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19年，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16年，这是
洛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控制所曹迎松的
工作经历，简单却有分量。“战”在结核病防治第一
线的他，深受患者及同行的信任和好评。

结核病防治工作是一项繁重、琐碎而又平凡
的工作，从发现结核病患者到全程治疗管理，不能
有一点疏忽。要想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具备强烈
的责任感，付出巨大的耐心。曹迎松是这样认为
的，也是这样做的。

治疗前，曹迎松认真、耐心宣教，提高患者的
依从性，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针对治
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他及时发现和解决，以
保证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减少丢失和拒治现象发
生，提高整体治愈率，最大程度减少误诊、误治现
象。

有一次，曹迎松和同事在从洛宁去汝阳督导
的路上，简直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山里的天气风
云多变，刚才还晴空万里，转瞬就乌云密布，雷电
交加，狂风暴雨，路旁的树被吹得东倒西歪，摇摇
欲坠，视线越来越模糊，车外白茫茫一片，他和同
事只能无奈地停下车，不安地等待着……雨来得
快，去得也快，等雨渐渐停止，能够看清前方的景
象时，他们大吃一惊，车前不足20米处，一棵被风

刮倒的树横在不宽的路中间，砸在一辆中巴车的
车头上。心有余悸后，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们一
行人继续开始督导的行程。

多年来，曹迎松的足迹遍布了洛阳市各地和
各大综合医院，奔波于乡村和医院的相关科室，收
集基层管理人员的意见，及时解决工作中的疑难
问题，指导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人员按照《国家结
核病控制规划》要求做好相关工作，认真书写督导
报告，及时把督导信息反馈到领导层，为下一步工
作的开展提供准确的第一手材料。

曹迎松还是一个心系公益的人，他利用周末
和节假日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组织“洛阳市爱
心乒乓”走进汝阳县三屯镇丁沟村希望小学，为贫
困山区的学生们送上了棉衣、学习用具、体育用品
等，孩子们灿烂的笑脸给了他鼓舞。他说：“一个
人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奉献，在付出的过程
中，收获的是乐趣与被社会认可的喜悦。这些是
无法用金钱和物质衡量的，而是内在的精神价值。

作为一名疾控人，曹迎松没有可歌可泣的英
雄事迹，他只是秉持着“预防为主，以人为本”的
理念，在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社会基础性工
作岗位上，坚持不懈地努力着，默默无闻地奉献
着。

曹迎松

结核防治一路无悔
□杨 须 蒋建国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黄酒“主
行药势，杀百邪恶毒，气通血脉，厚肠胃、润
肌肤、散寒湿气、养脾扶肝、祛风下气，热饮
甚良”。《黄帝内经》中记载，黄酒“得天地之
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时，故能至
坚也”，故而“邪气来时，服之万全”。

中医认为，黄酒性热，味甘、苦、辛，有
毒，大热，气味芳香，入心经、肝经、肺经、胃
经，能中能散，宣行药势，具有活血通络、散
寒、祛风之功效，可以治疗风寒、筋脉挛急、
胸痹、心腹冷痛等。

黄酒、啤酒、白酒的区别

黄酒是以糯米、粳米或黍米为原料经
酒药及曲中多种有益微生物的作用而酿成
的发酵原酒，一般含酒精（乙醇）10%~20%，
属于低度酿造酒。相比而言，白酒性烈，
酒精度数过高；啤酒则度数过低，酒精含
量太少；果酒多含有机酸，不宜与药物配
伍。唯有黄酒恰到好处，多一分嫌多，少
一分嫌少。而且，黄酒中富含功能性低
聚糖、生物活性肽、硒等多种有益成分。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诸酒醇醨不
同，惟米酒入药用。”这里所说的米酒其实
就是黄酒。

黄酒为饮送服中药的好处

增强疗效 九分散中马钱子为君药，主要成分为番木鳖碱
及马钱子碱；小活络丸中主要药为制川乌、制草乌，主要化
学成分为乌头碱。生物碱难溶于水而易溶于乙醇，以黄酒
为药引，可提高生物碱类成分的溶解和吸收，从而提高临床
疗效。

矫正臭味 活血止痛散、跌打活血散中都含有土鳖虫等含不
良气味的中药，以黄酒为药引可起到矫臭、掩味的作用。

引药达病 根据《中国药典》2015年版，少腹逐瘀丸、五虎散、
香附丸等均要求以黄酒为药引送服，目的是借助黄酒性热、通血
脉等特点，行药势、助药力之功效，引领诸药直达病所，以更好地
发挥疗效。

中药药引的使用依托于药之有性，以其升降、沉浮、缓和、增
效的特质在经方中发挥引经归使、直达病所、减低药物毒性、促进
疗效等作用。药引需要随证启用，不可胡乱添加。特别是酒又与
多种药物存在潜在的相互作用，因此，若以酒为引服药，需谨遵医
嘱。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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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那些事，或者写一写身边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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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松

■成语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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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大诗人杜甫一生穷困潦
倒，最终因“粉丝”牛肉款待，难得饕
餮一回的他因暴饮暴食致消化不
良，不幸辞世。难怪人们常叹：重病
难治，但比重病更难治的是穷病。
倘若贫困又遇上病痛，那就真的是
悲苦至极了。

世界上最难遮掩、最难忍受的
事情除了喷嚏，估计就是贫穷了。
当贫穷从门外进来，爱情便从窗口
溜走。贫穷，不但让恩爱夫妻百事
哀，还能让亲戚 疏 远 ，让 朋 友 远
离。倘若贫困又遇上病痛，那更是
雪上加霜了。萧伯纳说：“贫穷和
疾病是世界上两大罪恶。”年迈再
赶上穷困、疾病，那可就真是晚景
凄凉啦。《红楼梦》中就曾有“暮年
之人，那禁得贫病交攻，竟渐渐地
露出了那下世的光景来”的描写。
成语“贫病交攻”和“贫病交侵”“贫
病交迫”都是一个意思，都叫人望而
却步。

重病难治，但比重病更难治的
是穷病。天下的大夫只管看身上的
病，很少有治穷病的。不过，机缘巧
合，中医医案里还真有这么一件医
生给人看穷病的逸闻，这位医者就
是清朝的名医叶桂（字天士）。

一天，叶桂正在药房给患者号脉，忽见一个衣衫破烂的
人冒冒失失闯了进来。不等问话，就拱手说：“听说先生是
当今的活神仙，能治百病。我有一致命的病，不知先生能治
否？”叶桂说：“只要我能治得好，一定效劳，你有什么病直说
无妨。”那人说：“人不欺病，病难欺人。我一无内患，二无外
伤，只是太贫穷了，你会治贫吗？”叶桂还没回答，其他来看
病的人却火了：“我看你这个人是无理取闹！走遍天下，哪
有医生能治贫的？”不料叶桂捋着长须笑道：“贫也算种病
嘛，既无佳肴滋补，又频添忧愁伤身，可谓有损元气。不过
要治它也不太难。这样吧，我给你一枚橄榄，只许你吃肉，
把核留下，种好，到明年自然就不穷了。”众人听了这番话，
除了好奇就是纳闷。来人也觉得种橄榄核与治贫毫无干
系，本当不信，又见叶桂说得诚恳，便拿着一枚橄榄满腹狐
疑地回去了。

那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照叶桂的话办了。第二年，橄
榄树就长高了。挺拔的小树上长满了绿叶，就是不开花，不
结果。那人又来问：“无果树有啥用？”叶桂笑道：“到时候
了，过几天自有人送钱来。”那人还是不信，悻悻地回家了。
没过三天，怪事出现了，买橄榄叶的人接踵而来。那人为此
发了笔小财。

叶桂让那人以这笔钱做个小本买卖，不久便成了小康之
家。那人十分感激叶桂，抽空带了厚礼去向这位神医道谢，
并问询其中奥妙。叶桂婉言谢绝了他的馈赠，把买橄榄叶
的秘密告诉了他。原来，叶桂早料到这个季节有传染病流
行，配医治此病的药物少不了橄榄叶，所以在开药方时，每
方必加几片。俗话说：“药不分贵贱，对症乃良药。”可满城
的药店都没有橄榄叶，患者只好在叶桂的指点下，到那人的
住处买橄榄叶了。这是叶桂讲究医德，乐善好施，对贫苦人
的一片心意。

可是生活中哪有那么多叶桂给人治穷病，不要说一介
平头百姓，就连很多有名气的大人物，如果落魄了或赶上
家境不济，一样坐困愁城，不堪潦倒，甚至还有可能会为此
早早丧命。被誉为“诗圣”的杜甫，诗名传天下，可终生不
济，没有功名，没有收入，穷苦潦倒，四处漂泊，赶上一场瘟
疫，差点丧命，为了保护他，其姑母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这
让杜甫背负了一生的内疚和不安。但到了晚年，随着时局
愈加混乱，杜甫的命运更加悲惨，日子过得寒酸到吃顿肉
都不容易，一次“粉丝”送来些牛肉，这位可怜的大诗人竟
为此丧了命，因为吃得太饱，腹胀而死，留给诗坛无尽的叹
息。

唐开元二年，3岁的杜甫被寄养在洛阳的姑母家，姑母对
他疼爱有加，让他和自己的儿子相伴成长，衣食无别。可
惜，很快一场瘟疫袭来，杜甫与表兄双双染病，姑母心急如
焚，四处寻医问药，有巫医指点，靠房柱东南侧睡觉能痊
愈。姑母念及侄子可怜，便将原本睡在房柱东南侧的儿子
与杜甫调换。后来，杜甫奇迹般好了，而表哥却不幸死去。
成年后的杜甫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一文中忆及
此事，悲泣难抑：“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间女巫
至，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
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于走使。甫尝有说于人，客将出
涕，感者久之，相与定谥曰义。”

杜甫生活的中唐时期，瘟疫横行，他的不少诗篇里都有
记述：“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疠偏”“峡中一卧病，疟疠终冬
春”“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南方瘴疠地，罹此农事
苦”……乾元二年初冬，杜甫流落同谷，生计惨淡。其《同
谷七歌》组诗尽写穷愁绝境：“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
山谷里”，天寒地冻之时，可怜食不果腹；“此时与子空归
来，男呻女吟四壁静”，面对妻儿染病，茅屋四壁皆空；“生
别辗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兄弟离乱分散，姊妹骨
肉难亲；“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纵使彻夜难
眠，徒自空留浩叹！

杜甫的谢世，更让人太息。据郭沫若晚年的封笔之作
《李白与杜甫》一书可知：杜甫死于牛肉和白酒。《新唐书》
和《旧唐史》等正史也有类似记载，说是当地县令仰慕大诗
人，用小船把杜甫从困境中救了出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
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暴饮暴食导致消化不良，当晚辞
世。

无论到何时，贫穷都不值得歌颂，夸耀贫穷比夸耀富
裕更鄙薄。无论贫穷激励过多少人奋发向上，和疾病一
样，它都不是人类的朋友，它的滋味穷苦过的人知道，它
的滋味病过的人清楚。所以，朋友，忘掉你穷苦的日子
吧，不过，可别忘记它给你的教训。

（作者供职于河南大学出版社）

《菜根谭》与养生智慧
□刘 杰

《菜根谭》为明朝道家隐士洪应明所收集编著，是一部论述修身养性、人生处事的格言式小品文集。有的格

言看似随心而发，实则义理深远；有的看似朴实平白，实则隽永悠长；有的看似训诫清冷，实则警醒慈严。一词

一语，彰显义理，使人暗暗信服；一则一言，温煦和畅，令人久久回味。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各种压力大，身心处

于亚健康状态，非常常见。本文从《菜根谭》中所蕴含的养生智慧角度，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正心正德为养生的根本

养生，即养护生命。一方面身要
“保”，保护身体，保护生命，不受外界所危
害；一方面心要“养”，顾护正气，纯洁心
灵，不受外界所污染。《菜根谭》蕴含的“栖
守道德”“好恶有则”是为人的道理，亦是
养生的根本。养生必先为人，为人必先正
心正德。

正心正德，就是要把贪附权势、卖弄
名利的小聪明、繁华势利的杂念祛除，回
归人的本性，回归自然本性，回归到“真味
只是淡”“至人只是常”的状态。正心能够
拒名利、拒机巧、拒恶污；正德能够护正
气、做正事、说正话。培养节义、心体光

明，并保持随喜、随性、随缘、随遇的本
性。因此，养生的智慧，首先要正心正德，
才能做到心地宽舒、血气畅通、邪气难附、
病郁不结。

责己宽人为养生的良药

《菜根谭》多则格言强调要“责己宽
人”，即时时反思自己，时时改过。“人之过
误宜恕，而在己则不可恕；己之困辱宜忍，
而在人则不可忍”，看似对自己要求过严，
其实不是这样的。“形人之短”，一般人若
有才华，不要用自己的长处来比较人家的
短处；“凌人之贫”，若很富足，容易显露自
己的所有；如果患了重大疾病，常常怨天
尤人；如果做砸了事情，常常埋怨苛责他

人。
时间久了，失败的、不顺的事情常常

归因于外，感情用事，情绪不能平和，不
反思自身，渐渐火气增加、发作增多，或
暴发致祸，或郁结成疾。严以律己，宽
以待人，“清能有容，仁能善断”，能使人

“德进”，能使人慈祥热心、平易近人、心
平气和、心胸开阔，这是养生的必备良
药。

忙闲有度为养生的捷径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加班熬
夜、不能按时吃饭是经常的事。

《菜根谭》劝人要忙闲适度，一张一
弛，不可过劳。人求成功的心“不必太

坚”，养生之道“不必过劳”。“忧勤是美
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忙碌过度，
忽视身体，疾病就会乘虚而入。“人生太
闲，则别念窃生”，但人如果太过于闲
适，无所事事甚至好吃懒做，则容易有
私念、杂念、邪念，做出不正确的事情，
容易造成祸端。如人饮酒作乐，酒后失
言失礼、打架斗殴，造成家破人亡的比
比皆是。

《菜根谭》文辞优美，对仗工整，含义
深远，耐人寻味，是一部有益于人们陶冶
情操、磨炼意志、奋发向上的通俗读物，其
精神营养丰富，历久弥新，，从中细心发
掘，即可吸收到许多养生的智慧。

（作者供职于中牟县医保中心）

■养生堂

很早以前，南京东郊有一座无名大
山，山顶上从早到晚，紫雾腾腾，山脚下住
着种菜的老汉金老三，他无儿无女，和他
的老伴儿相依为命。金老三种有好几种
菜，唯独种的茄子，又嫩又大，乌紫油亮，
烧出来味道鲜美，远近出了名。这一年，
风调雨顺，金老三的茄子长势很好，老两
口很高兴。

老伴儿说：“卖了茄子，就可以收拾破
草房啦！”金老三笑着说：“是啊，是啊，
今年有指望了。”老伴儿又说：“卖了钱，
我要买布做新衣服穿了。”金老三说：

“好啊，好啊，只要钱够，你就买吧。”老
两口要多高兴有多高兴。

哪晓得天有不测风云。这天夜里，忽
然一场大风雨，树刮断了，房掀跑了，金老
三的茄子也打枯了。金老三站在茄子地
里，很伤心。就在这时，金老三忽然觉得
眼前一亮，他看见一只乌黑发紫的小茄子，
正吊在一根枯茎上晃荡着。金老三心里奇
怪：怎么这个小茄子没有打坏呢？他摘下
茄子，放在手心里看。那小茄子就说起话
来了：“老爷爷，别生气了，山神……”金老
三吓得要命地说：“什么？什么山神？”小
茄子说：“是呀！山神昨天晚上派风婆婆
去教训那黑心的财主，不小心毁了你的茄
子。山神要赔你，让你今天晚上三更到山
顶上去，在石壁上敲三下，山门就开了。
我是开山门的钥匙，你千万不要把我丢
啦！”小茄子说完，就不再开口。

金老三疑惑地把小茄子揣在怀里，并
把这件事情告诉老伴儿。老伴儿听后非
常高兴地说：“老天爷来救我们啦！”当天
夜里三更金老三到了山顶，他按照小茄子
说的在石壁上敲三下，“哗”一声，山门开

了，一股金光照射出来，吓得金老三直往
后退，眼前出现一座金殿。山神从里面走
了出来，笑眯眯地招呼金老三：“老人家，
你想要什么，就快拿吧！”

金老三四下看了看，金殿里有很多金
元宝、银元宝和各种宝贝，只有左边角落
里摆着两箩筐油光水嫩的茄子，和他种出
来的一模一样。金老三看到了茄子，连忙
说：“山神爷，就给我那两箩筐茄子吧！”山
神说：“你再拿些金元宝、银元宝吧！”金老
三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那东西再值
钱，不是我辛苦种出来的，不能要。”山神
笑着说：“好吧，你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来
找我，我会帮你的。”

金老三高高兴兴地把两箩筐茄子挑
回家，老伴儿见金老三挑来两箩筐茄子，
刚开始很高兴，后来听说金殿里有很多金
元宝、银元宝和各种宝贝，顿时脸一沉很
不高兴地说：“真没见过你这样的傻瓜，要
两个金元宝也比这茄子值钱，今天晚上你
再去要。”说着，一脚把箩筐踢翻，茄子滚
了一地。金老三心痛不已，把茄子一个个
捡起来。老伴儿更生气了，“老笨蛋，老笨
蛋”地骂个不停。金老三气得扛起锄头下
地去了，天黑回到家，老伴儿还在骂，饭也

不给他做，他只好饿着肚子上床睡觉。朦
朦胧胧中，金老三听到小茄子在耳边说：

“老爷爷，今夜你就上山拿只金元宝吧，省
得家里吵架，你没有饭吃。”

金老三眼还没睁开，老伴儿就把他摇
醒了，瞪着眼睛说：“快三更了，还不上山
去。”金老三叹了口气上山去，跌跌撞撞，
爬上山顶。可是一见到石壁，又发起愣
来。“老爷爷，快敲山门呀！”小茄子在口袋
里喊。金老三心想：好吧，最后再敲一
回。他掏出小茄子，对石壁敲了三下，山
门开了。山神走出来，不等他开口，把一
只很大的金元宝往他手里一塞说：“拿回
家吧，老人家。”金老三谢过山神，急匆匆
地奔回家，想着这下子能过上安稳日子
了。哪晓得老伴儿脾气更大地说：“你这
个木头人，给你一个，就不能要两个吗？”

金老三家里有了金元宝，日子富裕
了，老伴儿不再帮他种菜，还笑他：“你
是黄连木刻成的——生来的苦坯子，有
福不会享。”过了几天，老伴儿上城闲逛，
看见东村财主老婆坐了一顶大花轿，后面
有 4 个跟班，一路前呼后拥，好不威风。
老伴儿心想：跟山神要一顶轿子，还能不
给？回到家就逼金老三上山向山神要一

顶轿子。这回金老三不依了，冲老伴儿
说：“庄稼人要坐那玩意做什么？我不
去。”任凭老伴儿怎么说，金老三就是不
去。

可老伴儿一心想过过坐轿子的瘾，趁
金老三睡着了，偷了他口袋里的小茄子，
溜出门，爬上了山。她拿着小茄子敲开石
门，进去一看，金殿里全是金元宝、银元
宝，再走进去，金轿子、金马、金车，样样都
有，就是不见山神出来。老伴儿心想：“也
好，这样拿东西更方便。”她把金车套上了
金马，又把金元宝装满车，拉出山门，自己
往车上一爬，那金马就往前走了。老伴儿
坐得高高的，二郎腿一跷，心里美得不得
了。她想，有了这把宝贝钥匙，我也犯不
着跟金老三受罪了。她把缰绳一抖，把车
子往娘家赶，顺手往口袋里一摸，发现小
茄子没有了，这才想起来刚才忘在山门里
了。

“糟糕！”老伴儿急忙跳下金车，直奔
山门。可山门早已关得像铁桶一般，她想
尽一切办法，山门却纹丝不动。老伴儿急
疯了，回头想上金马车，可是，金马车也消
失了，她气得呼天喊地，狂奔乱跳，竟然变
成了疯婆子。

从那以后，山上的宝贝再也没有人去
打开山门拿过，而茄子却一代一代传到现
在。因为这座大山的山洞里金银多，山顶
上的紫雾大，大家就叫它紫金山。

茄子性凉，味甘，归脾经、胃经、大肠
经，具有清热、活血、止痛、消肿的功效，主
治热毒疮疡、皮肤溃疡、肠风下血等，脾胃
虚弱者忌食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