆不出乎阴阳五行”的精

辟见解。

确立辨证论治纲领

楼英目睹部分庸医学习前辈经验肤
浅，生搬硬套，不知辨证，一方不效，则束
手无策，故对此深恶痛绝，他把这种不学
无术、草菅人命的庸医视之医门之蟊贼，
指出：“后世用历代之方治病，或效，或不
效者，由病名同、治法异，或中其长，或不
中其长故也。”

楼英阐述病证的同中求异之处，突出
辨证论治的原则。以热病为例，“热病之
名同也，其治之法异，四君治血实之热也，
四物治血虚之热也，白虎治气实之热也，
补中治气虚之热也，麻黄治表热也，承气
治里热也，四逆治假热也，柴胡治真热也，
泻青、导赤、泻白、滋肾、泻黄，治五脏热而
各异也，各能洞烛脉证，而中其肯綮，则皆
效”。说明同属热病，由于表现的证候不
同，临床治疗方法也应有差异，提出“洞烛
脉证”“同病异治”的观点。辨证论治的关
键在于抓住病证的异同之点，做到辨证施
治，这样才能“于临证之际，自然法度有
归，不致误投汤剂而害生乱医，获罪神
明”。

博采众长不泥古

楼英认为，前代医家方书各有专长，
“仲景详外感于表里阴阳，丹溪独内伤于
血气虚实，东垣扶护中气，河间推陈致新，
钱氏分明五脏，戴人熟施三法，凡历代方
书甚众，皆各有所长耳”。并根据主治功
效，将前代方剂分为两种，即“东垣、海藏、
罗谦甫、丹溪以扶护元气为主，可纯根据
元方，其余诸方多是攻邪之剂”。

在临证运用上，楼英强调当辨证施
治，随证加减，不拘泥前人之见。他说：

“治中风自汗，用桂枝汤；治伤寒无汗，用

麻黄汤。此仲景表散之法，百世不易者
也。若元气暴亏者，以参芪、桂枝、麻黄等
药表散，此丹溪补仲景之法，亦百世不易
者也。”楼英认为，伤寒学说在发展，中医
流派又很多，偶遇医理不一之处，当以实
践为准绳，而不能以仲景是否言及，要以
医经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即便有些医
理属仲景未论述的，但在实践中行之有
效；医经中未载录的，但经临证运用证实
可取的，均可与经言并存，临床治学，应做
到既能独抒己见，又不非议古言，师古不
泥，择善而从。

纲举目张条理清楚

前代医书编写多以病为纲，只作一次
划分，有时难免存在鱼龙混杂之处。《医学
纲目》以阴阳为总纲，用以统摄血气、表
里、上下；又以五行统摄五脏六腑并以之
赅百病的证候及治疗。这样，临床辨证
时，读者能迅速从纲到目，从目到标，进行
定位，使病因、病机、治法、方药了如指
掌。这种分纲列目编排病证的方法为楼
英首创，对后世医学著作的编辑有很大影
响，可视为中医辨证论治体系成熟的标
志。

《医学纲目》采集的文献资料极为丰
富，态度认真严谨，收录历代名方、验方，
务求实效；凡所引医论医方中有衍文、错
简等时，都详细考核订正；对所引文献方
论不符或互有矛盾之处，则尽可能予以辨
明。《医学纲目》对总结明代以前的各家学
说、指导临床辨证，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被誉为综合性医著中的佼佼者。《医学纲
目》对海外医家也影响深远，日本医家对
其中的中医案、医论、文字、方药等内容多
有引用。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

明初的大型医学综合性书籍——

《医学纲目》
□黄新生

■读书时间

8月 1日~7日是第 29个世界母乳喂养
周，今年的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 守护健
康地球”。为了更好地宣传母乳喂养，守护
健康地球，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
康处联合《医药卫生报》，特推出“支持母乳
喂养 守护健康地球”主题征文活动，欢迎
广大医务人员、宝妈妈们踊跃参与。

征文主题：围绕“支持母乳喂养 守护
健康地球”这一主题，讲述开展母乳喂养健

康教育、加强母乳喂养指导的经验做法，也
可谈一谈开展母乳喂养工作的心得体会，
向广大公众传播母乳喂养的重要意义，推
进全社会支持母乳喂养，保障儿童健康，同
时减少母乳代用品的消费和使用，从而减
少相关生产和消费环节对地球资源的消耗
和污染。

征文要求：内容真实，主题鲜明，文字
流畅，文章字数不超过2000字；也可将母乳

喂养的感人瞬间拍成图片，并附上文字说
明。

征文刊登与评奖：征文中的优秀作品
将在《医药卫生报》的《卫生文化》版上刊
登。届时，《医药卫生报》将组织专家对入
选作品进行评奖，并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品。

征文时间：即日起至12月底。
投稿邮箱：619865060@qq.com
投稿电话：（0371）85967078

“支持母乳喂养 守护健康地球”
主题征文活动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个藏
族的小伙子名叫冬彭，他很孝
顺。冬彭的母亲得了一种怪病，
每天上午就会觉得头胀痛。冬
彭便带上母亲四处求医，却一直
没能治好。

有一天，冬彭遇到一位喇
嘛。喇嘛告诉冬彭：“在远处的
高山上有一种草，红色、独一根
茎，上有花叶，像是空中射下的
箭羽一样插在地上，周围没有
草，没有风，它却会自己摇动。
挖出它的根，大如手掌，根的周
围还有很多小根守卫着它，大根
与小根之间有像头发一样的细
丝连着。你把这种药草的根挖
出来后，放在锅里蒸，或者用湿
纸包好埋在糠中煨热，切成片，
再用酒浸泡一夜，和鱼一起炖
熟，让你母亲服食。”说完，喇嘛
就转身离去。

听了喇嘛的话，冬彭就翻山

越岭去 找 那 种 药 草 。
一 路 上 ，有 人 告 诉 他
那 叫 定 风 草 ，还 有 人
告 诉 他 那 草 叫 赤 箭 、
神 草 ……历尽千辛万
苦，冬彭终于在一个潮
湿并有很多腐烂树叶
的山坡上找到了这种
草，并挖出它的根，按

照喇嘛的话做给母亲服食。1
个月后，冬彭母亲的头痛好了，
再也没有犯过。

后来，冬彭也出家当了喇
嘛。在以后的游历岁月中，冬彭
将这种药草能医治头痛的事传
给了更多的患者。

天麻，又名定风草、赤箭等，
为兰科植物天麻的干燥块茎。
主产于四川、云南、贵州等地。
立冬后至次年清明前采挖，采挖
后，立即洗净，蒸透，敞开低温干
燥。用时润透或蒸软，切片。天
麻在民间颇受欢迎，如在久病之
后出现“头晕、乏力、倦怠”等情
况，往往会用天麻炖老母鸡来滋
养补虚。

《开宝本草》记载：“（天麻）
主诸风湿痹，四肢拘挛，小儿风
痫惊气，利腰膝，强筋力。”《本草
汇言》记载：“（天麻）主头风，头
痛，头晕虚旋，癫痫强痉，四肢挛

急，语言不顺，一切中风，风痰。”
中医认为，天麻味甘，性平，

归肝经，具有熄风止痉、平抑肝
阳、祛风通络等功效，故可用于
治各种病因之肝风内动、惊痫抽
搐。若治疗小儿急惊风，天麻常
与羚羊角、钩藤、全蝎等配伍；若
治疗肝阳上亢眩晕、头痛，天麻
常与石决明、牛膝、钩藤等配伍；
若治疗中风手足不遂、筋骨疼
痛，天麻常与没药、制乌头、麝香
等配伍；若治疗妇人风痹、手足
不遂，天麻常与杜仲、牛膝、制附
子等配伍；若治疗风湿痹痛、关
节屈伸不利，天麻常与秦艽、羌
活、桑枝等配伍。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天麻含
有天麻苷、胡萝卜苷、柠檬酸、琥
珀酸、蔗糖、维生素 A、多种氨基
酸、微量生物碱，以及多种微量
元素。天麻水、醇提取物及不同
制剂，均可抑制或缩短癫痫的发
作时间。天麻可以降低外周血
管、脑血管和冠状血管阻力，并
有降压、减慢心率及镇痛抗炎作
用等。天麻还对神经衰弱、神经
痛、面部肌痉挛、高脂血症、老年
血管性痴呆等有一定的治疗作
用。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
院）

天天 麻麻
□李爱军

中医认为，三伏天的“伏”指的是伏邪，即
所谓的“六邪”（风、寒、暑、湿、燥、火）中的暑
邪。三伏天的暑邪非常强悍，很多“病根儿”
都是三伏天落下的，很多人以为“伏天里要一
心防暑”，正好相反，三伏天更要提防的反而
应该是“寒”。

常按足三里穴
按足三里穴，有助于运化水湿。取足三

里穴，握拳轻扣两百下，以略感酸胀为度，早
晚各1次，有调和营卫之气的作用。

饮姜茶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含有挥发

性姜油酮和姜油酚，具有活血、散寒、祛湿、发
汗之功效；姜具有利胆、健胃止呕、辟腥臭、消
水肿的作用，与蜂蜜合用对肝病恢复有益。

吃羊肉
三伏天人们比较喜欢吃冰凉的食物，这

个时候适当吃点暖性的羊肉，有利于发散
滞留在体内的寒气，疏通筋脉。夏季吃点
羊肉，能够补充营养，还可以排出体内的毒
素。

温水泡脚
每天早睡，不要熬夜，睡前用38摄氏度~45

摄氏度的温水泡脚，可祛湿，改善睡眠质
量。

拔火罐
拔火罐可以逐寒祛湿、疏通经络、祛除瘀

滞、行气活血、消肿止痛、拔毒泻热，具有调整
人体阴阳平衡、解除疲劳、增强体质的功能，
从而扶正祛邪、治愈疾病。夏季留罐时间最
好控制在10分钟左右。

坐艾叶垫
用艾叶500克，晒干，揉碎，用纱布包制成

坐垫，然后坐在上面。艾叶性温，具有温经止
血、散寒止痛等功效。艾叶装在坐垫里，温暖
之气从肠道进入人体，可以温暖五脏六腑，甚
至可以治疗寒冷诱发的腹泻。坐垫法可以说
是“坐着就能增加阳气”。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惠民县胡集镇郑家
村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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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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