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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故事中学习中医（代序）　　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对中医都怀有一种很亲近的感情，毕竟从小到
大都或多或少地喝过苦药汤、吃过保健补品，尽管不是很了解中医。
　　中医药本身虽然褪去了很多传统特色，但近年来却更深入人心，不仅被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甚至
深入到美容、健身、养生、保健领域和很多高精的科技产业，成为白领的健康时尚和名贵们的新宠，
还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健康保健经的流行，都说明民众对传统中医药的信赖。
　　黑药丸也好，苦药汤也好，民众就是接受中医，选择中医，看看那为让名老中医看病而起早贪黑
排队挂号的长队，看看保健品专柜前的人山人海，就知道中医是多么的深入人心了！
　　还是患者们的话实实在在地道出了中医的长处：治病去根；全身调补，舒服；开几包便宜的草根
树皮，吃着它就管用，扎一针两针就好，真神；找老先生瞧病，不像西医那样血淋淋冷冰冰，心里痛
快；被西医宣判死刑了，到中医这也许还有盼头⋯⋯　　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博大精深的中医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古老神秘的，是晦涩难懂的，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医，享用中医，我们带大
家换个角度看中医，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像读故事书一样读懂中医——读完了一个个轻松易懂的故
事，才明白中医原来这么简单、这么有趣、这么实用。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们接触了非常多的中医专家、中医文化学者和一些宗传的纯正的民间医生，
所以我们广泛地约稿，并收集整理了从古至今的各种中医典故趣闻、悬壶诊病逸事、历代名家养生经
验、华夏滋补药草、传统文化与中医药丝丝缕缕的联系、名方传奇等，语言生动有趣，短小通俗实用
。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错漏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另外，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还得到了王惟恒、薛公忱、梁雄飞、丁兆平、张履南、李红珠、侯中伟
、温长路、张存悌、段振离、梁丽霞等同志的赐稿，在此一并致谢。
　　谨以此书献给喜欢中医、从事中医以及想要了解中医的广大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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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数千年来在为人们的健康服务的同时，还留下了许多经典有趣、
发人深省的故事。
在这本故事书中，有中医名言的典故由来、中医与中华文化的渊源、中药治病的故事、历代名家与中
医的故事、历代名医悬壶诊病轶事等，让人在轻松愉快的故事氛围中学习中医、了解中医、接近中医
。
 　　本书由《中国中医药报》资深记者通过采访中医药名家编著而成，适合对中医药感兴趣的老百姓
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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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宇，《中国中医药报》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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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神奇的“药葫芦”　　许多人也许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中药店门前要挂一个葫芦，但是，提到“不
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句俗语，你就会知道这葫芦肯定与药有关。
葫芦，古代写作“壶”，俗称葫芦瓜。
《诗?豳风?七月》中“八月断壶”，特指的就是盛药的葫芦，即“药葫芦”。
　　古今许多神话故事，几乎涉药就有葫芦。
道教中的“八仙”之一铁拐李，就常背一个装有“灵丹妙药”的药葫芦，周游江湖，治病救人。
神话小说《西游记》第五回中说：“大圣直至丹房里面，寻访（老君）不遇，但见丹灶之旁，炉中有
火。
炉左右安放着五个葫芦，葫芦里都是炼就的金丹⋯⋯他就把那葫芦都倾出来，就都吃了，如吃炒豆相
似。
”　　考药葫芦之典故，当出自《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之记载：“费长房者，汝南（今河南上
蔡西南）人，曾为市掾。
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惟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
因往再拜，奉酒脯。
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
惟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其饮毕而出。
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复乃就耧上侯长房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
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遂欲求道，随从入深山，翁抚之曰：子可教也，遂可医疗众疾”。
　　类似记载，还可见于晋?葛洪《神仙传》及一些古史杂说等。
大概都说的是汉代的某年夏天，河南一带闹瘟疫，死了许多人，无法医治。
有一天，一个神奇的老人来到这里，他在一条巷子里开了一个小小中药店，门前挂了一个药葫芦，里
面盛了药丸，专治这种瘟疫。
这位“壶翁”身怀绝技、乐善好施，凡是来求医者，老人就从药葫芦里摸出一粒药丸，让患者用温开
水冲服，就这样，喝了这位“壶翁”药的人，一个一个都好了起来。
时有汝南人费长房，见此老翁人散后便跳入壶中，他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就带了酒菜前去拜访，老翁
便邀他同入壶中。
费长房从此随其学道，壶翁尽授其“悬壶济世”之术。
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代代相传。
因而后来人皆称卖药的、行医的为“悬壶””，美称医生职业为“悬壶济世””，开业则以“悬壶之
喜”等为贺。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行医者悬葫芦于诊室为医之标志，更为众多药店、制药厂等沿以为用。
　　看上述典故，虽然记述多带有传奇色彩，但若揭其神诞外衣，不难知费长房乃东汉时名医，药葫
芦只不过是一只盛药的“药壶”，或曰一种行医、卖药的“招幌”而已。
不过，医家挂药葫芦还有深意处：一是向世人表明其“悬壶济世”之宏愿；二是看重葫芦之实用价值
。
仔细推究起来，用葫芦保存药物确实比其他的容器如铁盒、陶罐、木箱等更好。
因为它有很强的密封性能，潮气不易进入，容易保持药物的干燥。
从历代史籍中得知，古时候的行医者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背着葫芦，如唐代药王孙思邈采药时就必挂
一个药葫芦。
葫芦除了能盛药，本身也可为药，医治很多疾病。
　　“杏林”美名代代传　　世代相传的“杏林”与中医结缘的典故，人们并不陌生，皆知其出自三
国时的名医董奉。
据《三国志?卷四十九》记载：三国名医董奉，隐居江西庐山期间，对众多慕名而来求医的百姓，从不
收取任何费用，但要求被治愈者种植杏树作为纪念，患重病而被治愈者种五株，轻病治愈者种一株。
数年后，被他治愈者不计其数，种得杏树10万余株，蔚然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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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奉在此修身养性，读书看病，很是惬意。
杏熟以后，来购买者一律不收钱，只用米交换。
一担杏子换一担米，他得了米，就用这些米救济山上山下穷苦百姓。
董奉死后，庐山的百姓们非常怀念他，就把他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称之为“誉满杏林”。
　　董奉与“杏林”之典故，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人其事呢？
据晋代葛洪（公元261～341年）的《神仙传》和《南海府志》所述，董奉字君异，原籍福建候官县（
今福州市）人，后至豫章郡（今江西南昌）隐居庐山下。
大约活了100多岁，方于“永嘉中仙去”。
永嘉是晋怀帝的年号（公元307～313年），按董奉活了100多岁推测，他可能生活于公元200～313年间
。
说他“成仙而去”固然是溢美之词，但在当时人均寿命不足30岁的历史条件下，他竟能寿过百岁，实
在是难得的了。
《神仙传》的作者葛洪是略晚于董奉的一代名医，两人生卒时间仅相差几十年，而且董奉卒年时葛洪
已有40余岁，葛洪笔下记述的董奉，诚为可信。
　　那么，杏林仙址何处寻呢？
据考证，杏林系在如今江西省星子县以西约二十五华里处的醉石之东。
所谓“醉石”，乃是庐山南麓虎爪岩下的一块巨石。
相传晋代文学家陶渊明曾醉卧其上。
醉石之东有归宗寺一座，两者相距约三华里。
当年郁郁葱葱的杏林，即在醉石与归宗寺之间。
　　星移斗转仙去也，长存“杏林”美名传。
历经了多少年代，“杏林”几乎成了医务界的代称。
至今，人们还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称颂医家们高尚的医德医风；用“杏林高手”赞誉技艺
精湛之良医；“杏林佳话”述轶事、“杏林春秋”载医史；至于“杏林春满”、“杏林春风”等，更
是歧黄世家及中医药店堂之常用联语。
　　“倒药渣”的来历　　在许多地方，至今还流行着一种“倒药渣”的习俗，就是病家把煎过的药
渣，倒在过往行人的岔路口，让千人踏、万人踩，因为俗谚有“药渣倒出门，疾病不缠人”和“一经
他人双脚踏，病魔就被众人压”之说。
据说，这可以驱病出门，托人消灾，或被行人带至别处，不再作怪害人，病人能够尽快痊愈。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慰，并没科学依据。
不过，以下几则传说中的故事却耐人寻味。
　　一说：药渣辨优劣很久以前，江南小镇有一家“宏德堂”药店，起初由于药材货真价实，炮制优
良，信誉很高，生意格外兴隆。
但过了一年，买药的人越来越少，生意萧条，门店冷落。
　　一天午后，店主正在椅子上打盹，朦胧中，忽见一鹤发仙翁，手拈拂尘，飘然而来。
语之曰：“我乃药神是也，统管天下采药、买药之人，你近来掺卖劣质药材，坑害病人，现在无人买
药，就是对你的惩罚。
”说罢，给他丢下一张纸条，遂又飘然而去。
他急忙拾起纸条，一看是一首六言诗：“配药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治病救人为本，切忌图利忘
义。
”他看过后猛然惊醒，心中大惭，怵惕不安。
他知道自己近月曾将一批劣质药材充优销售，大大降低了药的疗效，故人来渐稀。
如此竟连“药神”也已知晓，令他惭愧不已。
他想着药神的话向患者传话出去，凡今后在“宏德堂”抓药配方者，药煎完后，将药渣倒在门前，好
让药神检验优劣，看“宏德堂”的药材是不是都属上等佳品。
说来也真奇怪，此后，人们在“宏德堂”购买的药物，药效灵验，众口皆碑，“宏德堂”生意又兴旺
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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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日久天长，老百姓中便传开了，只要把药渣倒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就会药到病除、早日
康复。
　　二说：药渣可导医相传，唐代药王孙思邈，医术精湛，为人治病，药到病除，深得人们的敬重。
在他隐居深山时，有一次，他为一个受了伤的老虎解除了病痛，老虎为了报恩，就自动为孙思邈当护
卫、坐骑。
孙思邈行动是方便多了，可把病人都给吓坏了，谁也不敢求医于他。
孙思邈很为难，最后想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
他每到一家看病，便让病家把药渣倒在门口的路上。
哪家门口有药渣就表明他在哪家行医。
这样一来，老虎就不必紧随相跟，只在远处守着就行了。
久而久之，药渣成了行医人的标志。
很多人对此人云亦云，众人相附，代代相传，也就形成了煎中药后倒药渣、踩药渣的一种民俗。
过去，在药王的塑像和画像中，都是坐于虎身之上，这种艺术形象也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
　　又一说：药渣识真假传说明代名医李时珍，一天外出采药，看到一个村庄田园荒芜，无人下地劳
动，原来这个村的人都得了“流感”。
在一个茅草屋里，他看见一位老人正在床上呻吟，急忙取出药来，让老人喝下，停了一会，老人出了
一身汗，症状减轻了许多。
李时珍询问了一下情况，才知道村里先后来过几个走江湖的郎中，给他们开过药，还说什么“吃上一
副药，包管你药到病除”。
可是吃了十来副了，仍不见效。
李时珍便找来煎过的药渣，仔细一看，大部分是假药。
假药怎能治好病呢？
老百姓上当受骗了，他们对庸医痛恨不已。
李时珍看药渣的事，传遍了附近的村庄，人们纷纷把江湖郎中配制的草药和带来的药渣叫李时珍鉴别
，因为人太多，看不过来，只好让大家把药渣倒在村前的路口上，一个个摊开放好，逐个查看，拣出
真药，扔掉假药、劣药，并教大家如何识别伪劣中草药，防止再上当受骗。
从此以后，病人就把煎服过的药渣倒在路口处，盼望过路的良医识别真假，于是这个风俗就盛行起来
。
　　归根结底，“倒药渣”的习俗包含了一个药渣的处置问题。
煎完汤药后，自然要把煎取药汁后的药渣倒掉，但对有毒中药则应埋掉。
还有一种做法是把药渣暂时倒在窗台上晾干，待二剂三剂全部煎服完后，才一起倒掉。
这样，即使发生医疗纠纷，查看药渣，有据可凭，既对病人负责，又对医生负责，自当有可取之处。
　　（王惟恒）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是本故事书>>

编辑推荐

　　《中医是本故事书》演绎千年草木春秋，揭秘中医百事由来，千古名医悬壶济世，中医养生名方
传奇，　医乃仁术，济世活人之本。
　　纵观医学史　趣谈古今事，演绎千年草木春秋　揭秘中医百事由来　揭开中医神秘面纱　轻松掌
握养生密码。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是本故事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