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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综合性方书——《永类钤方》
□□黄新生黄新生

李仲南，元代医家。李仲南事母至孝，为了让母亲长寿，他修建道院，学习炼丹长生之术。后来，他发现

炼丹长生之术是荒谬的，要想使母亲颐养天年，需要寻医问药。于是，他开始学习医学。

由于长期战乱，医书散落，医道不明，李仲南便汇集古人医书，择其精要，以脉、病、因、证、治列为五类，编

辑成书，复钤以图，撰成《锡类钤方》。李仲南的好友孙允贤认为此书略于治法，故为之详加补订，备述治法。

书成，李仲南的母亲已不幸去世。李仲南衔哀茹痛，更书名为《永类钤方》，并于元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刊

行于世。

提要：瘟头瘟脑，读上去就有一
种萎靡不振的感觉。古今中外，谈
瘟色变的疫情不胜枚举，是中医，让
人类逐渐走出了瘟疫肆虐的至暗时
代。

瘟字，从疒，从昷，意为热、暖。
疒与昷组合为字表示热病，属于地道
的中医术语。热病是指带有体温升
高和发热症状的流行性传染病。瘟
是个多义字，除表示疾病外，瘟字用
在相声、戏曲中时，指表演平淡，效果
不好，如这场戏唱瘟了。

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已开始对瘟
疫的关注研究，瘟在古代指的就是瘟
疫；在《山海经》《左传》等古书中，疠
病特指的就是瘟疫。尤其到了东汉
末年至三国时期，瘟疫横行，对社会
的危害特别大，同时也诞生了张仲
景、华佗等名医，特别是张仲景对瘟
病做了精深的研究，其在《伤寒杂病
论》中对瘟病的发生、诊治等都有详
细的论述，是世界上较早系统研究瘟
疫、伤寒病的医学专著，中国也称得
上是世界上较早对瘟疫开展有效治
疗的国家。

这一点，从中国古老历法中亦可
得到印证。中国的历法里面早就有“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
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的明确记
录。中国民谚也有“早春早春，谨防春瘟”的类似表述。前一年
冬眠后开始滋生繁殖的细菌、病毒乘机肆虐，从而导致各种传
染性疾病的发生与流行，常见的有流行性感冒、麻疹、流行性脑
脊髓膜炎、结膜炎、腮腺炎等，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更容易患
病，属于高发人群，要特别注意预防。

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中医有偏见，认为中医对感冒
或传染病等的治疗不如西医，或者认为中医治不了这些病。可
事实恰恰相反，像伤寒、瘟病等可谓是中医最擅长和拿手的，而
且经辨证治疗还不会留下后遗症。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从
中国传统医学中寻找方向，在东晋名医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下找到了灵
感，发现了青蒿素。在东南亚、非洲以及南美洲等疟疾仍然肆
虐的地方，青蒿素的发现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两千多年前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就有预防传染病的记
载。从汉代起，医书里都把传染病作为重点项目加以关注。《肘
后备急方》记载了“虏疮（天花）”“狂犬咬（狂犬病）”等；其后的
医书对疟疾、麻疹、白喉、水痘、霍乱、痢疾、肺结核等急性传染
病及其辨证治疗方法都有明确记载。除了以药物治疗传染病
外，古代中医还总结出隔离检疫、消毒、未病先治、保持良好的
环境和个人卫生等经验，来应对疫情的蔓延。西汉史料记载：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意味着当时政府为控制流
行病而建立了公立的临时医院，说明我国当时就已掌握了对传
染病采取隔离治疗的措施。

在与传染病的角力中，中医所做的贡献造福全人类，其中
尤以“种痘预防传染病”值得一提。中国民间有一句谚语“生子
只算生一半，出过天花方完全”，说的就是天花这种病对人的危
害之甚。在过去，瘟疫不仅给平民百姓带来灭顶之灾，就是贵
为天子的皇帝或皇亲贵胄也是谈之色变，难以幸免。

天花传入中国后，由于中医很早就有“以毒攻毒”的免疫学
指导思想，到宋代时，就有郎中采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将患
了天花的人的疱浆挑取出来，阴干后吹到健康人的鼻孔中，接
种天花后就能免于感染。到明清时期，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
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清代政府还设立“种痘局”，专门给百
姓普及种痘知识，可称得上是全球最早的官方免疫机构。

天花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传染病之一，给世界人口
造成过巨大的威胁。在没有疫苗的年代，儿童死于天花的可能
性为1/3，也就是说每3个孩子里面就会有1个在成年之前死于
天花，感染后就是侥幸活下来也会留下后遗症，最明显的症状
就是一脸麻子。

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虽然瘟疫在中国出现的次数很多，
但若论造成的人口伤亡，西方国家的瘟疫死亡率和死亡人数要
远远大于中国，这里面中医作出了巨大贡献。放眼世界，瘟疫
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创伤更是触目惊心，甚至远超战争造成的
伤亡人数。

近年来，人类的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医
疗技术的不断开发使很多瘟疫受到限制甚至绝迹，但另一方
面，瘟疫暴发的危险并没有消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
人类更加脆弱，因为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
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使人口流动的速度越
来越快，使瘟疫有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传遍全球。没有哪个
国家或民族能够通过筑墙或禁航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没有人
能成为一个孤岛。面对病毒的侵袭，人类只有一个选择：守望
相助！

一次次的瘟疫提醒我们，人类并不强大，我们要学会与病
毒、与大自然、与我们的同类和谐共处，因为战争、饥荒乃至贪
婪，都有可能打开封闭在潘多拉魔盒里的病毒，让我们自食其
果。希望所有人能汲取历史的教训，希望悲剧不再上演。

（作者供职于河南大学出版社）

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30多年，现任
博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防科科长
的秦文平，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精湛
的业务技能。他先后经历过“卫生部加
强与促进结核病控制项目”“全球基金
结核病项目”等项工作，目前正在参与
实施“中国结核病控制项目”。不过，无
论资历多深，他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初
心使命。

结核病防治工作脏、累且有高感
染风险，干这项工作必须要有吃苦耐
劳的精神，秦文平无怨无悔，主动担
当。面对科室人员老化和缺失等困
难，他常常身兼多职、加班加点投入工
作。在患者的诊断、治疗、管理、宣传

培训、疫情监测处置、统计报表、资料
收集整理等岗位上，时常看到他忙碌
的身影。

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秦文平积劳成
疾。2017 年 12 月，他突发急性心肌梗
死，被送往焦作市人民医院救治，在重
症监护室昏迷抢救8天。待他苏醒转入
普通病房，见到前去看望的同事们时，
秦文平首先想到的是年终各种业务报
表能不能在规定时间上报。他一再向
同事们交代各项工作的上报细节和注
意事项，申请让领导安排其他人尽快完
成，以免影响工作。

秦文平做完心脏支架术后，经过短
暂的休息，考虑到结防科人员不足，他

主动要求尽快到一线去。当时恰逢该
县某学校出现结核病疫情，他立刻与同
事们一起投入学校结核病疫情处置工
作中。

2020年4月网络疫情监测发现一例
学生患结核病，但当时这名学生已退学
在家。为保障学校教职员工及学生的
身体健康，防范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
发生，秦文平及时组织有关专业技术人
员对与其密切接触师生进行了结核病
筛查、宣教。

在工作中，秦文平把岗位作为奉
献自我、服务群众的舞台，利用自己
所学的专业知识，耐心对患者进行门
诊宣教，讲解病情轻重、防治常识、注

意事项等。他视患者如亲人，急人之
所急，想人之所想。为了方便群众，
他 利 用 微 信 平 台 ，随 时 接 受 患 者 咨
询，向患者反馈各种检查结果，处理
一些轻微的药物异常反应，让患者少
跑腿。

在工作期间，秦文平严格按照国
家结核病有关免费政策落实各项免费
项目，让患者实实在在感受到党的温
暖，提高了群众的社会获得感和满意
度。

时间在延续，秦文平说，服务无止
境，他将坚持奋战在结核病防治工作战
线上，在工作中始终如一地践行自己的
使命和担当！

秦文平: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杨 须 蒋建国

《永类钤方》是我国古代一部实用价
值较高的大型综合性方书，共 22 卷，约
50 万字。卷 1 为诊脉图诀，有诊候六脉
入式图，选奇脉诀撮要，伤风、伤寒、伤
暑、伤湿钤图方论及三阴三阳六经伤寒
证治等内容；卷2~卷7列伤寒、杂病证治
内容，伤寒居前，杂病居后，相互对应，别
具风格；卷8为南阳活人书伤寒集要方；
卷 9~卷 10 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杂病集
要方；卷 11~卷 14 辑录诸名医杂病集验
方，引用《济生方》《太平圣惠方》《三因
方》等12部方书之方；卷15~卷19为妇产
科证治方论，包括经、带、胎、产多种病
方；卷 20~卷 21 为儿科证治，包括痘疹、
惊风等多种疾病的辨证、治则、方剂；卷
22为骨伤科证治方论，对各类骨折与关
节脱位的整复手法做了较为详尽的记
载，如用俯卧位过伸复位原则，治疗脊
柱骨折及以有无“粘膝”征（指患侧膝关
节屈曲、内收与运动障碍）作为鉴别髋
关节前、后脱位的主要依据等，均属首
次记述，对后世正骨术的发展有一定影
响。

《永类钤方》本之医经，伤寒有法，杂
病有方。伤寒属外因，杂病通三因，而以
风、寒、暑、湿四中、四伤居其前，并分脉、
病、因、证、治加以论述，钤而为图，贯穿
彼此，简明扼要，易学易用。全书搜罗甚
广，包括临床各科疾病，每病先简述概

念、证候、治则，继以脉、病、因、证、治顺
序论述，一目了然。所引古书籍数十部，
如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宋代
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宋代严用和
的《济生方》等，书中保存了许多失传之
方，对后世有较深影响。《永类钤方》对中
医文献整理及临床运用，均有很高的参
考价值。

在我国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元
代骨伤科学术的发展有较突出的成就，

《永类钤方》载录了多种骨折、脱臼、整
复、夹板固定法，以及若干医疗器械、方
药等内容。其中首创的过伸法处理腰椎
骨折，丰富了创伤骨科的诊断治疗经
验。其突出的骨伤诊治学术思想及诊断
治疗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治伤强调梳理气机
李仲南认为“人禀天地阴阳之气以

生气，升降周流一身，呼吸定息往来无
穷，皆气所为；五脏之气贵乎平顺，阴阳
之气贵乎不偏”，因而治疗中强调梳理气
机。因气血相依，血以载气，气能行血，
故治疗外伤，除当用手法整复外，亦强调
以调气为先，认为“被伤之时，岂无外感
风寒之证，且先用三四服疏风顺气药却
看患人虚实，有何证候轻重。若伤重气
血潮作，昏闷胀痛，亦先通气，而后通血，
盖血随气行；凡打伤在两胁、两胸、两肚、
两肋，却用通气通血药，又看病人虚实不

同，虚者通药须兼补药，实则补药放缓，
且用贴药在前，通药在后。凡用通药反
不通者，后用顺气药，腹肚全无，膨胀而
得安。此为不干血作，乃是气闭不通。
如腹肚有血作，一通便下，亦须以顺气药
兼之，庶胸膈腹肚不致紧闷，气顺后却用
损药，无不愈，须先顺气故也”。

首创过伸牵引加手法复位
治疗脊柱屈曲型骨折

《永类钤方》首次介绍了攀门伸张复
位法治疗腰部损伤，“凡腰骨损断，先用
门扇一片放地上，一头斜高些，令患人覆
眠，以手伸上，攀住其门，下用三人拽伸，
医者以手按损处三时久”。脊柱胸腰部
压缩性骨折在牵引的情况下，医生用两
手重叠按压在后凸起部，用力向下反复
按压前推，借前纵韧带的张力向后挤压，
使压缩性骨折得以复位。这是世界上首
次对过伸牵引加手法复位治疗腰椎骨折
的记载。

首次用“粘膝”与“不粘膝”
作为髋关节前后脱位的诊断标准
髋关节脱位一般皆有跌打损伤史，

有局部肿胀、疼痛、呈弹性固定、患肢活
动功能障碍、不能站立行走等临床症
状。《永类钤方》首次提出了髋关节前后
脱位的鉴别方法：“凡辨腿胯骨化，以患
人膝比并之，如不粘膝，便是向仙（前脱
位）；如粘膝不开，便是出外（后脱位）。”

后在《普济方》《证治准绳》《伤科汇纂》中
均继承之。今《中医伤科学》称之为“粘
膝证”，“粘膝证阳性”为髋关节后脱位体
征。

率先提出运用盘脚膝抵法
治疗髋关节后脱位

髋关节脱位，手法整复宜早不宜
迟。对于髋关节后脱位，《永类钤方》先
提出运用盘脚膝抵法治疗。“凡臀骨左
右跌出骨者，右入左，左入右，用脚踏
进。如跌入内，令患人盘脚，按其肩头，
用膝抵入，虽大痛一时无妨”。后在《普
济方》《证治准绳》中均继承之。此法仅
适用于髋关节后脱位，现在中医骨伤科
临床中仍在使用。

《永类钤方》是元代著名的方书之
一，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例
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有取材于其中
的不少内容。但由于《永类钤方》几乎濒
于绝迹，在一段时间内未能引起人们的
重视，其在骨伤科学术上的卓越贡献也
没有引起后人重视。现在，《永类钤方》
是中医临床必读丛书之一。

元至顺二年（1331年）刻本的《永类
钤方》，在2011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堪为图书界和医学家的珍
宝。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

■读书时间

刘兴邦是明朝末年的一家
药铺掌柜。一天傍晚，刘兴邦
在自家门前纳凉，邻居李二苟
从他身边过时，看了看他的脸
色，惊叹道：“哎呀！大伯，您
患重病啦，得赶快治啊！”刘兴
邦听了，很不痛快，心想：“你
一个毛孩子，不过在外地当了
两年的学徒，难道比我这个当
了几十年药铺掌柜的还强？”
因此，他冷冷地说：“谢谢你的
一番好意，我吃得下，睡得着，
身体很好。”李二苟见他不理
睬自己的忠告，说完，就回家
去了。

过了两天，刘兴邦果然病
倒了，全身无力，头昏脑涨，茶
饭不思。他儿子刘济民是当地
的一位名医，于是，给父亲开了
一剂药方。不料，刘兴邦服了2
剂后，病情反而加重了。此时，
刘兴邦想起了李二苟，他喘着
气对儿子说：“济民，你去把李
二苟请来，我或许有救。”

第二天一早，刘济民便来
到李二苟家。开门的是李二苟
的母亲，她听完刘济民的来意
后，忙掏出一张药方说：“我儿
回店里去了。不过，他走时为
你父亲留下了三张药方，这是
第一张。”刘济民听后，吃了一

惊，接过药方一看，只见方中写
道：“甘草四两（古时计量单
位），水煎服。”刘济民谢过李大
娘，拿着药方赶快回家了。

回家后，刘济民对父亲说：
“李二苟的药方仅甘草一味，这
怎能治好您的病呢？”父亲也感
到这药方不一定有效，但又觉
得，既然李二苟能看出自己有
病，也许他能治。“我们还是试
试看吧。”谁知，一剂药下肚，刘
兴邦的病好了一半。于是，他
立即让儿子到李大娘家去讨第
二张药方。第二张药方上写
着：“甘草半斤（古时计量单
位），水煎服。”刘兴邦服药后，
可以下床走动了。这时，李大
娘亲自登门送来第三张药方：

“甘草一斤，水煎当茶饮。”服完
三剂药，刘兴邦的病全好了。

年终，李二苟休假回家，刘
兴邦大办酒宴，款待李二苟。
席间，刘兴邦和儿子刘济民向
他请教用甘草治顽疾的医理。
李二苟说：“大伯常年炮制药
材，每制一药，必先尝尝，久而
久之，中了百药之毒。而甘草
则能和解诸药之毒。”刘兴邦叹
道：“你小小年纪，竟这么通药
理，真是能者为师啊！”李二苟
谦虚地说：“治这种病，是我师

父教的。一年前，他也患过此
病，当时就是用甘草一味治好
的。”众人听了，十分佩服。

甘草为豆棵植物甘草或光
果甘草的干燥根茎，别名为美
草、蜜草。甘草性平，味甘，入
心经、肺经、脾胃经；具有补脾
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
急止痛、调和诸药的功效；用于
治疗脾胃虚弱、倦怠乏力、心悸
气短、咳嗽痰多、脘腹、四肢挛
急疼痛，以及痈肿毒疮，缓解药
物毒性。

除此之外，甘草还可以缓
解呼吸困难，如感冒、喉痛、支
气管炎等。在诸多处方中最后
都有一味甘草，以调和诸药，解
诸药之毒。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甘草
含有甘草酸苷，可以治疗乙型
肝炎和丙型肝炎，还可以抑制
艾滋病病毒的复制。临床应用
有生甘草和蜜炙甘草之别，治
疗咽喉肿痛、痈疽疮疡、胃肠溃
疡、疮疡、咽喉肿痛或食物中毒
者，多用生甘草。若脾胃虚弱、
心气不足、脉结代而发生的心
悸怔忡、倦怠乏力等，多用炙甘
草，如炙甘草汤等。

（作者供职于西华县人民
医院）

■杏林撷萃

甘草一味救药师
□郭俊田牛

膝

□
殷
红
才

有一位河南郎中跑到安徽卖药行医，时
间久了，他就定居在这里了。郎中无妻无子，
孤身一人，只收了几个徒弟。郎中认识一种
草药，经过炮制可以强筋骨、补肝肾，郎中靠
这种草药治好了许多人。郎中心想，我年纪
渐大，应该把这秘方传给一个心地善良的好
徒弟。但是，谁才是心地善良的呢？从表面
上看，几个徒弟都不错，但是知人知面不知
心，真要把这秘方传给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徒
弟，还得试一试。于是，郎中决定轮流到徒弟
家住，试一下他们。

郎中先来到大徒弟家。一开始，大徒
弟以为郎中存了很多积蓄，很用心地伺候
他。后来，大徒弟发现郎中只有一个破包
袱，装着一些不值钱的草药，对他就很冷淡
了，最后还赶他出门。

二徒弟也像大徒弟一样，先是殷勤招待
郎中，等发现郎中没钱时也冷下脸来。过了

些日子，郎中又去找三徒弟。三徒弟也不比两位师兄强多少。郎中最
后同样住不下去了，只好背上行李，坐在街上哭。这时，最小的徒弟知
道了。他跑来对郎中说：“师傅，到我家去住吧。”郎中摇摇头说：“我身
上一个钱也没有，白吃你的饭行吗？”小徒弟说：“师徒如父子，徒弟供
养师傅还不该吗？”

没过多久，郎中突然病倒了。小徒弟每天都守在床前伺候，
就像对亲生父母一样孝顺。郎中看在眼里，暗暗点头。一天，郎
中把小徒弟叫到面前，解开贴身的小包袱说：“这里有一种草药
是个宝，用它制成药，能强筋骨、补肝肾，药到病除，我现在就传
给你。”

不久，郎中去世了，小徒弟把郎中安葬妥当。后来，小徒弟就靠师
傅传下的秘方，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郎中。师傅留下的草药形状很特
别，茎上有棱节，很像牛的膝头，为表达对师傅的感恩之情，小徒弟就
给草药取名为牛膝。

牛膝，别名怀牛膝、对节菜、山苋菜、铁平膝、怀夕、红牛膝等。牛
膝性平，味苦、酸，归肝经、肾经，具有补肝肾、强筋骨、逐瘀通经、引血
下行的功效，属活血化瘀药下属分类的活血调经药。中气下陷、脾虚
泄泻、下元不固、梦遗滑精、月经过多及孕妇均禁服牛膝。

（作者供职于郑州警备区门诊部）

■中药传说

肛肠全程无痛技术培训
常年招生

学痔瘘技术送鼻炎技术
联系人：田长修 电话：1365373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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