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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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
撷萃》《中医典故》等栏目期待您来稿！

联系电话：（0371）85967078
联系人：杨小玉
投稿邮箱：54322357@qq.com
邮编：450046
地址：郑州市金水东路与博学路交叉口东南角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8楼医药卫生报社总编室

信阳淮河骨科医院诚聘医界精英
信阳淮河骨科医院（原工区路四里棚骨科医院）始建于2005年，是一所集医

疗、康复为一体的二级专科医院。信阳市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原城镇居民医保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河南省城镇居民（职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信阳市工伤
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现因业务发展需要，高薪诚聘康复医学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骨科、医学
影像科、B超、检验科、护士等医疗专业人员。真诚欢迎医界同仁前来合作发展！

联系人：杨劲松 联系电话：13939715700
地址：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56号

广告

由河南好耐公司新推出的“沐健臣”牌消毒液，不仅适用于各类硬质物
体，而且适合清洁瓜果蔬菜类食品，是广大群众理想的生活用消毒产品。为
了让广大基层劳动者受惠，现开展免费向村医赠送活动，全省名额限定 700
名。先询先得，额满为止。只需打个电话，即可免费获得 2 瓶。欢迎代理，欢
迎考察。

河南经销地址：郑州市杨金路聚方科技园
联系人：温春峰 马 丽 电话：18039102323 （0371）55636136

广告

消毒液诚招代理
免费向村医赠送700份

广告

作为医之志弥坚，医之心精纯，医之
行贞恒的医家，闹市坐堂可以疗疾保
民，赢得盛誉；隐居乡野同样也能施惠
济世，永垂青史。明代医药学家兰茂
（1397~1470）的人生轨迹则属于后者。
当他看到自己入仕无门，治国平天下的
宏愿难以实现之后，便突破名利枷锁，寄
情于本草性味、疾病诊疗等方面的研究，
撰写了系统总结云南地区用药经验的医
药巨著《滇南本草》，成就了“南滇医圣”
的非凡人生。

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延续了近
半个世纪的明朝大移民终于画上了句
号。在山东曲阜，供奉着“学而优则
仕”精神本源的孔庙，再一次被官府修
葺一新，蓝墙红柱，典雅之中凸显威严
气派。而此刻，坐镇南京的明成祖朱
棣已颁布圣旨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紫
禁城。

但这一切对于祖籍河南洛阳，因父
辈随军移民入滇，而出生在云南府嵩明
州杨林驿守御千户所、时年20岁的兰茂
而言，已经再无意义。

根据当时军制规定，屯田军户子弟
不仅不能进入当地官办学校就读，而且
也不准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如果需要
应试，必须回原籍。嵩明距洛阳，千里迢
迢，在当时交通条件落后和家境在温饱
线上挣扎的情况下，对于兰茂而言，回祖
籍应试无疑是不现实的。

自小深浸儒学典籍熏陶，少年时的
兰茂也曾经有造福天下社稷的雄伟壮
志。13 岁时，他就精通经史，能够做到
过目成诵。16 岁时，他开始潜心奋读
程朱理学，希望借助科举做出一番不
虚度年华的事业来。然而，在仕途无
望的残酷现实下，兰茂满腔的热血，开
始逐渐平静下来，不再因名利的得失
而时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困扰。这种看
透人生境遇后的清醒，是一种精简浓
缩的笃定。这一年，兰茂为自己的书
房取名为“止庵”，重新明志，并因慈母
生病，更加奋发研究医理，过起了一边
开办私塾教学度日，一边跋涉采药的
隐居修学生活。

在无数个公鸡报晓的清晨，以及
油灯尽燃的深夜，兰茂把主要精力都
用在了研读《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

《伤寒杂病论》《新修本草》《千金要方》
等中医典籍上。有深厚儒学功底做
铺垫，再加上禀赋超群，勤于实践，
很 快 兰 茂 便 深 得 医 学 临 证 要 旨 ，遣
药 开 方 不 循 规 蹈 矩 ，而 且 疗 效 迅
速 。 不 久 ，他 便 因 医 术 灵 验 而 声 名
鹊起。

一天，一位村民来找兰茂诊病。原
来，这位村民到山中打柴，因口渴难耐，
匆忙中喝了山间小溪中的水，碰巧一只
蚂蟥趁机钻进了他的鼻腔。回到家之
后，村民经常感到头晕、头痛，鼻子还

时不时地流血。听了村民的叙述，兰
茂沉思片刻，便吩咐其家人取来两个
皮 哨 子 壳 碾 成 末 状 ，放 在 手 掌 上 备
用。然后让村民的鼻子贴在洗脸盆
的水面上。当村民的鼻子刚接近水
面，不一会儿便看到一只蚂蟥向外探
头。就在这时，兰茂把手中的药末快
速吹进村民的鼻孔，蚂蟥瞬间落下，村
民的鼻子顿时十分舒畅，发自内心地赞
叹：“兰茂大夫医术高明，果然名不虚
传。”

在济世为民的同时，兰茂还经常深
入嵩明周边各地山间采集药材。由于云
南地理环境与中原地带不同，再加上
地处边疆等因素，当地医生所用的药
材 从 传 统 中 药 典 籍 中 多 无 迹 可 寻 。
于是，兰茂便实地考察，采集标本，分
类记载这些草药，并详述其性味、归
经和功效。兰茂还广泛收集彝族、苗
族、白族、傣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民
间验方妙术。经过数十年苦心孤诣
的积累，终于在明正统元年（1436 年）
完成了奠定其“云南中医鼻祖”“南滇
医圣”历史地位的重要著作《滇南本
草》《医门揽要》。

《滇南本草》是首部系统记录云南地
区用药经验的地方性本草书籍，也是
我国现存较早、最完整的地方性本草
专著，成书比《本草纲目》早 140 多年，
被历代云南人奉为“滇中至宝”“药物

学的《红楼梦》”。《滇南本草》图文并
茂，记载中药 500 多种，其中多半纯属
云南少数民族专用、效果显著的民族
药。比如举世闻名的云南白药、专治
风湿的虎力散、治疗急性肾炎的肾福
宝、专治偏瘫的灯盏花素滴丸等中成
药，都是历代医家和近代药企选用《滇
南本草》中的药物及验方研制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大辞典》
等重要典籍，也收录有《滇南本草》首
载的很多药物。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兰茂有生之
年，《滇南本草》并未刊行，而是以手抄本
的形式流传。直至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兰茂弟子管群蕃的第十代孙管濬在
其兄管暄校对、抄补的基础上，重订并正
式刊行，《滇南本草》的光辉才得以进一
步彰显传承。

《医门揽要》则是兰茂丰富诊疗经验
的真实写照。此外，兰茂在文学、音韵
学、理学等方面也业绩卓著。

人生实现抱负的选择有很多种，关
键在于自己的选择是否行前人之未
行，做出了卓越建树。作为医家，兰
茂崇德尚行，隐居修学，恬淡虚无，志
闲少欲，历经艰险，甘受孤独，精勤不
止，以平民之身，在科举制度之外创
造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光
辉人生，也因此成了中医后学的不朽
典范。

冬季，草木凋零，昆虫休眠，万物活动趋向
休止。俗话说，“冬季进补，上山打虎”，此时也
是人们进补的大好时节。那么，有哪些补品适
合老年人食用呢？

莲 藕
中医认为，“新采嫩藕胜太医”，莲藕是冬季

最好的进补蔬菜。冬季是莲藕上市的季节，也
是冬季最好的菜品，因为莲藕含有大量的碳水
化合物、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

冬季天气干燥，老年人吃些藕，能起到养阴
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的作用。如果把莲藕
加工成熟食，这样既富含营养又易于消化，具有
养胃滋阴、养血止泻、调中开胃的功效，是老年
人安全过冬不可少的食补佳品。此外，莲藕还
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对治疗便秘，促进有害物
质排出十分有益。

山 药
补品不仅有莲藕，还有“神仙之食”美誉的

山药。山药是药食两用的食材，含有淀粉酶、多
酚氧化酶等，能够补脾养胃助消化。山药还含
有大量的黏液蛋白、维生素及微量元素，能有效
阻止血脂在血管壁的沉淀，从而减轻血管压力，
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山药也是高淀粉、低热量、低脂肪食物，被
人们誉为“健康减肥”食物。此外，山药富含的
尿囊素能有效缓解冬季皮肤干燥，山药还能降
低一些酶的活性，可以防止细胞衰老，具有延年
益寿的功效。

百 合
百合粥是传统的中医药膳。《本草纲目》称

百合“利大小便，补中益气”。《日华子本草》称百
合“安心，定胆，益智，养五脏”。

临床发现，百合清心安神，对热病后余热未尽、神思恍惚、
烦躁失眠者，疗效甚佳。百合营养成分丰富，含有蛋白质、维生
素、胡萝卜素及多种生物碱，对抑制癌细胞增生有一定的疗效。

百合味甘、微苦，性微寒，归肺经、心经，具有润肺止咳、清
心安神的功效。百合味甘质润，香甜可口，是冬季食用之上品。

梨
冬季比较干燥，多吃梨可以缓解干燥。梨因鲜嫩多汁，含

有85%的水分，酸甜适口，自古就被称为“百果之宗”；现在又有
“天然矿泉水”之称，那是因为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钙、磷、
铁、碘等微量元素。中医认为，梨味甘、微酸，性凉，归肺经、胃
经，具有生津、润燥、清热、化痰及解酒的作用，也可用于治疗内
热所致的干咳、口渴、便秘等。

冬季天气干燥，水分较少，多吃梨的人远比不吃或少吃梨
的人感冒概率要低，因此，有医生把梨称为“全方位的健康水
果”或“全科医生”。

“立冬补冬补嘴空”，可见进补尤为重要。那么，是不是越
进补就越好呢？

冬季进补不要虚实不分。中医的治疗原则是虚则补之，身
体没有虚证，不宜用补药。即使有虚证，也要分清是阴虚、阳
虚、气虚、血虚的哪一种，对症服药才能补益身体，否则适得其
反，会伤害身体。

冬季进补不要多多益善。“过犹不及”，任何补药用过量都
有害，有的老年人认为多吃补药，可以起到有病治病、无病强身
的作用。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如果过量服用人参、鹿茸这样
的补品，反而会导致腹胀，不思饮食等；过量服用维生素C，反而
会导致恶性呕吐和腹泻。

冬季进补不要重“进”轻“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少家庭天天聚会，顿顿大餐，殊不知，油腻食物吃多了，新陈
代谢后产生的酸性有毒物质也多，如果不及时排出，会造成便
秘。近年来，养生专家提出一种关注负营养的保健新观念，呼
吁人们在进补的同时重视人体废物的排出，减少肠毒的滞留与
吸收。

冬季进补不要亘古不变。有些人喜欢按自己的口味专门
服用某种补品，多年不变，慢慢发展成偏食，这对健康是不利
的，因为药物和食物既有保健治疗作用，也有一定的副作用，久
服多服会影响体内的营养平衡。老年人各个脏器功能均有不
同程度的减退，需要全面系统地加以调理，而且不同的季节对
保健药物和食物也有不同的需求。因此，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调
整是十分必要的，不能亘古不变，一补到底。

此外，在进补的同时不能忽视锻炼。“冬天动一动，少生一
场病”。这充分说明锻炼的重要性。坚持锻炼，不仅能使人的
大脑保持兴奋状态，增强中枢神经系统的体温调节功能，还能
提高人的抗寒能力。冬季气温较低，人们新陈代谢的速度缓
慢，建议锻炼时选择健身操、太极拳、舞蹈等不太激烈的运动。

（镇平县 裴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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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年前地摊上的无意翻看，到迈入
河南中医药大学的系统学习，如今再次的
温习，我与《黄帝内经》的交集或将伴随一
生。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巨著、国学
瑰宝，传承至今，引起无数人对它的崇拜，
因其思想博大精深，如果仅仅泛泛而读，
理解往往是似是而非。

近日，医院组织了学习《黄帝内经》活
动。再次拿起《黄帝内经》，与这一年多的
临床经历相互印证，不得不感叹《黄帝内
经》在医学史上真的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辉
煌著作。

在急诊科学习的日子里，得知：原本
冠心病、高血压病、糖尿病等“老年疾病”
的发病人群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空
气污染、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不良饮食，
夜生活丰富，也使不少年轻人开始在保温
杯里泡枸杞，越来越注意养生。

何为养生，就是以自我调摄为主要手
段，以推迟衰老、延年益寿、提高生活质量
为目的的多种保健行为。《黄帝内经》被公
认为中医养生学之源，其提出了治未病的

重要思想，《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中记载：“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
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就是说，古代圣人不治
疗已经在身上的病，治未来可能患的病，
不治目前的乱象，治未来的乱象；其寓意
为，预防重于治病，预防重于治乱。

对于未病先防，《黄帝内经·素问·上古
天真论》中记载：“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
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就是说，对外要适应自然环境，避免受到
六淫之邪的侵袭；对内要调养精神意志，
避免精神刺激、情志变化，充分体现了《黄
帝内经》“天人相应”和“形神合一”两个基
本的观点。

人来源于自然，生长于自然，不管人
类文明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人类终
究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要遵循自然界
阴阳四时的规律。《黄帝内经·灵枢·本
神》指出：“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
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
柔，如是则辟邪不至，长生久视。”如果该
睡觉时还在熬夜看手机，顺带吃夜宵，你

不发胖才怪。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

记载：“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
恐伤肾。”人的精神活动对形体的健康也
有很大的影响，物质生活的富裕，换来的
可能是现代越来越多的精神疾病，做到

“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
气从以顺”，何其不易。不为外物所扰
动，保持清心寡欲、恬静平和的心态来应
对生活，正如《黄帝内经·痹论》中记载：

“静则神藏，躁则消亡。”若人人如此，也
不会有那么多年纪轻轻的“三高”人群
了。

刚入临床的新手，想着熟背中药方剂
三百首，指点病证，挥斥方遒。当一个活
生生的患者站到面前时，却又战战兢兢，
惶恐不安，心里甚至咆哮着怎么和书里
写的一点也不一样啊！倘若认真学习过

《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将古
人长期与疾病斗争中观察所得的复杂症
状，归纳为提纲挈领的19条病机，作为指
导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再合适不过。

岐伯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
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湿
肿满，皆属于脾……诸呕吐酸，暴注下迫，
皆属于热。”对着舌脉症状，回归到五脏六
腑，风寒暑湿燥火，对应于相应方剂，按照
中医辨证论治，疗效怎么也比对病固定方
子强。

《黄帝内经》博大精深，医理深奥，是
古代各医家临床实践的升华概括，用心
研读，结合临床勤思考，在临床中面临的
所谓疑难杂症，无从下手时，回味《黄帝
内经》，顺着它为我们提供的辨证思路，
自信地去尝试，难题或许就会迎刃而解
了。《黄帝内经》带给我的启发，不仅是指
导临床，而且在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中，
处处都存在《黄帝内经》的智慧。

文中对于《黄帝内经》的理解仅是个
人之见，希望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改进，
作为一名中医学子，学习《黄帝内经》，学
习经典，是一辈子都不能间断的。

（作者为河南省中医院2018级全科规
培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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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经典 学习《黄帝内经》
□李士宇

早在周朝时，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
例如，《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疾医
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
氏春秋·季春纪》中记载：“季春行夏令，
则民多疾疫。”《黄帝内经》中也有记载，
如《黄帝内经·素问·本能病》中记载：

“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
湿令不化，民病瘟疫，疵废，风生，皆肢
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
那时的古人，已对传染病有了一定的认
识。

三国时著名的赤壁之战，曹操带兵
号称83万，孙刘联盟不过几万人，以曹操
的军事才能及众多谋士出谋划策，曹军
是不可能被孙刘战胜的。

有的历史学家提出，曹军暴发瘟疫，
而这个瘟疫极有可能是鼠疫。提出这个
论断也是有根据的，西汉武帝时期，连续
发动对匈奴的攻击战争，匈奴中有个随

“和亲”去的宦官，叫中行说，他对汉朝怀

恨在心，让匈奴士兵把病死的牛羊投入汉
军的水源，汉军士兵果然染上瘟疫，而这
场瘟疫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当然，这只
是部分历史学家的观点，现在没有证据可
以证明。

另一个根据是医圣张仲景在《伤寒
杂病论》的序里所写“余宗族素多，向余
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
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可见，
当时瘟疫流行，曹操兵败，也并非空穴
来风。

曹植在《说疫气》里写道：“建安二十
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
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也可以作为佐证，说明这场瘟疫流行之
久。

晋朝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隋朝巢元
方的《诸病源候论》，唐宋的医学著作，都
有论述瘟疫的篇章。金元四大家的滋阴
派医家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说：“瘟疫，

众人一般病者是，又谓之天行时疫。治有
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李濂的《医史·东
垣老人传》中记载：“民感时行疫疠，俗呼
为大头天行……君独恻然于心，废寝食，
循流讨源，察标求本，制一方，与服之，乃
效。特寿之于木，刻揭于目耳聚集之地，
用之者无不效。”

明清时期，温病学派的兴起，像薛生
白、叶桂、王孟英、吴又可等医家在治疗传
染病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关于瘟疫，
还有两则名人轶事。

朱元璋称帝前，曾在江浙一带卖过
酸梅，可是一颗也卖不出去，眼看就要
腐烂了。这时突发时疫，应该是霍乱，
上吐下泻，朱元璋也患病了。仆人搀
扶朱元璋到放酸梅的库房，闻到了酸
梅的味道，朱元璋顿时好了一半，吃了
几个，病竟然好了，他的仆人吃了酸梅
后病也好了。消息不胫而走，一颗酸
梅最后卖到十几两银子，朱元璋发了

一笔外财。
清顺治年间，天花大流行，死了很

多人。顺治最喜欢的妃子，也患天花死
亡，跟着妃子殉葬的御医也有一大片。
顺治 6 岁登基，在位 18 年，24 岁向臣民
发布“罪己诏”，宣布退位，官方给的权
威说法是“暴病而亡”。传闻说，顺治在
五台山出家，而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顺
治死于天花，只是没有直接证据，反倒
成了一桩悬案。康熙罹患天花，却是有
直接证据的，高热昏迷 10 多天，硬是挺
了过来，那时的人就认识到，天花一生
只得一次，成就了这位功勋卓著的千古
一帝。

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省余江县消灭
了血吸虫病，毛主席夜不能寐，写下了

《送瘟神》，“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
疏鬼唱歌”，瘟疫大流行时，的确是这
样。

（作者供职于林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古籍中的天行时疫
□秦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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