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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仁为姜科植物益智的果
实，始载于《本草拾遗》，又称益智
子、状元果。

为什么益智仁又叫状元果
呢？以前，有一个富人，年过半百
得子，儿子叫来福。来福从小体
弱多病，反应迟钝，每天尿床，10
岁还不会数数。为了给来福治
病，富人请遍名医，可是病情不见
好转。一天，一名道士云游到此，
听富人讲完来福的情况后，便向
富人推荐一种仙果。

来福吃了仙果后，不仅身体
一天比一天强壮，还变得开朗活
泼、聪颖可爱。18岁那年，来福参
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高中状
元。人们为纪念改变来福命运的
仙果，便将仙果取名为“状元果”；
同时，由于它能益智强智，使人变
聪明，所以又叫它益智仁。

性味功效
益智仁味辛，性温，归肾经、

脾经，主要功能是暖肾固精、温脾
开胃。益智仁的水提醇沉物，含

有改善记忆的活性成分，能显著
提高人的记忆力；乙酸乙酯萃取
物，具有缩尿功效，能在一定时间
内显著减少尿量，并在短期内快
速对尿量产生抑制作用。

益智仁，可以增强脾胃运化
功能。益智仁的水提物，能影响
小肠的吸收，有止泻作用；丙酮提
取物，能显著抑制胃损伤，有抗溃
疡的作用。

药食养生
益智仁粥 材料：益智仁 5

克，糯米50克，盐少许。做法：将
益智仁研成细末，糯米洗净；糯米
加适量清水放入砂锅内，煮熟后
放入益智仁末，最后加少许盐稍
煮片刻，成粥状即可。用法：每天
早晚温服。功效：补肾助阳、固精
缩尿。益智仁、糯米为脾肾双
补。阳虚之人常服该粥，可以聪
脑强腰，改善体虚怕寒、腰冷、便
溏等症状。该粥适用于妇女围绝
经期综合征，以及老年人腹中冷
痛、尿频遗尿等属脾肾阳虚者。

需要注意的是，阴虚血热者忌用。
益智仁茯苓粥 材料：益智仁

50克，茯苓50克，粳米50克。做
法：将益智仁、茯苓研成细末，备
用；粳米洗净；锅内加适量清水，
放入粳米；待粥煮熟后，放入益智
仁和茯苓细末，再稍煮片刻即
可。用法：早晚温服。功效：补脾
益肾。益智仁，可以补肾强腰，善
治遗精、遗尿；茯苓，可以健脾利
湿；粳米，可以补中益气。三者配
伍，具有补脾益肾的功效，适用于
小儿遗尿、小儿流口水等。

注意事项
益智仁忌与葱、姜、蒜等刺激

性食物同时服用。另外，阴虚火
旺者禁服益智仁。

（作者供职于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总结历代医学家的学术专长
一是重视《黄帝内经》。王纶

认为，《黄帝内经》是学好中医理
论的基础，将其比为儒家的六
经。“学之宜何主？曰：宜专主《黄
帝内经》，而博观乎‘四子’。”“盖
医之有《黄帝内经》，犹儒道之六
经，无所不备。”

二是重视“四子”之学。王纶
认为，张仲景、李东垣、刘河间、朱
丹溪的著作，是对《黄帝内经》学
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学中医
之人登堂入室的阶梯，临床不可
或缺。“‘四子’之说，则犹《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之
阶梯，不可缺一者也。”

三是阐发“四子”学术专长。
王纶分别总结张仲景、李东垣、刘
河间、朱丹溪的学术特点，为临床
学习找到法则和捷径。“仲景见

《黄帝内经》载伤寒，而其变迁反
复之未备也，故著论立方，以尽其
变。后人宗之，传用既久，渐失其
真，用以通治温暑、内伤诸证，遂
致误人。”“仲景非不知温暑与内
伤也，特其著书未之及。”“河间出
而始发明治温暑之法，东垣出而
始发明治内伤之法。”“河间之论，
即《黄帝内经》五运六气之旨；东
垣之说，即《黄帝内经》饮食、劳倦
之义。”“丹溪出，而又集诸儒之大
成，发明阴虚发热类乎外感，内伤
及湿热相火为病甚多。”最后，王
纶得出“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
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之
说。

临床注重气、血、郁、痰
一是治病以气、血、郁、痰立

论。王纶说：“丹溪先生治病，不
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
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
二陈汤。又云久病属郁，立治郁

之方，曰越鞠丸。盖气、血、痰三
病，多有兼郁者。”

二是注重对郁的治疗。王纶
认为，郁是由气、血、痰、火等在体
内停积、滞塞所致，久病可生郁，
久郁可生病，临床治病要重视解
郁。“盖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
者，有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
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余每
用此方治病，时以郁法参之。气
病兼郁，则用四君子汤加开郁药，
血病、痰病皆然。故四法者，治病
用药之大要也。”王纶重视治郁，
是对朱丹溪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临床治疗郁病，应首先予以理气
开郁，并视其兼有血瘀、火郁、痰
结等情况，分别予以化瘀、降火、
祛痰等。

三是注重辨别气虚和血虚。
王纶认为，临床用药以纠正人体
气血阴阳偏衰为目的，如果不分
气血、不辨阴阳，盲目使用补气
药，可能破坏机体阴阳平衡，导致
不良后果。若血虚患者滥用补气
药，会损耗阴血，甚至导致气血两
虚。“近世治病，多不知分气血，但
见虚病，便用参芪（人参、黄芪），
属气虚者固宜矣，若是血虚，岂不

助气而反耗阴血耶！是谓血病治
气，则血愈虚耗，甚至血气俱虚。
故治病用药，须要分别气血，不可
混淆！”

辨证治痰疗效好
一是论述痰证的病因、病机

和临床表现。王纶认为，痰是人
体水分代谢障碍所形成的病理产
物，可随一身之气流向全身，阻滞
气血运行，影响新陈代谢，蒙蔽心
神，导致疾病。痰证的病因可分
为外感、内伤，病位重在脾肾。痰
之为病，随气升降无处不到，表现
多样。“为喘，为咳……为眩晕，为
嘈杂、怔忡、惊悸，为癫狂，为寒
热，为痈肿，或胸间辘辘有声，或
背心一点常如冰冷，或四肢麻痹
不仁。”

二是创制治痰法则。王纶根
据痰的新、旧、轻、重，采取灵活的
治法。治痰先顺气，而顺气首当
降火。在具体方法上，王纶创立
热痰清之、湿痰燥之、风痰散之、
郁痰开之、顽痰软之、食积消之、
在上吐之、在中下之、中气虚者补
而运之等治疗法则。

三是辨证治痰。具体治疗
时，王纶根据痰之成因、痰证病

程、脏腑虚实、痰停部位等辨证立
法处方，灵活使用二陈汤随症加
减，创制消凝结之痰的节斋化痰
丸，恰当选用攻逐补益药，归纳不
同部位痰证用药，体现了诊治痰
证的新思路，被后世医学家参考
和借鉴。

发扬滋阴学说
一是恪守“阳常有余，阴常不

足”之旨。王纶认为，疾病热多寒
少，对疾病的治疗，多采滋阴降火
法，滋阴之药不可或缺。“天下之
病，热多而寒少，观《黄帝内经·至
真要大论》病机一篇可见。又湿
热相火致病甚多，自太仆注文湮
没，以致《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偏
用湿热之药，故丹溪出而阐《黄帝
内经》之旨，辨《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之偏，论湿热相火之病,以补
前人之未备耳。”

二是辨证治疗重滋阴。王纶
批评一些医学家辨治脾胃，不分
阴阳气血，皆用辛温燥烈消阴之
剂，结果导致患者胃火益旺、脾阴
益亏，反而加重病情，误人性命。
王纶认为，耳聋多属痰火郁闭，宜
清痰降火，不能都作为肾虚论治；
慢性鼻塞，多属肺经郁火，当清肺

降火，不能认作肺寒而用辛温之
剂；牙痛多属阳明湿热，不能皆作
肾虚；小便不禁或频多属热，不可
滥用温药；男子阳痿多属郁火，不
都是肾阳不足。
综合前人之长治疗内伤发热

一是发扬内伤脾胃说。王纶
认为，内伤病多由饮食不节，起居
不规律，以致胃损不纳、脾损不
化，脾胃俱损，纳化皆难，元气衰
弱，百邪易侵。“洁古制枳术之丸，
东垣发脾胃之论，使人常以调理
脾胃为主，后人称为医中王道。”

二是全面论述发热病机。王
纶熔李东垣、朱丹溪之说于一炉，
阐述内伤发热与阴虚发热的病
机。“内伤发热，是阳气自伤不能
升达，降下阴分而为内热，乃阳虚
也，故其脉大而无力，属肺脾；阴
虚发热，是阴血自伤不能制火，阳
气升腾而为内热，乃阳旺也，故其
脉数而无力，属心肾。”

三是辨证治疗发热。王纶认
为，内伤发热宜用补中益气汤以
补阳气。“为内伤元气，此则真阳
下陷，内生虚热，故东垣发补中益
气之腐化，用人参、黄芪等甘温之
药，大补其气而提其下陷，此用气
药以补气之不足者也。”阴虚发
热，用六味地黄丸以培补阴血，

“劳心好色，内伤真阴，阴血既伤，
则阳气偏胜而变为火矣，是谓阴
虚火旺劳瘵之症，故丹溪发阳有
余阴不足论，用四物汤加黄柏、知
母，补其阴而火自降，此用血药以
补血之不足者也。”

明代著名医学家薛己亲自为
《明医杂著》作注，列举病案以为
佐证，使其内容更臻完善，临床实
用价值更高。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武陟县
卫生健康委）

“铁胆御史”的医学名著——

《明医杂著》
□黄新生

■读书时间

王纶，字汝言，号节斋，明代浙江人，1484年中进士，历任礼部郎中、广东参政、
湖广右布政使等职，正德年间以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他为官清正，曾和刘瑾做坚决
斗争，被文武大臣称为“铁胆御史”。王纶精于医学，人品和医术俱佳，常在公务之
余为人治病，并著有《明医杂著》《本草集要》《医论问答》《节斋医论》等。其中，《明
医杂著》尤为后世所推崇。

《明医杂著》共6卷，卷1~卷3为医论及杂病证治，包括发热、痨瘵、泄泻等内科
病证及妇产科、五官科疾病的辨治，并分析了李东垣、朱丹溪等名医的学术特点；卷
4论风证；卷5论述小儿诸病；卷6为附方。全书以论述内科杂病为主，把朱丹溪、李
东垣的学术思想融合起来，参以本人心得体会和临证经验而成。该书理论与实践
密切结合，具有以下特点。

补肾固精益智仁
□朱培一

养 生 食 谱

滋阴润燥——胡桃粥
□姜素丽

材料：胡桃肉30克~50克，粳米50克。
做法：胡桃肉捣烂，粳米洗净；粳米加450毫升清水，

小火煮至快熟时，加入捣烂的胡桃肉，搅匀稍煮即可。
用法：每天早、晚温热服食。
功效：适用于肺肾气虚所致的气短喘咳、腰膝酸痛、遗

精耳鸣、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肠燥便秘等。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杏林撷萃

在河南省禹州市北部15公里
的无梁镇王家村，有一座陵墓。这
里埋葬着明太祖朱元璋的第 5 个
儿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朱橚。明
洪武十一年（1378 年），朱橚受封
周王，逝后谥号曰“定”，史称周定
王，故其陵墓被称为“周定王陵”
（俗称“朱王坟”）。近年来，经文物
工作者鉴定修复，朱橚墓地神秘的
面纱逐步被揭开，成为禹州文物古
迹的一大名片。

朱橚留给世人的不只是一座
坟墓。朱橚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什
么作为，但是在其他方面却有着惊
人的天赋和毅力。尤其在医学方
面，朱橚给世人留下了无数珍贵的
典籍，对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
了贡献。

朱橚就藩开封期间，看到河南
经常发生饥荒，就将可充饥食用的
野草品种，亲自栽培试验，著成《救
荒本草》。明末科学家徐光启所著

《农政全书》，将其全文收录。
《救荒本草》是我国历史上现

存最早的一部救荒类著作，在世界
科学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该书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体现了实用
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不仅对国
内外救荒产生了重大作用，还对国
内外野生食用植物研究有着深远
影响。学者牛建强指出，该书从不
同角度对植物进行多重分类，注重
观察和实验，客观地绘制植物图像
等，这些都蕴含了近代科学产生的
因子。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
瑟则称赞朱橚不仅是一个伟大的
开拓者，还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
者。

朱橚还主持纂修大型方书《普
济方》。该书原作 168 卷，后改为
426卷，是我国古代收载药方最多
的医学著作。该书大致分为12个
部分，内容涵盖方脉、运气、脏腑、
五官、内科杂病、杂治、杂录和符
禁、外伤科、妇科、儿科、针灸、本草
等。其所收录资料除取之于历代
方书外，还兼收史传、杂说、道藏、
佛典中的有关内容。《四库提要》谓
其“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
更无赅备于是者”。

朱橚还组织编写《保生余录》2 卷和《袖珍方》4
卷。其中，《袖珍方》取“袖者易于出入，便于中笥；珍
者方之妙选，医之至宝”之意，分类汇集历代医学家
效验方。全书分为风、寒、暑、湿、伤寒、疟、痢、呕吐、
泄泻、霍乱、秘结、咳嗽等81门，以证类方，收录方剂
3077首，每方皆注明出处。由于该书选方严谨，方论
结合，切合实用，而深受医学家重视，仅在明代就被
翻刻十余次。

禹州中医药文化研究者铁绍文认为，朱橚爱药
识药，发现禹州中医药资源丰富，建墓园于此。禹州
后来成为中国药都，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朱橚及
其《救荒本草》。书中有不少道地中药材，都注明产
于禹州。

著名学者周笃文先生曾作《朱橚赞》。诗曰：“本
草缘何可救荒，夜翻普济绪纷茫。若教黎庶皆无恙，
敢下龙庭卧夕阳。”笔者不揣浅陋，赋诗一首以敬之，
曰：“本草救荒定王工，普济天下佑苍生。余录犹可
保黎庶，袖珍妙方灾恙平。”（注：诗中包含了朱橚编
写的《救荒本草》《普济方》《保生余录》和《袖珍方》，
并回应了周笃文“本草缘何可救荒，夜翻普济绪纷
茫”之问。）

（作者系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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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不
仅体型偏胖，还总感觉身体困乏、
没有精神、不愿活动、腹部胀满、
口中黏腻、吃饭不香、大便稀溏
等，女性朋友还常伴有白带量
多。这种情况，从中医的角度来
说，是人体湿气缠身造成的。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能够运
化水谷和水液，是消化、吸收和排
泄的总调度。饮食不节、贪食生
冷食物、思虑劳倦等诸多因素，会
损伤脾胃，使脾失健运、湿浊内
生，从而出现湿气重的情况。

元代医学家朱丹溪说：“肥人
多湿。”俗话说：“十个胖子九个
虚。”这里的“虚”，就是指脾虚。
脾虚湿气重的人体型多偏胖。人
体湿气重，湿气缠身，则身体困
乏、没有精神、不愿活动；脾虚纳
运失常，则腹部胀满、口中黏腻、
吃饭不香、大便稀溏；湿浊下趋，
则女性白带量多。

调养湿气缠身引起的身体不
适，应在健脾祛湿上下功夫。患
者要注意日常生活调养，加强运
动，坚持合理饮食；同时，还可以
艾灸足三里穴、脾俞穴、丰隆穴，
服用茯苓及以茯苓为主要原料的
食疗方。

日常生活调养
湿气缠身，与天气炎热、雨水

多、湿气重，以及贪食生冷食物、

摄入过多油腻食物等密切相关。
患者应注意日常生活调养，保持
规律化的生活起居。坚持合理饮
食，是预防和调养湿气缠身，消除
身体困乏的重要措施。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要尽量
减少暴露在潮湿的环境中。下雨
天，人们应尽量减少外出，避免淋
雨涉水，不要穿潮湿的衣服，盖潮
湿的被子，衣服、被褥要保持干
燥。室内要保持空气流通，让流
通的空气带走湿气，必要时可打
开空调、风扇祛湿。

坚持适度运动，除了能增强
体质，提高免疫力，还是很好的祛
湿方法。因此，人们应坚持每天
进行适度运动。

在饮食的选择上，人们应以
清淡、易消化为原则，可适当多吃
具有健脾祛湿、温中散寒、健脾养
胃作用的食物（如苋菜、白扁豆、
冬瓜、薏苡仁、生姜、赤小豆等），
尽量少吃甜腻及生冷食物，尤其
要戒烟限酒。

艾灸调养
足三里穴，位于小腿外侧，髌

韧带外侧凹陷直下 3 寸（同身
寸，下同），胫骨与腓骨之间，胫骨
一横指处。足三里穴是足阳明胃
经的主要穴位之一，具有强壮的
作用，乃保健要穴。坚持艾灸足
三里穴，可以理脾胃、调气血、助

消化、补虚弱、强肾气，具有温中
散寒、健运脾阳、补肾益精、益气
养气、补血养血、扶正培元、防病
健身、抗衰延年等作用，适合调养
湿气缠身引起的身体困乏。

阴陵泉穴，位于小腿内侧，胫
骨内侧髁下缘与胫骨内侧缘之间
的凹陷中。经常艾灸阴陵泉穴，
能健脾祛湿、理气活血、温中消
肿、通经活络，常用于调理腹痛、
腹胀、泄泻、呕吐、水肿、膝关节
炎、下肢麻痹、急性胃肠炎等。

脾俞穴，位于第11胸椎棘突
下旁开 1.5 寸处，具有健脾益气、
和胃止痛、清热利湿，以及解除肢
体疲乏无力和背部酸痛等功效。
经常艾灸脾俞穴，可以提升脾的
功能。脾俞穴不仅是脾胃重要的
保健穴位和常用的养生穴位，还
是治疗胃肠疾病的要穴，能帮助
患者治疗胃肠疾病及多种疑难杂
症。对脾虚湿阻、湿气缠身的患
者来说，艾灸脾俞穴具有很好的
调养效果。

丰隆穴，位于小腿外侧，外踝
尖上8寸，条口穴外，距胫骨前缘
二横指（中指）处。丰隆穴虽然属
足阳明胃经，但是又联络脾经，可
以调理脾胃两大脏腑的功能，有
很好的祛湿祛痰效果，能健脾祛
湿化痰、和胃降逆，是健脾祛湿的
要穴。丰隆穴，还可以用于调理

头痛、咳嗽、痰多、胸闷、眩晕、便
秘等证。艾灸丰隆穴，对脾虚湿
阻、湿气缠身引起的身体困乏者
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综合应用足三里穴、阴陵泉
穴、脾俞穴、丰隆穴，能温中化湿、
燥湿运脾、醒脾开胃，祛除体内湿
气，有效缓解脾虚湿阻、湿气缠身
引起的身体不适。艾灸时，通常
采取温和灸的方法，操作时取一
支艾条，将艾条的一端点燃，对准
施灸的穴位，在距皮肤 2 厘米~3
厘米处进行回旋移动熏灸，以施
灸部位皮肤有温热感为度，通常
每次每穴熏灸5分钟~10分钟，每
天熏灸1次~2次。

茯苓调养
茯苓为多孔菌科真菌茯苓的

干燥菌核。中医认为，茯苓味甘、
淡，性平，具有健脾补中、利水渗
湿、宁心安神的功效。凡脾虚湿
困或脾胃虚弱引起的食少纳呆，
倦怠乏力，痰饮、泄泻，水湿内停
所致的小便不利、水肿胀满，以及
心脾两虚、心血不足、心神失养引
起的惊悸失眠等，茯苓皆为必用
之品。

茯苓不仅是健脾补中、利水
渗湿的良药，还是常用的养生保
健食品。对脾虚湿阻、湿气缠身
引起的身体困乏者来说，坚持食
用茯苓，能健脾益气、化湿利水、

醒脾和中，改善腹部胀满、口中黏
腻、大便稀溏，增进食欲，消除身
体困乏。

茯苓除了可以组成汤剂用
于治疗疾病外，还常制成食疗
方。想要调理脾虚湿阻、湿气缠
身引起的身体困乏，可以将茯苓
磨面制成茯苓面条、茯苓饼，或
者制成茯苓粥、山药茯苓煎饼等
食疗方。

茯苓粥 材料：茯苓50克，粳
米 100 克。做法：将茯苓研末备
用，粳米淘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
适量清水；粳米煮至半熟后，再加
入茯苓末，继续煮至米熟粥成即
可。用法：每天2次，分早晚温热
服食。

茯苓红枣粥 材料：茯苓粉12
克，粳米 100 克，红枣 10 枚。做
法：将红枣、粳米洗净，与茯苓粉
一同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小
火煮至米熟粥成即可。用法：每
天2次，分早晚温热服食。

山药茯苓煎饼 材料：山药
粉、茯苓粉各200克，面粉300克，
盐、油适量。做法：将山药粉、茯
苓粉与面粉混匀，放入适量盐，加
适量清水调成糊状；锅内放入适
量油，倒入面糊，煎熟即成。用
法：早餐、晚餐食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遂平县
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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