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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史以来，健康长寿一直是人们孜孜追求的目标。
维护健康，即中医说的。
养生”。
这是-个大课题，包括合理营养、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药物滋补、定期体检、促使亚健康
向健康转化等等。
其中中药滋补是重要的一环，是几千年来医家和劳动人民实践经验的结晶，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
遗产。
这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充分利用。
人类的疾病种类繁多，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但基本上都可以用。
八纲”加以归纳。
“八纲”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疾病的类别，可分为阴证和阳证；病位的深浅，可分为表证和里证；疾病的性质，可分为寒证和热证
；邪正的盛衰，可分为实证和虚证。
　　虚证是对人体正气虚弱时各种临床表现的病理概括。
虚证的形成，有先天不足，后天失养、疾病耗损等多种原因，在临床上十分常见。
中医的治疗大法是“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称为“八法”。
其中。
补法”是专为虚证而设。
中医的一句老话是。
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实证宜攻，虚证宜补”。
虚证细分起来，有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的不同，而滋补，就需要相应地、有针对性地补气、补血
、补阴、补阳。
按季节而言，冬季滋补已为大家所熟知，其实，凡是虚证，一年四季都可以滋补，但四季滋补又各有
不同，各有侧重。
。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一个基本原则，一般来讲。
春季宜升补，夏季宜清补，秋季宜润补，冬季宜温补。
　　为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选择常用的滋补中药，按补气、补血、补阴、补阳分类，分别叙述
其性味归经、临床应用、现代研究成果、历史传说、逸闻趣事、药膳制作等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作为广大民众养生的参考。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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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择常用的滋补中药，按补气、补血、补阴、补阳分类，分别叙述其性味归经、临床应用、现代
研究成果、历史传说、逸闻趣事、药膳制作等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科学性、实用性、趣味性
，适合普通大众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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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白芍是芍药的干燥根。
芍药在我国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栽培史。
古时称芍药为离草，男女惜别常以此相赠，如《诗经》记载：“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
唐宋以来，庭园、寺院广为栽培，品种也逐渐增多。
宋代刘分著《芍药谱》载31种，明代王象晋著《群芳谱》载39种，到了清代，陈溟著《花镜》更增加
到88个品种，今天则是更多了。
其中许多是著名的品种，如“雪映桃花”、“紫蝶献金”、“银针绣红袍”等等。
芍药色彩绚丽，光耀夺目，再配上青翠欲滴的绿叶，构成一幅花团锦簇的景象。
韩愈赞美芍药道：“浩态狂香昔未遂，红灯烁烁绿盘龙，觉来独对忽惊恐，身在仙宫第几重。
”形象逼真，意境深远。
宋代诗人王梅溪也写诗吟咏芍药：“千叶扬州种，春深霸群芳；无言比君子，窈窕有温香。
”赞扬芍药的硕美和艳丽。
　　芍药名称初载于《神农本草经》，从晋代陶弘景开始分白芍、赤芍两种，均入药。
白芍多为栽培种，主要品种有产于浙江的杭白芍，产于四川的川白芍，产于安徽的亳白芍等。
而赤芍多为野生种，主要产于内蒙古、四川、东北等地。
　　《本草纲目》日：“芍药，犹嫜约也，嫜约美好貌，此草花容嫜约，故以为名。
”人们将牡丹称为“花王”，而将芍药称为“花相”，可见评价之高。
　　芍药古时赤白不分，自《图经本草》始分白芍药、赤芍药。
据临床应用，二者功能不同，“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这是二者的主要区别。
赤芍性味苦、辛，微寒，入肝经，主治血病，其功能为清热凉血，散瘀止痛。
由于它有苦辛寒的性味，故作用可概括为三个字：清、散、泻。
“热得寒则清，瘀得辛则散，瘢得苦则消。
”本文则主要叙述白芍。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年四季中药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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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