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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宫廷医话(第7辑)》凡六十题，所涉广博，有宫廷的健身术、养生术、饮食保健、延年益寿
方（酒剂）.后妃的驻颜美容术，以及鲜活的“脉案”等，因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较高的医学价值
，可供中医专业人员参阅。
书中有关帝王后妃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等方面的内容，也会引起广大民众的阅读兴趣。

　　清代宫廷医疗档案中蕴藏有万千奇珍，因系九重宫阙中事，鲜为人知。
由于帝王后妃之健康起居，生老病死，都可能与政治风云变幻相关，因此格外引人关注。
《清代宫廷医话(第7辑)》主编陈可冀院士，对清代宫廷医药颇有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
《清代宫廷医话(第7辑)》作者根据丰富翔实的清代宫廷医疗档案，以医话的形式讲述清代宫廷中与医
疗、保健、养生驻颜等有关的遗闻轶事，广征博引，撷采崇严，融故事与中医药理论知识于一体，娓
娓道来，引人入胜，使读者了解帝王后妃逸闻的同时，领略到“品学兼粹”而“名动九重”之御医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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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草木、金石、虫介、菜食等各类中药均可作为药引，以下是部分医案中所见有代表性的药引
。
草木枝叶花类如灯心、薄荷、藿梗、甘草、竹叶、桑枝、香附、石斛、芦根、桑叶、荷梗、菊花、银
花、竹茹等。
瓜果种仁菜食类如瓜蒌、金果榄、乌梅、杏仁泥、苡米、小枣肉、龙眼肉、秋梨、山楂、鲜姜、香蕈
、冬笋尖等。
金石类如代赭石、白矾、伏龙肝、元明粉、磁石、朱砂等。
虫介角类如地龙肉、生牡蛎、羚羊角等。
加工类如柿霜、神曲、午时茶等。
药引使用多寡不一常以单味药为药引，也有用两味药、三味药或多味药作药引者。
单味药引：这种情况在清官医案中较多见。
例如光绪皇帝肝肾素亏，常有耳聋之苦，御医所拟治耳聋方由生地、白芍、怀牛膝、丹皮、知母、广
皮、枳壳、黄柏、泽泻、防风、黑豆皮等药滋阴平肝清火，兼健脾养血祛风除湿，而用活磁石作药引
。
磁石入肝、肾二经，能益肾镇纳，平肝潜阳，可治肝肾阴虚、虚阳上扰之耳聋。
此药为引深合中医关于肾开窍于耳、肾虚则耳聋等理论。
又如道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全贵妃患肺病咳嗽，脉息滑数，身热咽痛，御医张永清等诊为“火铄肺
金之症”，除用羌活、防风、苏梗、生地、麦冬、桔梗、知母、黄芪、甘草等组成清金代茶饮外，并
以芦根为引。
当时全贵妃妊娠而患咳嗽，用药十分谨慎，除解表止嗽外，侧重养阴退蒸。
芦根性味甘寒，人肺经，功能清肺热，生津而不恋邪，故作为药引用于火铄肺金咳嗽之症甚宜。
双味药引：这在一般方书、医案中比较少见，而宫中之医案中却记录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例如有一则医案记载：“丽皇贵妃脉息浮弦而滑，昨服疏解正气汤，风凉微解，表症稍减，夜间得寐
。
惟寒热如疟，胸胁胀闷，痰壅气逆，频频作嗽”。
御医李万清认为“此由心肝气郁，挟饮乘风，上舍于肺所致”，而用顺气化痰汤佐以宣风理肺之品治
疗，除用麻黄、杏仁、桂枝、甘草、生地、当归、白芍、川芎等药外，用木香六分、半夏一钱为引。
此方由麻黄汤合四物汤，诸药多为人肺、肝、心经，能发表宣肺、养血补血，而药引两味俱入”脾、
胃经，盖脾为生痰之源，痰湿恋脾，半夏、木香能燥湿行气化痰，可见这两味药引在此顺气化痰汤中
起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痰壅气逆、胸胁胀闷等症亦为不可缺少之药。
又如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初八日，绵志阿哥患天花已三天，御医蔡世俊等用活血助长汤调治，方用生地
、当归、丹皮、陈皮、牛蒡子、赤芍、川芎、南楂、连翘、僵蚕、白芷、紫草等药，滋阴养血，清熟
解毒，疏表透疹。
另用香蕈三片、冬笋尖三个作药引。
这两种药引都具有升发、“向上”之性，在本方中作药引既可助透疹发表，又可作热病后之营养调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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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宫廷医话(第7辑)》是现代著名老中医名著重刊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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