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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国医大师邓铁涛之
“铁杆中医”说》有感

□毛德西

■药食同源

沙棘，又称醋柳、黄酸刺，是
胡颓子科植物沙棘的干燥成熟果
实，在秋、冬二季果实成熟或冻硬
时采收。沙棘的根、茎、叶、花、
果、籽均可入药。《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20年版）》记载，沙棘具
有健脾消食、止咳祛痰、活血散瘀
等功效，是中医治疗多种疾病的
良药。

沙棘中维生素C的含量很高，
被称为“维生素C之王”，亦被称为

“开胃健脾长寿果”和“圣果”，是
药食两用的食物。目前，沙棘被
广泛应用于药品、食品、保健品、
化妆品等领域。

我国沙棘资源蕴藏量大，“世
界沙棘看中国，中国沙棘看青
海”。沙棘广泛分布于黑龙江、辽
宁、新疆、山西、河北、青海等地，
野生资源丰富，人工种植广泛。
合理开发利用这一资源，对于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和加快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富有重要意义。

性味功效

中医认为，沙棘性温，味甘、
酸、涩，归脾经、胃经、肺经、心经，
适用于脾虚食少、食积腹痛、咳嗽
痰多、胸痹心痛、瘀血经闭、跌打
损伤等。沙棘含有黄酮、鞣质、酚
酸、维生素、类胡萝卜素等多种药
理活性成分，以及脂肪、蛋白质、
氨基酸、有机酸等丰富的营养成
分，具有抗氧化、抗心血管疾病、
抗菌、抗炎、抗疲劳、抗衰老等广

泛的药理作用。
健脾消食 沙棘酸涩而性温，

可以开胃消食。因此，沙棘适用
于食少纳差或消化不良引起的胃
脘胀痛。沙棘归脾经、胃经，有健
脾的功效，可用于治疗脾气虚弱、
脾胃气阴两伤等证。如《四部医
典》中将沙棘与藏木香、余甘子、
石榴子等同用。

止咳祛痰 沙棘入肺经，具有
止咳祛痰的作用，可用于治疗咳
嗽痰多、肺气虚弱。沙棘可以单
用，如《四部医典》中以沙棘适量，
煎煮浓缩为膏（即沙棘膏），主治
咳嗽。现代临床报道，沙棘口服
液治疗慢性支气管炎，能明显缓
解咳嗽、咯痰等症状。沙棘还可
以配伍其他止咳祛痰药，如沙棘
与余甘子、白葡萄、甘草等同用
（五味沙棘散）。

活血化瘀 沙棘具有活血散
瘀的作用，可治疗跌打损伤，以及
妇女由于瘀血导致的经闭、月经

不调。沙棘归心经，对于胸痹心
痛也有一定疗效。

延缓衰老 沙棘含有丰富的
超氧化物歧化酶成分，可以阻断
因体内物质过氧化产生的自由
基。这种自由基与人体衰老的发
生密切相关。因此，人们适量食
用沙棘，有助于保持皮肤弹性，延
缓衰老。

药食养生

健脾和胃——沙棘玉米汤
材料：玉米粒、沙棘、冰糖适

量，清水1000毫升。
做法：将玉米粒用清水泡软，

洗净后放入锅内，然后在锅内加
入清水，大火煮沸后加入冰糖和
沙棘，熬10分钟~15分钟即可。

功效：清肝明目、健脾和胃、
益肺宁心，适用于消化不良、脾胃
不和等症状。

清肝明目——沙棘槐米菊花茶
材料：沙棘30克，槐米10克，

菊花20克。
做法：取上述材料，按比例配

成茶，取适量加开水直接冲泡即
可。

功效：具有清肝疏风、降火明
目、止渴祛烦、扩张血管、调节血
脂等功效，可以辅助治疗心脑血
管疾病。本品适合长期饮用，尤
其适用于眼目昏花、消渴烦热等
症状。

散瘀降压——山楂沙棘煮牛肉
材料：牛肉200克，沙棘50克，

山楂15克，胡萝卜100克，葱、姜、
食盐、食用油适量。

做法：将山楂、沙棘洗净，切
成片；牛肉、胡萝卜洗净，切成块；
姜切成片，葱切成段；起锅烧油，
待油烧至六成热时放入姜、葱炒
香，加入牛肉、胡萝卜、山楂、沙棘
和食盐，最后加入 400 毫升清水，
用小火煮1小时即可。

功效：散瘀血、降血压、益气
力，适合肝肾阴虚型高血压病患

者食用。
止咳化痰——沙棘汁

材料：沙棘、白糖适量。
做法：将沙棘洗净，榨成汁，

调入适量白糖，煮一二沸即可。
功效：活血化瘀、化痰止咳，

适用于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
慢性支气管炎、慢性疲劳综合征
等。

注意事项

沙棘中含有丰富的酸性物
质，与其他酸性食物同吃可能会
刺激肠胃，引起腹胀、腹痛等不
适。因此，脾胃虚弱、泛酸腹胀者
及胃十二指肠溃疡者应慎用沙
棘。

沙棘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因
此，孕妇应慎用沙棘。

沙棘不适合与碱性食物同
食，因为沙棘中含有丰富的果酸
和其他有机酸，而碱性物质会中
和这些酸，使沙棘的营养价值降
低。

沙棘不适合与海鲜一起食
用，因为海鲜中含有丰富的蛋白
质和钙，沙棘中的酸性物质可能
会和蛋白质发生反应，产生不利
于人体的物质。

需要注意的是，沙棘虽然对
身体好，但是也不宜过量食用。
饭后食用沙棘，可以解油腻、助消
化。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餐桌上的中药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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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中，成语犹如璀璨的明珠，蕴含
着丰富的哲理和智慧。“物腐虫
生”这一成语，不仅揭示了自然
现象背后的规律，还与中医养
生理念紧密相连，为我们提供
了宝贵的健康启示。

“物腐虫生”源自《荀子·劝
学》中的“肉腐出虫，鱼枯生
蠹”，形象地描绘了东西腐烂后
才会生虫的现象。“物腐虫生”
传达的深意是，祸患的发生往
往源于内部的原因，同时也提
醒我们，自身存在弱点就容易
被外界因素所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物腐虫
生”现象随处可见。夏天，水果
若放置时间过久，就会因腐烂
而招来果蝇；在潮湿的环境中，
衣物长期存放容易发霉，进而
滋生蛀虫。这些常见的场景让
我们直观地感受到“物腐虫生”
这一成语所描述的过程。

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深入剖
析，“物腐虫生”的理念为我们
敲响了健康的警钟。人体如同
一个精妙的小宇宙，内部的气
血、脏腑、经络相互关联、影
响。当身体内部出现“腐”的状
况，比如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
调或者经络阻滞时，疾病便会
悄然滋生。这就如同腐烂的物
品容易吸引虫子一样，身体内
部的“腐物”为疾病的产生创造
了条件。

长期不良的饮食习惯，就
是导致身体内部“腐”的一个重
要因素。过量摄入油腻、辛辣、
甜腻的食物，或者饮食毫无规
律，都会损伤脾胃，使脾胃运化
功能失常，水湿内生。这些水
湿在体内逐渐积聚，最终形成
痰湿。痰湿就如同身体内的

“腐物”，会阻碍气血的正常运
行，影响脏腑的正常功能，进而
引发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
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

不良的情绪状态，同样会
使身体内部产生“腐”。中医认
为，情绪与脏腑健康息息相关，
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
肺、恐伤肾。长期处于精神压
抑、焦虑、愤怒等不良情绪中，
会影响脏腑的气血运行，导致
脏腑功能失调，为疾病的发生
埋下隐患。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遵循
“物腐虫生”的中医养生理念来
维护身体健康呢？

第一，养成健康的饮食习
惯。饮食应营养均衡且多样
化，选择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粗
粮等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
食物，减少油腻、辛辣、甜腻、腌
制等刺激性食物的摄入量；同时，要养成规律的饮
食习惯，定时定量进餐，避免暴饮暴食和过度节食。

第二，保持良好的心态。我们要学会合理地宣
泄情绪，避免长期沉浸在不良情绪中；可以选择运
动、听音乐、阅读、与朋友交流等方式缓解压力，调
节情绪状态；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勇敢面对生活
中的困难，以平和的心态去应对困难。

第三，适度运动必不可少。运动能够促进气血
运行，增强身体的免疫力。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
的运动方式，如散步、游泳、练瑜伽、打太极拳等，并
坚持不懈地进行锻炼。

第四，规律的作息对于身体健康同样非常重
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
早起，避免熬夜，让身体的各个器官都能得到充分
的休息和修复。

第五，注意环境卫生。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卫
生，定期通风换气，避免长期待在潮湿和阴暗的环
境中，防止细菌和病毒滋生。

总之，“物腐虫生”这一成语蕴含着深刻的哲
学道理和中医养生智慧。关注身体内部的环境和
状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帮助我们预防疾
病，让身体保持健康和活力。让我们从日常生活
的点滴做起，遵循中医养生理念，享受健康美好的
生活。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濮阳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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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四人曾经南下拜
访国医大师邓铁涛。邓铁涛当
时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国医大师
邓铁涛之“铁杆中医”说》，该书
阐释了“铁杆中医”的内涵，回答
了发展中医药事业有何意义等
有关问题。

该书收集了邓铁涛近年来
发表的对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一些真知灼见，内容涵盖医疗、
教育、预防、科研、产业和文化建
设等。该书言简意赅、主题鲜
明，对当前中医药发展的现状与
解决方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什么是“铁杆中医”？邓铁
涛在浙江中医药大学更
名之际写道：“培养‘铁杆
中医’，以振兴中医。”邓

铁涛对“铁杆中医”做出诠释：
“立足于中华文化深厚的基础
上，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的人
才。他们具有深厚的中医理论，
熟练掌握辨证论治，能运用中医
各种治疗方法为患者解除疾病
的医生。他们有科学的头脑，有
广博的知识，能与21世纪最新的
科学技术相结合，以创新发展中
医药学的优秀人才，乃‘铁杆中
医’也。”

为什么邓铁涛会提出“铁杆
中医”这个观点呢？他是对这几
年出现的“泡沫中医”而提出
的。“泡沫中医”，就是表面繁荣
的中医。现在的中医医师学历，
从中专到本科、硕士，再到博士、
博士后。中医学院多数已经变

为中医药大学，每年招收几千名
研究生和几万名本科生，校园的
建设也鸟枪换炮了。但是，真正
懂中医的人却越来越少，社会上
的名中医也寥若晨星，会用经方
的人也不多见了。

邓铁涛认为，近年来外部强
加给我们的从属压力越来越
少，而内部的“自我从属”趋势
越来越多，就是说自己把自己
放到了从属地位。有些人认为
西医是主流医学，而中医只能
算“从属”医学。中医院的病房
也必须用西药，西药也必须是
注射剂，这实际上是把自己放
到了从属地位。即使是中医学
院毕业的学生，由于工作的压
力和周围环境的变化，也在怀

疑中医学的科学性。博士生、
硕士生、年轻骨干进修西医学
的人较多，进修中医学的人较
少；学习介入、透析、手术等方
法的人较多，学习传统方法的
人较少；跟西医名家学习的人
较多，跟中医名家学习的人较
少。如此下去，在不久的将来，
中医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自行消
亡。到那个时候，要想去找一
位名中医，那可真要排起长队
了。

怎样才能避免“泡沫中医”
现象呢？邓铁涛说，那就是要

“读经典、多临床、跟名师”。邓
铁涛认为中医药科学发展的内
涵：“四大经典是根，名家学说是
本，临床实践是生命线，仁心仁

术乃医之灵魂，发掘宝库与新技
术革命相结合是自主创新的大
方向。”

邓铁涛提出的发展内涵是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古人
对成就大事业者，提出“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真正“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是非常困难的，
但有一个捷径，那就是“名人指
点”，拜名师。我们去拜访邓铁
涛，就是拜名师，他的精神状
态，他的言谈话语，他所赠的
书，就是指点迷津，就是释疑解
惑，对我们（包括没有去的学
员）都是一笔永远可以借鉴的
财富。

（作者系全国名中医，
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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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间

“走方医”与虎撑
□徐琳琳

南宋著名画家李唐的一幅风
俗画描绘了“走方医”为百姓治病
的场景。“走方医”弓着腰，手持器
具，专心致志地为患者艾灸。患
者坐在地上，裸露着骨瘦如柴的
上半身，双手被旁边的人束缚着，
动弹不得。整个画面气氛紧张
而生动，真实地再现古代百姓生
病治疗的情景。“走方医”的身
后，有一个手持膏药的药童，地
上放了一个形如铜环的行医道
具——虎撑（也叫“串铃”“虎衔”

“药铃”）。
虎撑是“走方医”行医的标志

之一。“走方医”将虎撑套在手指
上，用拇指做支撑，然后上下晃
动，发出清脆的铃声，用于吸引患
者。因此，“走方医”也被称为“铃
医”“草泽医”等。

虎撑的来历与唐代医药学家
孙思邈有关。相传，孙思邈在山
中采药时偶遇老虎拦路，老虎因
喉咙扎入其他动物骨头而痛苦不
堪，眼中流露出乞求的神色。孙
思邈利用扁担上的铜环撑开虎口
为老虎拔骨，并敷上药物，老虎得
救。此事传开后，江湖行医者纷

纷效仿孙思邈，将铜环作为行医
时的必备之物，并逐渐将其改造
成手摇响器，即虎撑。

关于虎撑来历的具体史料
记载较为稀缺，虎撑与孙思邈的
故事虽然真假难辨，但是在清代
医学家赵学敏编著的《串雅》中，
关于虎撑的介绍有确切地记载：

“负笈行医，周游四方，俗呼为走
方……手所持器以铁为之，形如
环盂，虚其中，置铁丸，周转摇
之，名曰虎刺。乃始于李次口。
次口，走医也。常行深山，有虎
啮刺于口，求李拔之。次口置此
器于虎口，为拔其刺。后其术大
行，名闻江湖。祖其术者率持此
以为识，即名虎刺云。《三才藻
异》作虎撑。”在这段文字中，赵
学敏详细地记载了“走方医”的
行医方式、所持器具及其来源。

随后，虎撑这一标志一直沿
袭至 20 世纪初，已经成为医生行
医的重要标志之一，时间跨度久
远，文化积淀深厚。因此，虎撑与

“走方医”在不少影视剧作品、书
籍中均有呈现，例如电视剧《老中
医》、书籍《北京民间风俗百图》

《红楼梦》等。
晚清一位画家有一幅画《串

铃卖药图》，展现的是一位郎中走
街串巷卖药的场景。郎中微通医
术，一只手摇动串铃，发出清脆的
声响，以吸引路人的注意；另一只
手拿着写有药名的牌子。画面中
的郎中衣着打扮、神态举止，都透
露出“走方医”的气质。

“走方医”通常没有固定的诊
所，他们身背药箱，手摇虎撑，游
走乡间，栖宿寺庙，行医方式灵活
多变，不仅可以在集市、庙会等人
员聚集的地方设摊看病，还可以
挨家挨户地询问百姓是否需要诊
治，以妙术施治，求取薄利，屡化
沉疴恶疾，深受百姓信赖。

《串雅》的《绪论》记载：“走医
有三字诀：一曰贱，药物不取贵
也；二曰验，以下咽即能去病也；
三曰便，山林僻邑仓卒即有。能
守三字之要者，便是此中之杰出
者矣。”“走方医”所用药物具有价
格低廉、疗效显著、取材方便的特
点。“走方医”见多识广，从常见病
到疑难杂症，均有所涉猎。因此，

“走方医”的诊疗经验丰富。“走方

医”还有“单方一味，气煞名医”的
说法。

在《本草纲目·介部·第四十
六卷·介之二》中记载了一个宋徽
宗宠妃治病的故事，原文为：“《类
编》云：徽宗时，李防御为入内医
官时，有宠妃病痰嗽，终夕不寐，
面浮如盘。徽宗呼李治之，诏令
供状，三日不效当诛。李忧惶技
穷，与妻泣别。忽闻外叫卖：咳嗽
药一文一帖，吃了即得睡。李市
十帖视之，其色浅碧。恐药性犷
悍，并三服自试之，无他。乃取三
帖为一，入内授妃服之。是夕嗽
止，比晓面消。内侍走报，天颜大
喜，赐金帛值万缗。李恐索方，乃
寻访前卖药人，饮以酒，浓价求
之，则此方也。”

其实，民间流传的一些单方
对一些疑难杂症有奇特的疗效，
甚至能让名医感到自愧不如。正
如胡祖德《沪谚》记载：“谚云：单
方一味，气煞名医。以偏师胜。
单方，世俗相传简单之药方。”形
容“走方医”使用单方治病，犹如
用一支偏师（非主力部队）却取得
了胜利一样。

《串雅》的出版，掀开了“走
方医”治病的“神秘面纱”，对“走
方医”的理论与医术进行了系统
的整理和传承，为后世研究“走
方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
时，《串雅》所记载的许多方药疗
效显著，副作用小，深受百姓喜
爱。其中，以“顶、串、截”三法为
例，“顶、串、截”即“药上行者曰
顶，下行者曰串，故顶药多吐，串
药多泻。顶、串而外，则曰截。
截，绝也，使其病戛然而止。按
此即古汗、吐、下三法也。”“走方
医”以“顶、串、截”之法为治疗内
科病的单方，医治外科损伤及疑
难杂病等，方剂简单实用，易于
制备和服用。

虽然“走方医”的医术参差不
齐，行医方式和治疗方法缺乏科
学依据和标准化流程，难以保证
医疗质量和安全，但是在医疗资
源匮乏的时代，“走方医”为百姓
提供了重要的医疗补充。他们游
走四方，见多识广，为百姓提供了
及时的医疗服务。因此，赵学敏
在《串雅》中感叹：“谁谓小道不有
可观者欤？”

■杏林撷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