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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西全所长生于1964年，毕业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中
医外治近40年，百度搜索“伦西全”名字了解更多情况。

每月10日、20日伦西全所长全天研讨交流，请提前预约。
联系方式：崔鹏13783876966（微信同）

陈静15226158993（微信同）
请致电了解详情，来电即寄或微信传详细内容目录。可

进入“伦西全中医外治交流微信群”，群内每天交流简单实用
的中医外治方法。

安阳市正本中药外治研究所

免费咨询交流
中医外治实用技术和方法

广告

本版药方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

《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
性医书，建立了中医学上的

“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
“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
学说”“病机学说”“病证”“诊
法”“论治”，以及“养生学”“运
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论
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
理、社会的整体医学模式。

《黄帝内经》的基本素材
来源于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
期观察、大量临床实践，以及
简单的解剖学知识，奠定了
人们对人体生理、病理、诊断
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我国
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
被称为医之始祖，在我国的
传统文化上有着不可估量的
地位。

《黄帝内经·素问》重点论
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
病证、诊法、治疗原则及针灸
等内容。《黄帝内经·灵枢》除
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
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
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
等。

《黄帝内经》的基本理论
精神包括整体观念、阴阳五
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
治则、预防养生和运气学说
等，在我国医学上有很高的地
位，后世历代医家无不重视此
书。

《黄帝内经》以朴素的唯
物主义观点，阐述人与自然，
以及生理、解剖、病理、诊断
和养生防病治病方面的原则
问题，成为我国医学的基石、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临床
各科诊治的依据，被后世奉为经典医籍，为学中医者必
读之书，是研究中医学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华民族宝贵
的文化遗产。

《黄帝内经》给我印象最深、启示最多的就是《上古天
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这几篇都在养生的
原则上和总纲上进行了精当的论述，其中一些理念极具
现实意义，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句话蕴含的养生
之道确实可以让人受益无穷。

在生活中应遵循自然界阴阳四时的规律。《黄帝内
经》中记载：“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
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人与自然具有
相通、相应的关系，无论四时气候、昼夜晨昏，还是日月运
行、地理环境，各种变化都会对人体产生影响。顺应四时
气候变化规律，是养生保健的重要环节。《黄帝内经·灵
枢·本神》中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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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
久视。”也就是说，人体必须顺应自然四时气候的变化，适
应周围外界环境，使机体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以增进人体
健康。

在自然界这个大系统中要想求得自身平衡，首先是
遵循自然界正常的变化规律，其次是慎防异常自然变化
的影响。但顺应自然规律并不是被动地适应，而是采取
积极主动的态度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以便更快、更好地
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之中，自然界的物质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必要条件，人体所需要的饮食也应与自己所处的
自然环境相适应。正如生活在潮湿环境中的人多吃一些
辛辣食物，对祛除寒湿有益；而辛辣食物并不适合生活在
干燥环境中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形成了各个地方的
特色饮食。一年四季不同时期的饮食也要同当时的气候
条件相适应，冬季常吃红焖羊肉、肥牛火锅、涮羊肉等，有
增强机体御寒能力的作用；而在夏季常饮乌梅汤、绿豆汤
等，有消暑解热的作用，这些都是天人相应在饮食养生中
的体现。

（作者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8级规培
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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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核为无患子科植物荔枝的干燥成
熟种子，主产于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
地，以棕红色或紫棕色、平滑、有光泽者为
佳。

荔枝核，别名荔仁、枝核、大荔核，是吃
荔枝剩下的果核，多数人把它当作废物扔
掉了，至于它为何成为一味中药，还有一个
传说故事呢。

相传，有一天，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正在
家中修改诗稿，有位南方的诗友来看望
他，还带来一些刚成熟的荔枝。

于是，两个人一边研究诗稿，一边品
尝鲜美可口的荔枝。吃着吃着，白居易不
由诗兴大发，挥笔写了一首赞美荔枝的诗
句：“嚼疑天上味，嗅异世间香。润胜莲生
水，鲜逾橘得霜。”这时，他的妻子春兰进
来，看见桌子上摆着许多荔枝核，就包起
来随手放在抽屉里了。

一个月后，白居易因受凉得了疝气，行
动不便。春兰到郎中家取药，郎中问明病
情后，就包了一包中药给春兰。

春兰回到家后，因家务活儿忙，没有立
刻煎药，把药顺手放在原先放荔枝核的抽
屉里了。过了一会儿，活儿忙完了，春兰从
抽屉里拿出郎中给的药，准备煎药，打开一
看，是几粒荔枝核。她忽然想起了自己存
放的荔枝核，“是不是拿错了？”于是打开另
一包，一看也是荔枝核，两个包里都是荔枝
核。

春兰低头思索了一会儿，难道郎中给
的药就是荔枝核，这荔枝核能治疗疝气？
为了慎重起见，春兰又到郎中家询问。郎

中告诉春兰，他给的药就是荔枝核，荔枝
核是治疗疝气的良药，他曾治愈了不少疝
气患者。春兰这才熬了荔枝核水，让白居
易服用。没过几天，白居易的疝气就好
了。以后，他逢人便说，见人便讲，荔枝核
能治疗疝气。

后来，白居易到京城居住，又把荔枝核
能治疗疝气告诉了一个御医。御医在编修

《本草》时，收录了荔枝核。就这样，荔枝核
成为一味中药流传了下来。

中医认为，荔枝核性温，味辛、微苦，归

肝经、胃经，具有行气散结、散寒止痛的功
效，主要用于治疗疝痛、睾丸肿痛、胃脘久
痛、痛经、产后腹痛等。

《本草衍义》和《本草备要》中就有关于
荔枝核的记载。《本草衍义》中记载：“荔枝
核治心痛，小肠气痛，以一枚煨存性，研末，
新酒调服。”《本草备要》中记载：“荔枝核辟
寒邪，治胃脘痛。”

荔枝核呈长圆形或卵圆形，夏季采摘
成熟果实，除去果皮及肉质假种皮，使用时
需要经过晾晒，晒干水分后使用工具研磨
成粉状，即可加水服用。

荔枝核主入肝经，味辛能行、味苦能
泄，有辛温祛寒、疏肝理气、疏肝和胃的
功效，因此，身体没有寒湿气滞者不要服
用。

荔枝核也可做饮料，将荔枝核洗净，砸
碎，放进锅中，加入蜂蜜煎煮 30 分钟后饮
用，可以理气、利湿、止痛，主治下腹及小腹
两侧疼痛、心情抑郁。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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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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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至夏至，，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夏至这天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此时此时，，北北

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夏至虽然阳气较盛夏至虽然阳气较盛，，白昼最长白昼最长，，却未必是一年中最热的一却未必是一年中最热的一

天天，，因此时接近地表的热量仍在积蓄因此时接近地表的热量仍在积蓄，，并没有达到最多的时候并没有达到最多的时候。。夏至过后夏至过后，，太阳直射点开始从北太阳直射点开始从北

回归线向南移动回归线向南移动，，北半球白昼开始逐渐变短北半球白昼开始逐渐变短。。夏至后夏至后，，人们常会食用清补凉汤人们常会食用清补凉汤、、凉茶凉茶、、酸梅汤等酸梅汤等

来避暑来避暑。。

夏至，顾名思义，就是暑夏到来的意
思；从阴阳二气来看，就是阳极之至。从
夏至起，我国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热的阶
段。俗话说“夏至——阴生”，就是说在
此节气中，尽管天气炎热，可阴气已开
始生长，使人显得极其脆弱，容易患各
种疾病。因此，夏至节气合理养生非常
重要。

夏至过后，虽然太阳直射点开始从
北回归线逐渐向南移动，北半球白昼开
始逐渐变短，但是由于太阳辐射到地面
的热量仍比地面向空中散发的多，故在
其后一段时间内，气温将继续升高，因此
有“夏至不过不热”的说法。俗话说“热
在三伏”，真正的暑热天气，大约在7月中
旬至8月中旬。

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
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
达到全年最长。这期间我国大部分地
区气温较高，日照充足，农作物生长较
快。

夏至是盛夏的起点。虽然还没有
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但是离入伏也
不远了。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
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
雨。

起居养生起居养生

夏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人的新
陈代谢十分旺盛，也是能量消耗最大的
季节。人体阳气外发，伏阴在内，在日常
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养护好身体。此时睡
眠较少，食欲不佳，由于出汗多，易损耗
大量水分和营养物质。

夏至白昼达到最长、夜晚变为最短，
养生也要顺应自然的特点，要注意阳气
的流失，尽管天气很热，但是也要注重阴

气的调理。夏至之后，应适应自然界阳
盛阴衰的变化，晚睡早起，合理安排午
休时间，一方面可以避免午热，另一方
面可以恢复精力。从事室外工作时，应
避开高温时段，做好防晒。下班回到家
后，最好洗个温水澡，可以消除一天的
酷热疲劳。洗温水澡不仅可以宣泄阳
气使皮肤清洁凉爽，而且还可以使体
表血管扩张，加快血液循环，改善肌肤
和组织的营养。年老体弱者则应早睡
早起，尽量保持每天 7 小时的睡眠时
间。

夏季天气炎热，腠理开泄，易受风寒
湿邪侵袭，有空调的房间，室内外温差不
宜过大，睡眠时不宜直接对着电扇吹，更
不宜夜晚露宿。

饮食养生饮食养生

夏至时节天气炎热，人的消化功能
相对较弱，因此，饮食宜清淡，要多食杂
粮以寒其体，不可过食热性食物，以免助
热；冷食瓜果应适可而止，不可过食，以
免损伤脾胃；肥甘厚味之品宜少勿多，以
免化热生风，激发疔疮之疾。

《吕氏春秋·尽数》中指出：“凡食无
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唐代医药学家
孙思邈提倡人们“常宜轻清甜淡之物，大
小麦曲，粳米为佳”，在强调饮食清补的
同时，勿过咸、过甜，宜多吃具有祛暑益
气、生津止渴的食物，如苦瓜、黄瓜、番
茄、莲藕等，这些都是健胃又清暑热的食
物。

在北方流行一句谚语：“冬至饺子夏
至面。”尤其是凉面，既能降火开胃，又不
至于因寒凉而损害脾胃。夏至节气后，
气温逐渐升高，人体出汗量也会随之增
加，人体需水量加大，在饮食上应加以调

节，可以喝些绿豆汤、酸梅汤等。但是，
寒凉体质者和体质虚弱者，不宜过多饮
用绿豆汤，可以喝一些白开水。

在炎热的夏季，冷饮特别受欢迎，
虽然冰凉的饮品能令人心旷神怡，但是
不宜过量食用。过量食用冷饮会损伤
人体的阳气，如果脾胃运化功能受损，
会引起消化不良、腹痛腹泻、纳呆腹胀
等。

另外，还要注意“苦夏”所带来的问
题。“苦夏”是指在进入夏季后，由于气
温升高，人们出现胃口下降，不思饮
食，进食量较其他季节明显减少，并伴
有身体乏力疲倦、精神不振、体重减轻
的现象。“苦夏”大多是由于体质虚弱
者感 受 暑 热 之 气 所 致 。 夏 季 天 暑 下
迫，地湿上蒸，使体内湿热过重，影响
脾胃功能。每年夏季的芒种、夏至、小
暑时节都是“苦夏”发生的高峰期，有
的患者甚至每年都会发生，饮食调理
尤其重要。此时宜吃些质地软、口味
清淡的食物，可以用小米、燕麦、薏米、
山药、莲子等健脾开胃、淡渗利湿的食
物熬粥喝。暑热较重者，可以用菊花、
薄荷、金银花、连翘、荷叶泡水代茶饮
用，能祛暑清热。

运动养生运动养生

夏季运动要适时适量。夏季运动最
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天气较凉爽时进
行，应尽量避开 10 时~16 时阳光较为强
烈的时间段，以早晚运动为宜；场地宜
选择在河边、公园等空气新鲜的地方，
有条件者可以到海滨地区去疗养、度
假。运动强度不可过大，以减少体能的
消耗。特别是患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
宜选择柔和、动作缓慢的锻炼方式，比如

散步、慢跑、做操、打太极拳等，不宜剧
烈运动，若运动过激，可导致大汗淋
漓，出汗太多，不但伤阴气，而且也损
阳气。

在运动过程中，出汗过多时，可适
当饮用淡盐开水或绿豆盐水汤，切不可
饮用大量凉开水，更不能立即用冷水冲
头、淋浴，否则会引起寒湿痹证、黄汗等
疾病。

养生禁忌养生禁忌

忌冷水洗浴。冷水洗浴是很多人喜
欢的消暑方式，但是夏季天气炎热，人
的汗孔肌腠均处于开泄状态，寒气极易
侵入人体，损伤阳气，或者寒邪困束肌
表，阳气不能发越，引发感冒。因此，最
好用温水洗澡，使体表血管扩张，改善
血液循环，消除疲劳，改善睡眠，提高免
疫力。

忌夜卧贪凉。中医认为“头乃诸阳
之会”，头部是人体阳气的汇聚之处，夜
卧吹冷，极易导致阳气折损，引发头
痛、面瘫、关节疼痛等。因此，宜避免
空调、电扇直吹人体，可以将室内空调
的温度调在 26 摄氏度~28 摄氏度，既节
能环保，又利于健康，避免空调病的发
生。

盛夏酷暑，高温燥热，常使人们食无
味、睡不香，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乏力，
甚至恶心、呕吐等症状，为了安全度夏，
家庭准备一些防暑药物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用金银花、菊花等清热解暑的药物
泡水饮用。金银花具有祛暑清热、解毒
止痢等功效；菊花具有消暑、平肝、利尿
等功效。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

■■读读书时间书时间■■节节气养生气养生

我国古典名著之一《红楼梦》里多处涉
及人参的药用，其中第七十七回有这样的
描述：王熙凤身患疾病，大夫诊脉开了丸药
方子来配调经养荣丸，需用上等人参二两
（古时计量单位）。

王夫人在贾府里四处寻找，好不容易
从贾母那里讨要到“手指头粗细”的人参，
便让周瑞家的将人参和几包不知名的药材
送到大夫家中辨认。

片刻，周瑞家的又把人参等药材拿了
回来，并将大夫所言转述给王夫人，说：“人
参固然是上好的，如今就连三十换也不能
得这样的了，但年代太陈了。这东西比别
的不同，凭是怎样好的，只过一百年后，便
自己就成了灰了。如今这个虽未成灰，然
已成了朽糟烂木，也无性力的了。请太太
收了这个，倒不拘粗细，好歹再换些新的倒
好。”无奈，王夫人只好令人外购。

薛宝钗她们家经常与参行打交道，深
知其中的“猫儿腻”。她对王夫人说：“如
今外头卖的人参都没好的。虽有一枝全
的，他们也必截做两三段，镶嵌上芦泡须
枝，掺匀了好卖，看不得粗细。”并说让自

己的母亲派哥哥薛蟠托人去参行商议说
明，多使几两银子，把未做的原枝好参兑
二两来。

从以上内容中我们可以梳理归纳出以
下信息：其一，王熙凤积劳成疾，且病势不
轻，需要用人参调理。其二，大夫熟知本
草，能够分辨出人参虽为上好人参，但已属
陈旧之物。其三，人参存放时间太久，药效
便会衰减。其四，所用上好人参三十两白
银也换不来，人参的市场价格由此可见一
斑。其五，市场上售卖的人参有以次充好、
以假乱真的人为“造型参”。

在我国，人参历来被视为百草之王、治
病良药，已有4000年的应用历史了。《神农
本草经》中记载：“人参主补五脏，安精神，
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
智，久服轻身延年。”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
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收存药方 113 个，其
中配伍人参的有 21 首，涵盖清热剂、和解
剂、理气剂、温里剂、补益剂和驱虫剂。唐
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善用人参，在《备急千
金要方》中有 445 个方子含人参，在《千金
翼方》中有 310 个方子含人参。李时珍的

父亲李言闻曾撰写《人参传》，是我国历史
上第一部精研人参、用于指导临床用药的
专著。

研究表明，人参的品质主要取决于生
长环境、生长时间及储存条件。一般来说，
一枝几十克重的野山参起码要生长几十
年，上百克重的野山参生长时间至少要在
一二百年。不过，当人参生长到五六年时，
人参皂苷也已形成，药效就会比较明显。
人参储存的时间不宜太久，否则，其主要成
分就会渐渐丧失，从而导致药效下降。

清代，人参的市场价格、买卖交易实行
政府统一管控。因货源短缺，价格一路飙
升。诚如古诗所云：“人参乃是草中王，价
昂金珠利万方……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
味。”

据《清宫内务府奏销档》等史料记载，
康熙年间每斤普通人参的价格为50两~60
两白银，头等人参为 80 余两白银；乾隆五
十七年（1792 年），每斤人参的价格为 960
两~1120两白银；嘉庆十五年（1810年），每
斤人参的价格为 1400 两~2400 两白银；道
光 6 年（1826 年），每斤人参的价格为 3000

两~4000两白银。因此，一些不法药商利欲
熏心，以次充好，牟取暴利。他们往往将一
枝好参截成两三段，每一段上面接参芦，下
面接参须，一枝参就变成了数枝参。

《红楼梦》中所言之“芦泡”即为芦头、
参芦，中医认为，人参的这一部分有催吐功
能，要切除另作别的用途，不可与参体一同
入药。参须，则药力不足。清代名医张璐
在《本经逢原》中记载：“参芦能耗气，专入
吐剂。”清代名医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中记
载：“参须……而力尤薄。”医学家张山雷在

《本草正义》中记载：“参须……为参之余
体，力量薄弱。”

综上可以看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
芹精通中医药，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同
时，他也深知某些药商在售卖人参过程中
的作弊手段，并毫不讳言地予以揭露。

我国著名红学家陈景和先生认为，《红
楼梦》中的林黛玉是人参姑娘的化身，林黛
玉由绛珠草所变而来，绛珠草即为长着深
红色珠子的草，人参果恰恰是深红色的圆
珠。因此，绛珠草就是人参。

（作者供职于西安工业大学）

《红楼梦》里说人参
□李金钢

■读名著 品中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