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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优
美的环境，给新乡人民带来了宝
贵的人文财富。新乡地处太行山
脉，全县70%为山区和丘陵，独特
的地理地貌和气候条件，适合多
种中药材生长，资源极其丰富，共
有中药材品种1017种。其中，柴
胡、丹参、桔梗、连翘、山楂、黄芩
等药材产量丰富，素有“天然药
库”之称。

贵氏针灸学术流派创始人贵
大定生于1827年，自幼习医，创建

“修业堂”，提供中医药服务。清
朝咸丰年间，河南瘟疫流行，许多
百姓死于非命。贵大定采取针刺
放血疗法，配合中药内服，救人无
数，百里闻名，“修业堂”声名鹊

起。贵大定生前著有贵氏
针灸图谱，留于后人。

第二代传承人贵成

金，子承父业，擅长针灸，一生从
医，著有家训传世：“凡我族后人，
当子承父业，弟承兄业，世代相
传，不坠门风。上自坟典，下至传
奇，凡有相关，广罗博采。良医
者，当存济世也。仁心仁术，尚义
轻利，造福生民。”他树立家族门
风，为贵氏针灸学术流派的传承
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代传承人贵百贤，继承
先祖遗训，刻苦钻研家传技艺，
不仅总结出《舌诊百病》，还总结
了“贵氏针灸腹针疗法”，开创了

“贵氏针灸无痛手法”。贵百贤
自制“圆利针”，治疗疼痛，弥补
了传统毫针针感不强的不足之
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贵百贤响应国家号召，在小店镇
创建诊所，主要运用独创的舌诊
方法治病救人。由于技艺高超、

医德高尚，贵百贤所在诊室天天
门庭若市，方圆百里慕名求医者
络绎不绝。贵百贤被百姓称为

“妙手神针”，获赠锦旗、匾额无
数。

1962年，贵百贤退休返乡，不
顾自己年事已高，坚持为众多求
医者解除病痛，并“手把手”向贵
氏子弟传授技艺。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贵氏家族惨遭浩劫，无
数医学典籍、家传针灸图谱被付
之一炬。年近八旬的贵百贤生病
卧床不起，仍不忘口头向子孙传
授针灸技艺。

第四代传承人贵士领，从小
生活在动荡的环境中，他只能在
父亲的口头传授中学习医术。但
是，贵士岭并没有让贵氏针灸学
术流派就此埋没，他深得父亲真
传，并将这一独特的针灸技艺传

承给后人。
第五代传承人之一贵永坤，

从小受家庭熏陶学习针灸，上学
闲暇时就随父侍诊。由于医术高
超，医德高尚，群众都称他为“小
贵先儿”。1975年，贵永坤应邀到
新乡市凤泉区人民医院开设中医
针灸科，至今已逾30多年。1986
年，中医针灸科被新乡市卫生局
命名为新乡市中医重点科室，日
门诊量达百人次。贵永坤多次被
评为省、市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2004 年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
范”。1992年，贵永坤曾应邀赴俄
罗斯进行学术交流。

第六代传承人贵传庆从医学
院校毕业之后，潜心研学，为家族
传统医学技艺的继承与发展努力
奋斗。

贵氏针灸学术流派是我国传

统医学的一部分，是以口传心授
方式传承下来的一个民间医药瑰
宝，其许多针灸方法和手法是独
特的，治疗效果显著，临床治愈率
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医学
研究价值。

贵氏针灸学术流派不仅具
备医学价值，还具备社会产业价
值。其传承人建立贵氏针灸学
术流派传承与实践基地，形成一
个以充足人才为基础，以完善的
中医治疗技术为依托，致力于贵
氏传统医术继承与创新，成就贵
氏针灸学术流派良性可持续发
展。贵氏针灸学术流派六代人
情系乡土，用一根银针为百姓排
忧解难。时间飞逝，贵氏针灸学
术流派的文化传承已成为
新乡市一个重要的文化

“符号”。

新乡市贵氏针灸学术流派——

六代传承 银针济世
□常俊伟

新乡市贵氏针灸学术流派起源于新乡市小店镇，经历贵大定、贵成金、贵百贤、贵士领、贵永坤、贵传庆
等六代人传承、创新发展，现已形成一个独特的针灸医疗体系。贵氏针灸学术流派重视四诊合参，尤其以舌
诊为主。选穴具有独特性，配以贵氏无痛针法，再加以独创的贵氏运动针灸法，“针药”结合，就形成了贵氏
针灸学术流派的核心疗法。其治疗体系适用于各种急症及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在中风、小儿脑瘫、婴幼儿腹
泻、脾胃疾病、面瘫、带状疱疹、颈肩腰腿疼疾病，以及妇科疾病上有着显著疗效。

■■杏杏林撷萃林撷萃
■养生堂

春季天气渐暖，降水
量增大，对植物的生长发
育 影 响 很 大 ，对 人 体 亦
然。下面，我们一起来聊
一聊春季养生保健要点。

起居保健
防寒湿侵体 春季降

水量增大，乍暖还寒，容易
使人体寒湿过重。尤其是
脾虚之人，脾主运化，脾虚
水湿内生，容易出现食欲
不振、身体重浊、舌苔白
厚、大便黏腻等症状。人
们可以食用具有健脾祛湿
功效的食物，或者用陈皮、
白术等煎水代茶饮。

健康出行 俗话说：
“春捂秋冻。”春季气温多
变，脾虚患者外出时，要注
意保暖，重点部位是颈部、
腰腹部和小腿。因为颈部
受风寒，容易造成颈部不
适，所以患者不要过早穿
低领、露肩膀的上衣；腰腹
部受风寒，容易出现腹痛、
腹泻、腰酸、腿软等症状，
所以患者不要过早穿低腰
衣服；小腿受风寒，容易诱
发关节炎、妇科疾病等，中
医有“寒从脚下生”的说
法，所以患者不要过早穿
短裤、短裙。

早睡早起 《黄帝内
经》曰：“春三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
因此，经常熬夜的人，要调整作息时间表。
7 时~9 时为辰时，足阳明胃经当令，人们可
以选打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具有养生
功效的运动方式，加快人体阳气活动。人
们可以在11时~13时睡午觉，23时前入睡，
达到保养肝脏、防止“春困”的目的。

运动调节
春季容易使人们出现“春愁”等不良情

绪。阳光是“最好的抗抑郁药”，春季在清晨
阳光下活动，感受万物勃勃的生机，有助于
消除人们心中的不良情绪。同时，春意盎
然，外出踏青有利于疏通肝气；在丛林田野
中，不仅空气清新，还饱含负氧离子，可以帮
助人们消除疲劳、防止“春困”。

饮食调理
立春之后，体内肝气随着春日渐深而愈

盛，在清明之际达到最旺的状态。常言道：
“过犹不及。”如果肝气过旺，会对脾胃产生
不良影响。因此，在饮食方面，人们宜减甘
增辛、补精益气。春季养生重在疏肝、养血、
柔筋，人们应多吃“柔肝”的食物。

吃“四甘”如山药、红薯、大枣和糯米4
种甘味食物。

山药：味甘，性平，具有健脾补肺、固肾
益精等功效，对肺虚久咳、脾虚泄泻、肾虚遗
精、尿频等病症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红薯：味甘，性平，归脾经、肾经，具有健
脾益气、生津止咳、宽肠通便的作用，对于脾
虚水肿、疮疡肿毒、肠燥便秘等症状都有很
好的治疗效果。

大枣：具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功效，
对脾虚食少、乏力便溏、体倦乏力、妇人脏躁
均有治疗作用。患者可以用大枣煮粥或者
泡茶。

糯米：是温补、强壮的食品，具有补中益
气、健脾养胃、收涩止汗的功效，可以治疗多
尿、自汗、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腹泻等
症状；同时，还能舒缓情绪，改善抑郁症状，
提高睡眠质量。

吃“四菜”即韭菜、苦菊、菠菜、荠菜。
韭菜：“正月葱，二月韭”，春天的韭菜味

道最美，营养价值最高。韭菜性温，可以帮
助人们生发阳气。俗话说：“女不离藕，男不
离韭。”杜甫还写下了“夜雨翦春韭，新炊间
黄粱”的名句。

苦菊：春季，人们容易出现头晕、目赤、
口疮、牙疼、痤疮等症状，都是上火引起的。
苦菊具有清热祛火、抗菌消炎、解热明目的
作用。

菠菜：具有养肝平肝、补血滋阴、补气调
中、止渴润肠的作用，对高血压病、糖尿病、
消化不良、跌打损伤、便秘等都有较好的辅
助治疗作用。

荠菜：有清热解毒、利水消肿、平肝健
脾、凉血止血的功效。古人有“三月三，荠菜
当灵丹”的说法，荠菜也被称为“菜中甘
草”。荠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类、粗纤
维、钙、磷、铁、胡萝卜素、维生素C等，具有
促消化、降压、抗凝等作用。

（作者供职于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三国演义》之食宜清淡
□胡献国

《三国演义》第十四回“曹孟
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
郡”写道，“诏改兴平为建安元
年。是岁又大荒。洛阳居民，仅
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
树皮、掘草根食之。尚书郎以下，
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颓墙坏
壁之间者。汉末气运之衰，无甚
于此。”曹操奉令保驾，屯兵于洛
阳城外。一日，汉献帝命大臣董
昭到曹营，请曹操入宫议事。“帝
一日命人至操营，宣操入宫议
事。操闻天使至，请入相见，只见
那人眉清目秀，精神充足。操暗
想曰：‘今东都大荒，官僚军民皆
有饥色，此人何得独肥？’因问之
曰：‘公尊颜充腴，以何调理而至
此？’对曰：‘某无他法，只食淡三
十年矣。’操乃颔之。”董昭“食淡”

的养生之法，经过1000多年验证，
确为延年益寿的调理要诀。

食盐，包括海盐、井盐、岩
盐，为海水或盐井、盐池之盐水，
经煎或晒而成的结晶，我国大部
分地区均有出产，以白色无杂质
者为佳。南朝梁代名医陶弘景
曾说：“五味之中，惟此不可缺。”
中医认为，本品性寒，味咸，归肺
经、胃经、肾经、大肠经、大肠经，
有催吐利水、泄热软坚、润燥通
便、引药归经的功效，适用于胸
脘胀满、二便不利、咽喉肿痛、牙
龈出血、牙痛、目翳、疮疡等症
状。《本草纲目》言其“盐为百病
之主，百病无不用之”。

营养分析结果表明，食盐的
主要成分是氯化钠，还含有氯化
镁、硫酸钠、硫酸钙等，海盐中还

含有碘。食盐能维持人体内环境
平衡。人体内约有 100 克左右的
钠，若其排泄部分得不到及时的
补充，可导致水电解质紊乱而引
起晕厥、虚脱，甚至昏迷等。

盐是胃液的基本成分，能激
活胃蛋白酶原，使之转化为胃蛋
白酶而分解蛋白质，有利于蛋白
质的消化和吸收。

此外，食盐还有抑菌作用，人
们若早晚空腹喝一杯淡盐水，可
治疗习惯性便秘；用淡盐水冲洗
疮口，有解毒防腐、促进创口愈合
的作用。一般每人每天食盐的摄
入量不要超过 5 克，不宜过量食
用，以免引起水钠潴留而诱发高
血压病。

由此可知，食盐虽然是人体
不可缺少的物质，但是并不是越

多越好。研究结果认为，长期摄
入过多的食盐，会使体内钠和水
的潴留，每天多吃1克食盐，体内
就要潴留100毫升的水，食盐的排
泄又主要依靠肾脏，从而加重了
心脏和肾脏的负担。更重要的
是，血管平滑肌的细胞内钠与水
分增加，会使血管内阻力增加，时
间长了就有可能导致高血压病。

近年来，流行病学研究结果
证实，食盐摄取过量与高血压病
有密切关系。一个国家的食盐
消耗量与高血压病发病率成正
比。吃食盐少的人群，高血压病
的发病率低；吃食盐多的人群，
高血压病的发病率高。有医生
调查发现，从幼儿时期就摄入过
多食盐的 10 岁～13 岁儿童，其
中11%的人患高血压病。我国科

学家用高盐饮食喂养小白鼠做
试验，结果有 40%的小白鼠发生
高血压病；停止高盐饮食后，血
压仍继续上升。

因此，医学家提出，有高血压
病家族史的人，每天摄入食盐要
限制在2克左右，最多不得超过4
克。对于高血压病患者来说，低
盐饮食和药物治疗同等重要。正
常人每天需要的钠仅0.5克，即摄
入3克食盐就绰绰有余了。

人们每天摄入的食盐量应该
不超过5克为宜。一些医学家还
建议应该从婴幼儿时期，就要养
成清淡饮食的习惯。董昭“食淡
三十年”的经验，真是我国古代人
民可贵的养生要诀。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远安县
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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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食同源话小麦
□孟长海

小麦
小麦是禾本科小麦属一年或

越年生草本植物。其栽培面积和
年产量均为世界之首，全球共有1/
3以上的人口以小麦为食。我国北
方春小麦种植基本为一年一熟，而
冬小麦种植多为一年两熟或两年
三熟。小麦在我国南北各地广泛
种植，品种很多，主产于江淮地区
的称为淮小麦，药用品质最好，是
道地药材。

中医认为，小麦味甘，性凉，能
够养心、安神、除烦。《金匮要略》记
载：“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
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
脏躁以精神情志异常为主，患者一
般无器质性病变，表现为心神不宁、
失眠、烦躁不安、精神抑郁、悲伤欲
哭等。患者可以用炙甘草10克、小
麦30克、大枣6枚熬水代茶饮，或每
天用 30 克~50 克淮小麦熬水代茶
饮。此方虽然简单、药材普通，但是
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如今在临床上
广泛使用，常用来治疗更年期综合
征、多汗、情绪不畅、抑郁症、失眠
等。

浮小麦
浮小麦为小麦的干燥轻浮瘪瘦

的果实，全国产麦地区均有生产。
一般在果实成熟时采收，取瘦瘪轻
浮与未脱净皮的麦粒，拣取杂质，筛
去灰屑，用水漂洗，晒干即得。浮指
轻浮、漂浮之意。中医认为，浮小麦
味甘，性凉，归心经，具有益气、除
热、止汗的功效，临床上常用浮小麦
30 克~50 克熬水代茶饮，或炒焦研
末服用。《本草纲目》认为其“益气除
热，止自汗盗汗，骨蒸劳热，妇人劳
热”。有趣的是，浮小麦虽然因“轻

浮”成为麦子采收后的无用品，但是
又因为“轻浮”成为治病的良药，这
也充分说明了中医的奇妙和先人的
智慧。

麦芽
中医所讲的麦芽，是指大麦

芽，为禾本科大麦属植物大麦的成
熟果实经发芽干燥的加工品。麦
芽经浸麦、发芽、干燥、除根制成，
又称“麦蘗”“大麦芽”“大麦毛”。

《本草纲目》载其名为麦芽，一直沿
用至今。大麦与小麦同科不同属，
是生产啤酒的重要原料。

麦芽性平，味甘，是常用的消食
药材，常常与山楂、神曲、鸡内金配
伍使用。“焦三仙”包括焦山楂、焦神
曲、焦麦芽，是消食类药物的重要组
成部分。麦芽不仅具有消食和胃的
作用，还有通乳、断乳的作用。在临
床上，常用麦芽治疗乳汁瘀积、乳房
胀痛、妇女断乳。究竟是用生麦芽
还是炒麦芽，历代医家有不同的认
识，现在一般生炒合用，每天用生麦
芽、炒麦芽各30克~60克熬水服用，
效果很好。因此，哺乳期妇女不能

摄入含有麦芽的食物。
麦芽还擅长疏肝解郁。现代

社会，不少人生活压力大，各种心
理问题突出，中医认为多为肝气郁
滞所致。《本草求原》认为：“凡怫郁
致成膨膈等证，用之甚妙，人知其
消谷而不知其疏肝也。”生麦芽取
其生发之性，可以治疗情志不畅引
起的胁肋痛、胃痛、腹胀等，是缓解
心理压力的良药。现代药理学研
究结果表明，麦芽可以助消化，对
胃酸与胃蛋白酶的分泌有促进作
用，对哺乳期妇女具有抑乳和催乳
的双重作用。

面粉
面粉也有药用价值。面粉味

甘，归心经、脾经、肾经，具有养心益
肾、健脾养胃、润肠通便的作用，能
改善心烦、失眠、多梦、腰膝酸软、腰
腿痛等症状。

我国百姓常结合病情，制作美
味的面粉加工品，如鸡内金饼就是
面粉与鸡内金的加工品，能够起到
消食和胃的作用，小儿积食可以经
常食用。河南济源王屋山地区的土

馍以面粉为主要原料，加入鸡蛋、芝
麻、葱花、香油等辅料，并以王屋山
特有的白土炒制而成，看起来颜色
似土，吃起来却清香酥脆，含有多种
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本草纲目》
记载：“壁土拌炒，借土气助脾。”慢
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慢性腹泻等
疾病患者适宜食用土馍。

麦麸
麦麸即麦皮，小麦加工成面粉

后的副产品。《本草纲目》认为：“麸
皮乃麦皮也，与浮（小麦）同性，而
止汗之功次于浮麦，盖浮麦有肉
也。”《本草纲目》还提出其“润大
便，治气痢，除黄疸，老人煮粥甚
益”的观点。

现代研究结果表明，麦麸含有
丰富的膳食纤维和人体必需的营养
元素，能够改善大便秘结、纤维缺乏
性疾病等，可作为减肥食品。麸子
炒制后，常用来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退行性关节炎、肩周炎、痛经等疾
病。加入麸子炒制药材也是中药炮
制的常用方法，加工后有利于增加
药物健脾的功效，如麸炒山药、麸炒

白术等。
麦芽糖

麦芽糖是将小麦浸泡发芽到三
四厘米长，取其芽切碎，再将糯米洗
净后蒸熟，放入切碎的麦芽搅拌均
匀，发酵3小时~4小时，滤出汁液用
大火煎熬成糊状，冷却后即成糖块。

麦芽糖是传统糖类食品，其性
温，味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水解生
成两分子葡萄糖，常作为营养剂和
补品，具有养颜美容、补脾益气、润
肺止咳、缓急止痛、开胃通便的作
用，可用于脾胃虚弱、气短乏力、纳
食减少、虚寒腹痛、肺燥咳嗽、干咳
少痰、咽痛等的辅助治疗。

饴糖
饴糖又称饧、胶饴，是由玉米、

大麦、小麦、粟或玉蜀黍等粮食经发
酵糖化而制成的食品，其味甘，性
温，归脾经、胃经、肺经，临床主要用
来补脾益气、缓急止痛、润肺止咳，
治疗脾胃气虚、中焦虚寒、肺虚久
咳、气短气喘等症状。现代研究结
果表明，饴糖主要含麦芽糖，还含维
生素B和铁等。

燕麦
燕麦是禾本科燕麦属一年生草

本植物。《本草纲目》记载：“燕麦多
为野生，因燕雀所食，故名。”中医认
为，燕麦性平，味甘，具有益脾养心、
敛汗的功效，可用于体虚自汗、盗
汗、消渴等症状。研究结果发现，燕
麦含有亚油酸，具有降低低密度胆
固醇、升高血清高密度胆固醇的作
用。燕麦富含蛋白质与氨基酸、纤
维素、微量元素。燕麦是糖尿病患
者、高脂血症患者的优质食物之一。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征 稿

常言说：“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说起粮食，不能
不说麦子。麦子的种类众多，有普通小麦、硬粒小麦、燕麦、大麦、青稞
等。这些日常所见的农作物不仅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还是药食同
源的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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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气养生》《读书时间》《养生堂》《中药
传说》《杏林撷萃》《中医典故》等栏目期待您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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