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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
即寥廓。”追求进步，是青年人最
宝贵的特质。联想起入职以来的
工作经历，我感触良多。

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五
年，从一名稚嫩的医生成长为现
在的中医主治医师，5 年的临床
工作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医的博
大精深。

我清晰地记得那位反复发热
半个月的阿姨入院时的情景，阿
姨每天发热39摄氏度以上，并且
找不到病因，多次应用退热药物
出现了药物性肝损伤，患者和家
属都万分焦急，由县级医院转至
我们医院。入院后，我们完善了
相关检查，依旧没有找到阿姨发
热的病因，于是结合阿姨的病情，
决定给予中药治疗，再结合补液
营养治疗，最后阿姨痊愈出院
了。作为一名中医人，此时的我
感到十分自豪。

还有一位反复咳嗽1年的女
性患者，因为每次咳嗽都出现小
便失禁、漏尿的情况，她不敢外
出，长期穿纸尿裤生活，经过反复
检查、药物治疗都不见好转。当
时，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黄帝内
经》中关于咳嗽的记载：“五脏六
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肾咳不
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
遗溺。治脏者治其俞，治腑咳针
其合。”于是我决定用中药联合针
灸治疗，经过一周的治疗，患者咳
嗽漏尿的症状完全消失，咳嗽也
明显好转。她露出了久违的笑
容，再也不用因那难以启齿的原
因不敢出门了。

记得扶沟县暴发新冠肺炎疫
情时，作为一名医生，我第一时间
报名参加抗疫工作。工作期间，
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
互爱、互助、真诚与善良，也再一
次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其中有
一位采样点的大叔，因为超负荷
工作，睡眠严重不足，早起受凉，
患上了急性喉炎，突然失声，我看
了他的舌苔，把了脉后，给他手指
的少商穴放了血，还让他喝了一
袋防疫中药，第二天早上他就打
来电话说好多了，并表示感谢。

这样的案例太多太多。然
而，人体是复杂的，疾病是多变
的，很少有人按着书本去生病，这
就需要我们医生练就一双火眼金
睛，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思考、沉
淀、提升。

目前，我们正处在发展中医
的好时代。着眼于当下，特别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医药参
与全球抗疫，被多个国家借鉴和
使用，成为疫情防控中的一大亮
点。今年 3 月，太康县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我们医院组织中医药
专家认真研讨此次疫情特点，优
选组方，由制剂中心生产预防新
冠病毒的口服液，有力支援了此
次抗疫，获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
赞誉。

中医药发展的春天已经到
来。我们要乘着党的好政策的春
风，奋发努力，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做好新时代的中医人，用优异
的成绩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作者供职于周口市中医院）

做好新时代的中医人
□□董春英董春英

■杏林撷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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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脉神剑是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
武功。段誉融会贯通，运用自如，打得慕容复披
头散发，打得鸠摩智怀疑人生，打得北辽大军人
仰马翻。然而，细心的武侠迷却发现六脉神剑
与中医关系密切。

所谓六脉神剑其实就是人体巡行至手经的
六条经脉，再结合手指末端穴位组合而成，分别
是右手拇指—手太阴肺经—少商剑、右手食指
—手阳明大肠经—商阳剑、右手中指—手厥阴
心包经—中冲剑、右手无名指—手少阳三焦经
—关冲剑、右手小指—手少阴心经—少冲剑、左
手小指—手太阳小肠经—少泽剑。

这六条经脉是人体经络的一部分。经络如
同地表的河流，有浩浩荡荡的大河，有流水潺潺
的小溪，还有沟通联系的运河。这些经脉纵横
交错形成网状，就形成了经络，运行全身气血，
联络脏腑形体官窍，沟通上下内外，感应传导信
息，是人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临床上的针刺、穴位注射、艾灸都是以
经络为基础。不同经脉治疗其联系的内脏相关
疾病及循行部位的疾病。比如手太阴肺经起于
中焦，下络大肠，返折过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
横出腋下，循臂内侧外缘，沿大鱼际外缘，出拇
指桡侧端。它可以治疗咳嗽、气喘、胸闷、手臂
内侧疼痛等疾病。经脉上的穴位亦有不同的功
效，如手太阴肺经最末端穴位即是少商穴，位于
手拇指末节桡侧。浅刺少商穴可以治疗咳嗽、
发热、咽喉疼痛等疾病。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
穴，位于拇指与食指之间，相当于虎口的位置，
针刺合谷穴可以治疗头痛、牙痛、咽喉疼痛及腹
部疼痛。此外，重按合谷穴还可以减轻晕车导
致的恶心欲吐等症状。手少阴心经循行于手臂
内侧，与心胸疾病关系密切，临床上急性心肌梗
死的患者胸痛可放射至左侧手臂内侧，导致手
臂疼痛，因此如果出现手臂内侧疼痛不可掉以
轻心，要想到可能会发生心肌梗死的情况。

经络内容十分丰富，除了祛除疾病，在养生
保健方面也卓有成效。《扁鹊心书·须识扶阳》
曰：“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脘，
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寿也。”《医说·针灸》
曰：“若要安，三里莫要干。”可见，艾灸穴位一直
都是养生保健的重要方法。对于经常畏寒怕
冷、腹痛、腹泻、夜尿频多属阳虚者尤为适合，而
对于怕热多汗，口干饮冷，急躁心烦等属实热体质者不适宜艾灸。
因此，养生也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方法，切不可盲从迷信，
以免越养越虚。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中医院）

处暑节气话养生——

云淡辞暑去 风清迎凉秋
□王光安 程 璇

在二十四节气中，处暑是第十四个节气。元代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写道：“处
暑，七月中。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处暑，也可理解为“出暑”，从时令上来说此时暑热渐退，三伏天结束，凉风
习习，正式迎秋。俗语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此时，时令上正值季节交替，秋天天地始肃，自然界的阳气收
敛，人体也开始收敛阳气。但是实际上自然界温度尚高，因此人体健康在时令变化与自然界实际情况之间容易被
影响。那么，处暑节气大家要如何进行养生呢？《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记载：“秋三月，此为容平。天气以
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
收之道也。”处暑时节养生，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我与中医

临床中医师的枕中秘籍——

《医方集解》
□□黄新生黄新生

清代医学家汪昂认为，方书虽多，但书中只注某方治某病，没有受病之因，及病在某经络；一方
之中，只注用某药，没有药之气味功能，以及入某经络能治某病的原因，这些都不利于辨证论治。
庸医执方医病，如按图索骥，搞不清脉象，不知道药性，稀里糊涂误人性命。自金代医学家成无己
对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进行诠证释方以来，仅有明代医家吴鹤皋撰《医方考》，但每证不
过数方，且解释方剂理论不够透彻。汪昂仿吴鹤皋之意而采集历代常用之方，分门别类，详加注
释，著成《医方集解》3卷，以备读者临证之需。

■读书时间

俗话说：“春困秋乏。”时至处暑，
秋意渐浓，很多人会出现“秋乏”的现
象，身体会产生莫名的疲惫感，嗜睡
乏力，对睡觉的需求会越来越多，这
就是身体阳气渐渐开始收敛的外在
表现。

这个时候，大家需要根据季节改
变作息时间，减少熬夜，早睡早起。晚
上尽量在十点半之前睡觉，每天保证
充足的睡眠；早点起床——“与鸡俱

兴”，呼吸早晨的清新空气，适当锻炼
身体，收获一天的好心情。

在思想和情绪上要从亢奋的状态
逐渐放平和，收敛神气，保持情志的安
定平静，减少思虑，以缓冲秋季的肃杀
之气。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之余喜欢
聚会唱歌来释放压力，唐代医药学家
孙思邈说：“多言则气乏。”说话太多容
易耗气，最易伤及肺气导致元气不足，

外邪易侵，所以古人强调“食不言、寝
不语”，适当放慢语速、减少说话，有利
于收敛肺气。

当大家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压
力，心神散乱、无法内收的时候，建议
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静坐休息一
会儿，饮一壶清茶，只需片刻，许多烦
恼焦虑也都能够置之脑后了。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记载：“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在炎热

的夏季，大家习惯了待在空调房里避
暑，但到了处暑之际，要尽量避免长时
间待在空调房内，以免寒湿入体，可以
增加户外活动，如散步、爬山、郊游
等。喜欢运动的人们要注意季节的转
换，夏季高强度、快节奏、高频率的运
动，到了处暑时节应逐步减少强度，选
择运动量较小的运动，比如打太极拳、
练八段锦等，身上微微出汗即可，避免
大量出汗损伤阳气。

处暑燥气当令，容易损伤津液，所
以在饮食上要注意少食辛辣刺激食物，
以免加重秋燥，可以适当多吃一些酸味
食品。

古代有“秋后西瓜不入城”的说法，
意思是说，立秋之后，贩卖西瓜的人是
不允许进城的，因为西瓜偏凉，立秋之

后吃西瓜容易拉肚子，在城里一旦流行
起来很严重，这是古时候官府为了预防
流行病所采取的一种手段。

处暑时节，天气乍凉还热，要少吃
生冷、寒凉之物，例如冰镇啤酒、冰糕
等。但是，此时是丰收的季节，“处暑三
候，禾乃登”，说的就是此时正是各种蔬

菜、瓜果成熟上市的时候，所以食物特
别丰富。在饮食养生方面，尽量“少折
腾”，顺应地域、顺应时令、顺应自身，尽
量做到“本地产什么就吃什么”“这个季
节有什么就吃什么”，切勿求新猎奇，或
者暴饮暴食。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食用一些

滋阴润燥之品，如莲藕、银耳、百合等，
以防秋燥，可以喝点蜂蜜水和山药水。
山药水的做法是：将新鲜的怀山药洗
净，切片放入锅中，加水煮三四个小时，
煮出的山药水呈黄褐色，晶莹透亮，香
气扑鼻，用山药水当茶饮，滋养脾胃，补
肺益肾，是不错的选择。

俗话说得好“春捂秋冻”。秋天凉
爽的空气适当地刺激身体，有利于帮
助身体收敛阳气，所以可以适当地吹
吹凉风，穿衣服略微轻薄一些。

但是什么事情都要讲一个度，适
可而止。此时节气交替，气温尚
不稳定，冷热不调，容易诱发感

冒。大家都知道“寒从脚起”，所以在
“秋冻”时，要注意腿部保暖，晚上可以
用热水泡脚，泡至全身发热、微微出
汗，帮助夜晚获得更好的睡眠。腹部
也是身体容易受寒的地方，晚上睡觉
时如果不经意暴露腹部，或是喜欢穿
短小露肚脐的衣服，都会使寒邪之气

侵入身体，还会引起感冒、腹泻、痛经
等，日常大家除了要在穿着上注意腰
腹部保暖之外，还可以在晚上睡觉的
时候做一些简单的推拿，例如摩腹、揉
肚脐等。平躺在床上，暴露腹部，用掌
面以肚脐为中心在腹部进行顺时针方
向按摩，或是用中指在肚脐壁四周进

行顺时针揉动，二者均以出现腹中肠
鸣或排气为佳；或者可以用热水袋，经
常暖暖小肚子，这也是行之有效的保
健方法。

（王光安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程璇为河南中医药大
学2021级硕士研究生）

运动起居 精神内守

穿着出行 寒温有度

饮食清淡 合乎时宜

《医方集解》将方剂分为 21 类，收正
方387首，附方488首（包括有方无名者30
首），每方论述适应证、药物组成、方义、服
法及加减等。书末附“急救良方”22首，以
应仓猝，再附《勿药元诠》，介绍防病保健
知识。该书以《黄帝内经》理论为指导，以
仲景学说为基础，博引数十位医家言论，
融汇作者的见解，对所集方剂予以诠释，
阐述详细、层次分明、适用广泛、编撰严
谨，具有以下特点。

用方注重辨证论治

一是用方重在补偏救弊。汪昂认为，
人体的脏腑经络、阴阳气血、升降出入都
应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但人生存于天
地之间，外有六邪侵袭，内有七情烦扰，加
上饮食劳逸失节，常导致阴阳失调、气血
不和、升降失常，从而产生各种疾病。因
此，治疗应补偏救弊，利用方药的阴阳偏
性纠正人体的阴阳失衡，从而使人体恢复
健康。“人之气禀，罕得其平，有偏于阳而
阴不足者，有偏于阴而阳不足者，故必假
药以滋助之，而又须优游安舒，假之岁月，
使气血归于和平，乃能形神俱茂，而疾病
不生也。”

汪昂还十分重视方剂配伍的平衡协
调，如六味地黄丸的注释：“熟地温而丹皮
凉，山药涩而茯苓渗，山茱收而泽泻泻，补
肾而兼补脾，有补而必有泻，相和相济，以
成平补之功。”这些思想不仅揭示了中医
治疗疾病的机制，还为中医治疗学上的

“八法”奠定了基础。
二是用药强调辨别病因病机。汪昂

认为，凡病必有原因，由于感受的病邪不
同，人体禀赋各异，侵犯的脏腑不一，其病
机变化也不相同，从而引起各种不同的病
证。因此，医生必须明辨病因病机，治病
求本，才能明确诊断，提高疗效。

书中不仅在各类方剂之首，先辨主治
病证的病因病机，还对每方所治病证、药
物配伍意义也详加解释。如在《泻火之剂
篇》首云：“五脏六腑各得其平，则荣卫冲
和，经脉调畅，何火之有？一失其常度，则
冲射搏击而为火矣。故丹溪曰：气有余便
是火也。有本经自病者，如忿怒生肝火，
劳倦生脾火之类是也；有五行相克者，如
心火太盛必克肺金，肝火太盛必克脾土之
类是也；有脏腑相移者，如肝移热于胆则
口苦，心移热于小肠则淋秘之类是也；又
有他经相移者，有数经合病者。相火起于
肝肾，虚火由于劳损，实火生于亢害，燥火
本乎血虚，湿火因于湿热，郁火出于遏
抑。”

三是用方注重“三因”制宜。因时制
宜，如清肺饮：“若春时伤风咳嗽，鼻流清
涕，宜清解，加薄荷、防风、紫苏、炒芩；夏
多火热，宜清降，加桑皮、麦冬、黄芩、知
母、石膏；秋多湿热，宜清热利湿，加苍术、
桑皮、防风、栀、芩；冬多风寒，宜解表行
痰，加麻黄、桂枝、干姜、生姜、半夏、防
风。”因地制宜，如地黄饮子：“盖西北风气
刚劲，虚人感之，名真中风，可用风药下
药。南方卑湿，质弱气虚。虽有中证，而

实不同，名类中风，宜兼补养为治。”因人
制宜，如经产之剂：“妇人之病.与男子同，
惟行经、妊娠则（之）不可以例治，故取胎、
产、经、带数方，以备采用。”

编撰合理便于学习

一是阐述详细便于学习。书中阐述
和方剂相关的中医基础理论，便于读者学
习。

阐释较罕见病名，如禹功散治疗寒湿
水疝，解释：“囊如水晶，阴汗不绝，谓之水
疝。”阐述疾病分类，如在琥珀散中解释淋
证分类：“气淋便涩余沥，血淋尿血而痛，
膏淋便出如膏，砂淋精结成石，劳淋遇劳
即发，冷淋寒战后溲。”阐述方名来源，如
二陈汤：“陈皮、半夏，贵其陈久，则无燥散
之患，故名二陈。”阐述常见药对，如活络
丹中：“乳香活血，能去风伸筋，没药能散
瘀血，生新血。二药并能消肿止痛，故每
相须而行。”答疑解惑，如瓜蒂散：“或问何
谓木郁？曰厥阴少阳属木，于令为春，乃
人身生发之气也，食者阴物也，脾胃者坤
土也。饮食填塞太阴，则土盛而反侮木，
生气不得上升而木郁矣。”

二是博引众言申己意。如在阐释黄
连解毒汤的附方三黄泻心汤时，引宋代药
物学家寇宗奭之论分析方中药物药性，引
明代医家吴鹤皋之论强调治病求本，引明
末医学家李士材之论，指出大黄具有去瘀
血之特效，引南宋名医杨仁斋之论，强调
应辨证论治，明确病因，遣药组方。汪昂

总结前人的论述，说：“此乃伤寒外感移热
而吐衄，故用三黄寒泻之剂；若虚寒内伤
吐衄而误服此，则杀人矣。”强调适应证及
用方禁忌，使读者注意。

三是分类科学体例规范。汪昂改变
以住方书按病证列方的惯例，将方剂分为
补养、发表、涌吐等 21 类，首创方剂在中
医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下按功效分类的综
合分类法。该书以法统方，由博返约，条
理分明，系统全面。每类简述本类方基本
概念和作用。每方之下设有方名、出处、
功用、主治及病理机制、药物组成、剂量、
用法、方义分析、附方等10项。从而初步
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方剂分类体系。汪昂
开创的综合分类法，既体现了“以法统方”
的学术思想，又综合了方剂的功用和证治
病因，概念清晰，内容详备，切合临床，为
后世医家所推崇。现代学校使用的《方剂
学》教材沿袭了该书的编写体例。《中国医
籍通考》云：“是书既出，遂为后世方剂学
之圭臬。”

汪昂又在《医方集解》采辑方剂的基
础上以七言歌诀形式撰《汤头歌诀》，便于
学者诵读和记忆，扩大了该书的影响。

注重未病先防

该书首论“补养之剂”，末附《勿药元
诠》，强调防病保健的重要性。在“补养之
剂”中，共选正方42首，附方54首，是各类
方剂中最多的，可见对补养健身方药的重
视。在此类方剂中，既有滋阴、助阳、益
气、养血之方，也有培补脏腑之剂，还有驻
容颜、乌须发、益寿延年之品。

在《勿药元诠》中，征引《黄帝内经》养
生之论及儒、释、道三家修炼之法，以备世
人采用。如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调息
之法”、苏轼的《养生颂》、道家的“小周天”

“道经六字诀”，以及《一秤金诀》《金丹秘
诀》等，这些方法简便易行，便于读者接
受。另外，汪昂还载列了风、寒、湿等诸
伤，以及饮食起居之禁忌，体现出作者未
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预防思想。

该书刊行后影响深远。清代医家费
伯雄在《医方论》中曰：“当时之医，每以

《医方集解》一书奉为枕秘。”清代医家吴
仪洛以《医方考》和《医方集解》为蓝本，撰
写《成方切用》。费伯雄选取《医方集解》
355 方，对各方逐一分析评论，撰《医方
论》。据统计，该书所载方剂占现行不同
版本《方剂学》教材内容的一半左右，至今
仍有较高参考价值。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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