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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建医学史略》以时为纲，以简练的笔触，将数千年的福建医学发展历史浓缩在一个前后连贯且富
有趣味的描绘之中，具体内容拟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原始时期福建医学的起源、夏商至战国福建先民
的医药卫生实践、秦汉至南北朝福建医药知识的积累、隋唐五代福建医学经验的丰富、宋元时期福建
医学的发展、明代福建医学的兴盛、清代福建医学发展的延续、中西医交汇时福建医学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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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德荣，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福建省惠安县人。
1970年毕业于福建中医学院6年制医疗本科，长期从事中医教学和临床工作。
曾担任医史文献学科主任、医史教研室主任、中医药文化博物馆馆长。
硕士生导师。
兼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常委、福建省医史学会副主委。
著名中医学家、医史学家俞慎初教授学术继承人。

多年来从事中国医学近代史、福建医史和医家研究，先后主持福建省教育厅、省卫生厅、省社科联、
国家教育部等科研课题近10项：主编出版医书7部；参编医书15部；发表学术论文80篇；获福建省医药
卫生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院级科技成果奖和学会优秀论文奖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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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6.南宋僧人与“莲花峰茶丸”南宋福建僧人创制的传统中成药“莲花峰茶丸”，系用
石亭绿茶配以中草药藿香、丁香、豆蔻、陈皮、桔梗、半夏、甘草、白扁豆、车前子、蓬莱草、鬼针
草、爵床、肉桂草、麦芽、稻芽等药加工制作而成。
该药具有清暑利湿、健脾开胃、祛痰止咳、理气和中等功效，适用于四时感冒、伤暑中暑、心烦口渴
、晕车醉酒、脘腹胀痛、呕吐泄泻、痰多咳嗽、饮食无味等症，常以开水泡服或水煎代茶饮服。
莲花峰是福建南安九日山的主峰，状如石亭，故名。
据吕峻《温陵游·莲花峰》载：“宋朝有个奇僧，法号叫净业，以青草配合茶叶，精制‘莲花峰茶丸
’和茶饼，畅销中外。
”南安莲花峰茶是南宋僧人净业、胜因等培育的。
此种茶树生长在莲花峰石缝中，僧侣净业、胜因等采摘冲泡后，味道芳香，遂加以精心培育，焙制成
一种名茶。
当时许多官吏、文人到九日山游览后，经常到莲花峰品尝该茶。
明朝正德年问，因莲花台寺改建石亭，莲花峰茶也改叫石亭茶，该茶为绿茶，又叫石亭绿。
清代道光年间，住持僧复本，携带石亭茶上京，献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品尝后极为赞赏，召见复本禅师，并御书“上品莲花”赐之。
自此石亭茶声誉更高，远销国内外。
7.“灵源万应茶饼”的创制元代创制的中成药“灵源万应茶饼”，是以茶叶再配上藿香、枳壳、前胡
、荆芥、白芍、半夏、陈皮、茵陈、砂仁、苍术等45味中药，另加一点红、飞扬草等17味草药加工生
产而成，具有疏风解表、调胃健脾、祛痰利湿的功效，对中暑痢疾、感冒发热、腹痛吐泻等四时不适
之症疗效显著。
灵源万应茶饼为当时安海灵源寺僧释大迦（原名张定边，号沐讲禅师）所创制。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释大迦因社会战乱而避难入闽，隐名埋姓，到安海灵源寺落发为僧。
他发愿要救苦济世，以自己的医术为民解除病痛。
于是他经常起早摸黑，踏遍青山，采集了10余种青草药和中药材，经过反复试用，终于制成疗效显著
的“菩提丸”，供患病僧徒及善男信女取用。
由于茶饼对中暑痢疾、感冒发热、腹痛吐泻等四时不适之症的疗效显著，求药者络绎不绝。
数百年来，寺中僧人皆视其为“寺中一宝”，不让失传。
如此年复一年，代代相传，在生产加工茶饼时不断增加一些草药，制作方法也不断改进，使之疏风解
表、调胃健脾的功效更为显著。
“菩提丸”后经该寺寺僧王广雨改名为“灵源万应茶饼”，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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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福建医学史略》是由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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