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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成语，是长期沿用、约定成俗的，具有固定的结构形式、组成成分和特定含义、特定功能的定型
词、词组或短句。
典故，是从前人记录或创造的历史故事或诗词名句中概括出来的具有相对固定意义的现成话。
严格说来，后者也属于成语的范畴。
因此，有理由把它们合二为一，也有理由给它们各立门户。
本书将它们合而用之，是从健康养生这一角度的需要考虑的。
　　成语典故，是生活的宠儿、实践的产物。
尽管有不少成语、典故是经过文人们总结、提炼、发挥和再创造了的，但它们始终都紧贴着生活的主
旋律。
语言、文字形成的历史，是口头语先于书面语的，老百姓中流传最广的谚语、俚语、童谣、鄙语、格
言、歇后语等（习惯上统称“熟语”），就是中国成语的最早雏形。
也有部分成语、典故是由文人创造成书面语，尔后才被变成口头语得以传播、延续的。
不管怎么说，生活基础是产生成语、典故的源泉。
　　既然如此，作为与人类生命、生存、生活休戚相关的医学，毫无疑问也应该是成语、典故产生的
重要源头。
透过现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成语、典故，证实这一结论的科学性是不难的。
它们中，有的最先就是产生于医学的，如“六脉调和”、“半身不遂”、“病人膏肓”、“对症下药
”、“三年之艾”、“知母贝母”、“薏苡明珠”等，原本都是说医论药的；有的是文人们借用了医
学概念来说明社会现象的，如“讳疾忌医”、“如法炮制”、“无病呻吟”、“十月怀胎”等；有的
是医学家根据社会和生活实际，把其他学科中与医学相关的成语、典故加以改造拿过来活用的，如“
不合时宜”、“察言观色”、“汗流浃背”、“不寒而栗”、“起死回生”、“死不瞑目”等，均被
赋予了与医和药有关的特殊内涵。
一些成语、典故在社会科学和医学科学中出现的时间究竟谁先谁后、谁渗透了谁，是无法说得清楚的
。
有趣的是，在传播、应用的过程中，不少成语失去了与原来学科相关的本义，而成为借用学科的专用
词了。
如“不可救药”，如今已基本失去了用药治病的本义，变为对道德败坏的人无法挽救的专门用语。
“以毒攻毒”，也已基本失去了以违犯常规的方法整治坏人坏事的本义，成为用有毒的药物治疗相关
疾病的治法。
有的社会学成语，同时具备了社会和医学共用的功能；有的医学成语，也同时具备了医学和社会学的
共用功能。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胶结难分的现象，正好说明了成语、典故与医学科学的血肉联系。
　　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使医学涉及的范围正逐步扩大，除人们不断创造出新的成语来适应和表
达这种变化外，传统成语、典故中一些过去看来似乎与医学无关或关系不密切的内容，如今也逐渐融
入到医学科学的范畴中来了。
如“百花齐放”本意是说环境优美的；“南山雾豹”、“飞沙走石”等，本意是说环境恶劣的；“山
崩地裂”、“玉女投壶”等，本意是说自然灾害的，如今它们都与环境、医学有了联系。
又如属于精神医学范畴的“笑容可掬”、“怒发冲冠”、“乐极生悲”，属于社会医学范畴的‘‘举
案齐眉”、“巾帼英雄”、“忘年之交”，属于运动医学范畴的“闻鸡起舞”、“安步当车”、“重
阳登高”，属于养生医学范畴的“世外桃源”、“废寝忘食”、“高枕无忧”，属于预防医学范畴的
‘？
有脚阳春”、“疲于奔命”、“夜以继日”等成语、典故，都与人们的健康养生有非同寻常的瓜葛。
就连当今被划人医学领域的许多时髦科目，在成语、典故中也能找到相对应的表述。
如与美容行为有关的“改头换面”，与防污染问题有关的“女娲补天”、“杞人忧天”等，都纷纷进
入了医学科学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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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凡符合机体健康+精神健康+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道德健康=健康的、符合健康新概念的内
容，统统都与医学联姻、结合了。
可以预言，在成语、典故应用领域中，医学与社会、社会与医学的这种相互渗透和广泛联系，会随着
医学进步、社会进步的步伐不断前进。
本书在选材上是本着这个大方向努力的，表现的是广义的医学、广义的健康概念。
　　在成语典故中，以4个字组成的占有绝对优势，也有部分是从3个字开始直至24个字组成的。
本书之所以把四言成语作为表现对象，除考虑文章排列整齐的因素外，还有倡导学者对中医典籍中四
言句的研究产生兴趣和引起重视的意图。
因为，在中医的典籍中以4个字为律的现象很普遍。
以中医现存最早的著作《黄帝内经》为例，章头句尾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体例：“昔在黄帝，生而神灵
，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这是笔者顺手从《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中抄来的几句话，像这样的句式，中医的历代典籍
中俯仰皆是、不胜枚举。
所以，用“文化”涵盖中医，把中医纳入中国文化的思维既是顺理成章，又是无可非议的。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者把对成语典故与健康养生关系的探讨列入《国学养生丛书》，
从界定上讲肯定是贴切的。
作者努力把它写好，希望这本小书在能得到朋友们垂爱的同时，更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指正！
　　温长路　　2010年7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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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亚洲电影研究会主席约翰A·兰特博士这样评价作者：“你是我迄今遇到的把疾病描述得最为形
象的医生，从你那里让人享受到了中医的艺术美。
”    本书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成语典故为素材，以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文笔、趣味的故事，使读者得到
养生保健、医疗防病方面的诸多知识。
适合各阶层人士阅读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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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雾时空气的气压很低，飘浮着的污染物被凝固在雾中不容易扩散，其中一些有毒的酸、碱、盐
、胺、苯、酚、尘埃等有害物质和异种蛋白、病源微生物类在聚集到一定浓度后，就会给人的机体带
来危害。
它直接伤及人的头面，使人的眼、鼻、口感到不适，可能诱发眼结膜炎、咽喉炎、鼻炎和多种过敏性
疾病。
还会通过人的呼吸道把致病因子传到体内，造成支气管炎、肺炎和导致部分人伤风、感冒。
由于大雾时空气的湿度大，机体的汗液不易蒸发，机体的散热和肺泡的交换功能都会因此受阻，气短
、胸闷、头晕、疲劳等缺氧、缺血的症状可明显表现出来。
混浊雾气产生的阻力，还迫使人的肌肉和骨骼的活动幅度加大，由此造成的机械牵拉、组织器官损伤
和使机体相关部位发生炎性病变也是多见的。
　　有研究说，雾的成分中存在着一种被称为FS的傅氏病原体，它是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脑溢血和
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罪魁祸首。
专家建议，晨雾天气应减少室外锻炼，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更要慎重。
如必须外出时，最好戴上口罩，防止毒雾从口鼻进入体内。
活动方式也应以能耗较低的散步为宜，运动激烈的活动会因为呼吸量的增大把雾中的二氧化碳等有害
物过多吸人体内。
二氧化碳与雾结合后，其毒性可提高10倍；若与光化学雾相遇，其毒性会更大。
外出回到家后，要立即洗脸和裸露的肌肤。
倘有不适，要及时到医院就医。
中医学对雾害的认识很早，在1700多年前成书的《金匮要略》中就有相关论述，提出“清邪在上，浊
邪居中，大邪中表”的理论。
这里的“清邪”，就包括雾害在内，故中医有“雾伤于上”之说。
实践证明，中医学的这一认识与雾害表现出的特征是完全吻合的。
　　在如何寻求防治雾害方法的问题上，人类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努力。
经过长期不懈地探索，目前已总结出了在小范围内运用加热的方法消雾；在较大面积内使用盐、尿素
等吸湿物质把雾除掉；运用直升机在雾的顶部缓慢飞行，搅动干燥的空气使雾消散；布撒碘化银、干
冰、液化丙烷等催化剂使雾消失等方法。
可以预言，完全掌握雾的规律、彻底消灭雾的危害是能够办得到的。
　　>>雾朦胧，影响人类的生存　　从生态学角度认识，大雾的环境对人类是有害的。
雾是细微的水分子遇冷凝结的产物，有轻、重、浓之分。
以人视觉的能见度判断，正常眼睛能看到水平距离在1000米以上的，叫轻雾；能见度在50～100米之间
的，叫重雾；能见度小于50米的，叫浓雾。
宋代诗人杨万里“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
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的诗，是说雾严重影响人的视线，作者遇到的是能见度极低的浓
雾。
　　大雾可造成水路、陆路、空中之路交通中断，使各种事故频发；还会导致电网输送故障，影响正
常供电。
1983年1月中旬，江城武汉连续一周大雾，致使该市汽车爬行、轮渡停航、飞机停飞，生产和生活秩序
受到严重影响；1994年1月上旬，沪杭一带连续两天大雾，使成千上万的人滞留于机场、车站，经济损
失严重。
近年来，从郑州、石家庄、北京、成都、西安等城市不断传来飞机因雾取消航班、改线飞行、异地降
落的消息，给人们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
　　我国的重庆，年平均有雾日103天，最多的年份达205天，被称为“中国的雾都”。
安徽的黄山，年平均有雾日255．3天，几乎每天都在云雾缭绕中，被称为“中国的雾山”。
四川的峨眉山，年平均有雾日是它周围地区的70倍，站在山顶上有腾云驾雾的感觉，被称为“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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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岛”。
山东半岛的成山角外海，是我国海上雾出现最多的地方，每年有雾日多达80天以上，被称为“中国的
雾窟”。
首都北京，年平均有雾日22．9天，最多达到5l天。
随着全国范围内有雾地区的逐渐扩大、有雾的天数的逐年增长，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除了对交通、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外，雾还直接危害于人的身体健康。
联合国有关环境专家指出，在暴雨、冰雹等众多自然灾害中，雾灾造成的损失和伤亡最严重，对人类
健康的威胁也最大。
1948年10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地区大雾持续4天不散，导致43％的居民患上气管炎或肺气肿
。
1952年12月，由于雾滴大量密集形成的烟雾事件，先后造成英国伦敦1．27万人中毒身亡。
有关部门对我国某城市连续3天浓雾中肺炎、肺癌死亡率统计的结果表明，比天气正常情况下高出了4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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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语典故话养生》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成语，是长期沿用、约定成俗的，具有固定的结构形式、组成成分和特定含义、特定功能的定型
词、词组或短句。
典故，是从前人记录或创造的历史故事或诗词名句中概括出来的具有相对固定意义的现成话。
严格说来，后者也属于成语的范畴。
因此，有理由把它们合二为一，也有理由给它们各立门户。
《成语典故话养生》将它们合而用之，是从健康养生这一角度的需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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