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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林撷趣

赵海仙计治心病

收藏春光留春意
■ 周广玲

诗苑

中药故事

■
张

勤

凤尾草副刊

春天的畅想

古
代
就
有
医
药
广
告

■ 耿庆鲁

生活百味

清季末叶，守旧之家
甚重礼教，对子女的关防
尤严。当束教受读之际，
往往要求他们“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
书 ”。 其 时 江 阴 世 家 张
某，其子年方二十，平素
沉默寡言，孜孜好学，颇
得高堂欢心。

一日，张某之子在一
同 学 处 得 到 一 部《西 厢
记》，浏 览 之 下 ，爱 不 释
手。因情窦初开，易涉遐
想，但囿于师训、家规，秘
不敢宣。从此精神恍惚，
梦 魂 颠 倒 ，茧 缚 丝 牵 日
久，饮食逐渐减少，衣宽
人瘦，形容十分憔悴。其
父母忧心忡忡，广延名医
诊治。但都忽略了他起
病的缘由，徒以参术苓草
等补益之品杂投，丝毫未
见起色。后闻兴化赵海

仙医名，善治疑难杂症，
人 称“ 赵 半 仙 ”，遂 恭 为
延诊。

赵 海 仙 入 室 内 诊 脉
毕，出来和他家人讲，贵
公子似有很大的心事，望
将缘由见告。但家中人
只知道他用功过度。这
时，伴读的书童相告，公子
在发病时，曾对一卷书着
迷，常常会在静坐或梦寝
中喃喃自语，现这卷书还
藏 在 公 子 的 枕 头 下 呢 。
赵海仙嘱其家人暗暗取
出，一看原来是部《西厢
记》。 海 仙 道 ：“ 病 由 心
造，难怪服药无效，唯有
改变其念虑。”

三天后，赵海仙嘱其
家 人 对 公 子 说 ，春 光 明
媚，草长莺飞，不如至郊

外踏青，每可消遣解愁。
公 子 应 允 ，乃 坐 轿 出 南
城，行三里许，见一处林
木荫蔽、苍翠之中红墙隐
约 ，佛 寺 俨 然 。 及 近 观
之，乃是“普救禅寺”。公
子见状，若有所感，遂命
停 轿 ，由 人 扶 着 进 去 游
览。但心中一片迷惘，始
终不能摆脱书中情景，大
是有异于常人。缓步行
至两侧厢房，只听得里面
机声轧轧，进门后见二位
老 太 太 皓 首 白 发 ，对 坐
纺纱。

公子揖问：“二位得闻
莺莺、红娘之轶闻否？”其
中 一 位 老 太 太 起 身 道 ：

“妾即莺莺”，复指对坐老
妇：“彼即婢女红娘。”公
子得闻不胜诧异。老太

太接着又说：“你不信吗？
当初我嫁给张生时，正是
月貌绮丽之年，但光阴如
梭、流光送客，转瞬已垂
垂老矣。而今夫殁家寒，
故仍回寺院寄居，纺纱度
日。人世变幻无常啊！”
公子凝神静听，如闻黄钟
大吕，梦中初醒，恍然觉
悟。顿感神清气爽，胸中
豁然开朗，病去了大半。
返家之后，饮食渐进，精
神 日 旺 。 不 久 ，康 复
如常。

俗话说，心病还须心
药医，其实这一切都是赵
海仙先生了解了公子的
病 由 后 ，精 心 设 计 布 置
的。由此可见，赵氏运用
心 理 疗 法 的 娴 熟 与 高
明。 （农人 辑）

我畅想春姑娘最爱美
身穿小花裙
走在和煦的春风里
撒下一路欢歌

春姑娘走过大江南北
涂抹大地的色彩
春天的田野上
铺开芳菲的画卷

麦苗青青
争先恐后地伸着头
侧耳倾听
春回大地的消息

田野上的蒲公英
扑下身子生长
举一把小黄伞
孕育生命的种子

桃花灼灼
映红了一片天
花香弥漫
触动赏花人的情怀

杏花朵朵
宛如一群孩子
撅起粉嫩的小嘴挤在枝头
妆点春天的景色

一只只蜜蜂
就是甜蜜的酿造师
吹着小喇叭
穿梭在花丛中

春天的鸟雀
在花间欢快地跳跃
一声声鸟鸣
拨动人们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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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这个词是有温度
的，它的到来，融化了冬雪，给
人带来温暖。当你推开窗户，
外面的世界因为有了春光，而
变得生机勃勃。南朝诗人吴
孜《春闺怨》诗中写道：“春光
太无意，窥窗来见参。”这窥窗
的春光或许是一缕春风，也许

是挂在窗前的柳芽，也可能是
荡漾湖面的一抹波光，有了春
光，一切都是那样美好。

谷雨已至，空气里开始
流淌着潮湿的情绪，似乎一
切都还没有来及准备，便已
嗅到了夏的气息。而此时，
母 亲 已 开 始 收 晒 家 里 的 衣
物。母亲的晒，是与春日作
别；收，是将春光储存。春天
即将逝去，但那些晾晒的衣
服，穿在身上，依然有春光的
味道，我们感受的依旧是春
光满屋，暖意融融。听说要
下雨了，女儿拿着瓶子，嚷着
要收集春光。我立时顿悟，
何不将春光收藏，让春意永

驻在心里呢。
收藏春光，不负时光，把

春意留住。走入春的原野，
远山坡上茶园滴翠，采茶女
嵌于垄中，把一片片缀满春
光的绿芽收进篓里，那炒出
的鲜茶，待春天逝去，冲泡一
杯，在水中翻滚嫩绿的茶叶，
便会散发出采摘时收藏春天
的阳光，你依然可以品尝春
光的味道。

在湖边，春光在柳叶间穿
梭。一对新人正在拍照，满脸
的幸福便定格在了春光里，他
们收藏了春光，也开启了美好
的生活。春光是一种力量，它
给人温暖的瞬间，也给人们带

来了美好和希望。周末，带女
儿去户外写生，面对春天盛开
的花儿，女儿画板上，勾勒出
的是明光明媚，万紫千红。春
光图将是一幅最饱满的生命
写生，收藏在了女儿眼中，存
在了她的心里。

打开生命的行囊，把春
光收藏。祈愿生活如春，祈
愿春光四季。这时，你采摘
的茶叶，拍下的画面，画下的
那幅画，都是被你收藏起来
的春意。收藏春光留春意，
愿我们心怀春光，心有暖爱，
珍惜眼前，不负春光，不负流
年，心怀诗与远方，奔赴下一
季的征程。

花海畅游花海畅游 周文静周文静//摄摄

我 国 古 代 的 医 药
广 告 兴 起 颇 早 ，其 中
以 宋 代 最 为 突 出 。

《清 明 上 河 图》中
描 绘 的 赵 太 丞 家 ，治
病 兼 售 生 熟 药 ，门 前
竖 起 高 出 屋 檐 的 布 制
大 路 牌 广 告 四 座 ，突
出 介 绍 各 种 中 药 丸 散
膏 丹 治 病 的 神 奇 作
用 ，信 息 传 播 甚 广 。

南 宋 御 医 王 继
先 ，祖 上 传 一 灵 验 丹
方 ，名 为“ 黑 虎 ”，王
氏 以“ 黑 虎 王 家 ”作
为 市 招 ，名 闻 遐 迩 ；
汴 京 城 中 有 一 专 售 疝
气 药 的 李 家 药 肆 ，因
为 病 人 少 ，便 请 一 名 匠 刻 制 了 一
头 木 牛 作 为 市 招 ，结 果 求 药 者 络
绎 不 绝 ；宋 饶 州 高 姓 ，世 售 风
药 ，其 商 标 为 一 大 力 士 手 执 叉
钩 ，牵 一 黑 漆 木 猪 ，人 称“ 高
屠 ”，自 树 商 标 后 ，求 购 风 药 的
病 人 不 断 增 多 。

最 有 趣 的 是 ，南 宋 临 安 的 严
某 ，坐 堂 行 医 兼 开 小 药 铺 ，专 治
痢 疾 ，病 人 不 多 。 一 次 恰 好 碰 上
宋 孝 宗 患 痢 疾 久 治 不 愈 ，应 召 入
宫 。 严 某 治 愈 了 皇 帝 的 痢 疾 后 ，
皇 帝 大 喜 ，授 其 官 为 防 御 ，又 赐
以 金 杵 臼 。 于 是 严 家 打 出“ 金 杵
臼 严 防 御 ”的 市 招 ，从 此 药 铺 名
声 大 振 。 还 有 一 位 妇 科 医 生 陈
沂 ，因 为 治 好 了 康 王 赵 构 的 王
妃 ，康 王 赏 赐 御 前 罗 扇 。 陈 氏 子
孙 后 来 散 布 浙 江 各 地 ，传 家 宝 物
御 前 罗 扇 自 然 没 法 分 家 ，于 是 后
世 就 在 各 自 门 前 竖 起 一 把 木 制
的 大 罗 扇 以 为 市 招 ，“ 大 扇 陈 ”
在 浙 江 绵 延 数 百 年 而 不 衰 。 与
此 类 似 的 还 有“ 金 钟 李 氏 ”，因
治 愈 皇 子 肠 疡 ，皇 帝 赐 官 不 做 ，
却接受了所赐的金钟，悬在门上，
从此，“金钟李氏”名噪数百年。

此 外 ，还 有 书 载 ：“ 顷 年 有 人
货疝气药，肩上担‘人’‘我’二字，
以为招目”。有人用牛、马、豹、鱼
骨 等 形 状 作 广 告 市 招 ，还 有 用 舞
刀 弄 蛇 、戏 猴 犬 、执 虎 撑 作 为 市
招 ，效 果 都 比 较 好 。 这 类 医 药 广
告到元明清以后，更加普遍。

周文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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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中药资
源普查发现新物种

近日，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项目组
办公室邀请分类学及中药资源学方面的专
家对普查中发现的新物种（新分类群）等进
行了专家论证。

第 四 次 全 国 中 药 资 源 普 查 工 作 采 集 植
物标本 150 万余份，已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上发表了 3 个新属（1 个新组合属）和 196 个
新 物 种（包 括 种 下 分 类 群），分 别 隶 属 于 真
菌 、蕨 类 、裸 子 植 物 和 被 子 植 物 ，分 布 在 57
个科 114 个属中。

专家认为，发现的新物种（新分类群）不
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料，
还为中药资源提供了新的材料，对厘清我国
生物资源家底，推动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
创新作出很大贡献。

发 表 的 新 物 种 大 多 有 系 统 分 类 学 综 合
证据（包括分子证据），明确了新物种在分类
系统中的地位和位置，保障了发表新分类群
的高质量。同时，利用形态分支系统学方法
和分子系统发育学研究方法，厘清了分类中
的一些分歧，有助于完善植物分类系统。

（新华网）

青海中藏医药发展进一步提速
中新网西宁4月12日

电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主
任刘浩年 12 日在 2023 年
青海省卫生健康工作会议
上介绍，过去五年，该省
中藏医药事业发展进一步
提速。

刘浩年介绍，过去五
年，青海省建设国家中医
药重点专科 24 个、重点学
科 8 个，省级中藏医重点
专科42个。尼玛获评国医
大师（2022 年去世），陆长
清、王常琦、卡洛、邓尔禄、
桑杰（2021 年去世）获评

“全国名中医”，评选青海
省名中藏蒙医32名。

同时，青海省国家中
医药传承创新工程和中医
特色重点医院项目全面启
动实施，全省 10 个县（区）

获评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
先进单位。

刘浩年说，五年来，青
海省先后制定并实施《藏
医常见病诊疗规范及疗效
标准》等藏医药行业技术
和基础性标准；“藏药新药
开发重点实验室”获批科
技部第三批企业国家重点
实验室；4项藏医项目列入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13 项中藏医药项目列
入省级非遗名录。

目前，青海省累计建
设 中 藏 医 馆 439 个 ，比
2017 年底增加 303 个。增
补藏成药 100 种进入省级
基本药物目录，600种院内
制剂纳入省级基本医疗保
险药品目录，中藏医药服
务能力大幅提升。

据 了 解 ，2022 年 ，青
海省大力推动中藏医药
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全省
中医肺病、内分泌、妇科、
藏医药浴专科联盟建设
深入推进，天津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
院项目入选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项目名单。

当年，青海积极争取
并落实 420 万元资金建设
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省级流派传
承工作室各12个。搜集挖
掘藏医药古籍文献 10 部，
整理出版《藏医药大典》续
编等专著26部。持续强化
中藏医医院中藏医特色优
势专科（专病）建设，大力
推广中藏医适宜技术，全
省 60% 的中藏医医院开设

午间及夜间中藏医诊疗服
务，方便民众看病就医，民
众中藏医药获得感幸福感
显著增强。

对 于 2023 年 ，刘 浩
年 表 示 ，将 推 动 中 藏 医
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惠及
基层民众。如积极争取
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项
目 ，推 进 国 家 中 医 区 域
医 疗 中 心 、国 家 中 医 药
传 承 创 新 工 程 、国 家 中
医 疫 病 防 治 基 地 、中 医
特 色 重 点 医 院 等 项 目
建 设 。 加 强 重 点 专 科
建 设 ，做 优 做 强 中 藏 医
优 势 专 科 专 病 ，完 成 7
所 中 藏 医 医 院 等 级 评
审 ，中 藏 医 医 院 非 药 物
疗 法 使 用 比 例 达 到 22%
以上。

内蒙古开展中蒙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工作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

委发布《关于组织做好 2023 年中医
药（蒙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工作的通
知》，明确适宜技术推荐遴选、适宜
技术评审和质控、适宜技术推广培
训等工作要求。

《通知》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组织各级中医（蒙医）医疗机
构深入研究、挖掘、整理本地区常见
病、多发病的中医药（蒙医药）特色
诊疗适宜技术，综合评估其安全性、
有效性、适用性，遴选推荐符合推荐
要求的中医药（蒙医药）适宜技术，
各盟市、自治区中医药、蒙医药适宜
技术推广中心年度推荐项目不少于
六类10项。自治区中医药适宜技术

推广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从国家《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手册》
系统丛书中筛选适宜在自治区推广
使用的中医药适宜技术，每类筛选
8~10 项，一并推荐到自治区中医药

（蒙医药）适宜推广质控中心。自治
区中医药（蒙医药）适宜技术推广质
控中心组织专家对推荐上报的适宜
技术进行评审，开展安全性、有效
性、适用性评价和质量控制。

同时要求，自治区级中医药、
蒙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中心要
组建师资队伍，制定年度全区适宜
技术骨干师资培训计划，各盟市卫
生健康委组织选派骨干师资参加
自治区培训；盟市级中医药（蒙医

药）适宜技术推广指导中心要对本
地区中医药（蒙医药）适宜技术推
广质量进行指导和规范管理，培训
旗县级中医药（蒙医药）适宜技术
推广师资；旗县区级中医药（蒙医
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要全面开展
对基层中医药（蒙医药）人员的适
宜技术推广培训工作。各旗县区
级中医（蒙医）医院要全部成立基
层指导科，配备至少两名专职工作
人员，主要负责中医药（蒙医药）适
宜技术推广指导相关工作。

（方碧陶）

民间秘方、临床验方是中医
药和民族医药的重要资源，具有
重要的应用和推广价值。为持
续推进广西民间秘方验方的挖
掘整理工作，受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广西国际壮
医医院牵头组织“广西民间秘
方、临床验方挖掘整理研究项
目”。现根据项目工作安排，决
定面向社会收集广西民间中医
壮瑶医秘方、临床单方验方，以
建立广西民间秘方、验方数据
库，更好地发挥民间中医药壮瑶
医药的特色优势，促进广西中医
药壮瑶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

这次收集工作按照自愿捐
献、知识产权保护和保密的原
则，遴选出来的秘方验方单验方
将汇编成书，书中将说明
方子的来源，每个方子后
面将标记献方者姓名。

收 集 范 围 ：广 西 民
间中医、壮瑶医及其他
民族医秘方、临床单方
验方及征集中医药古籍

（1912年以前出版）。
活 动 截 止 时 间 ：

2023年12月30日
献方方式：请发送邮

件至 gxgjzyyyzyk@163.com，或信件投稿，地址：
南宁市良庆区秋月路 8号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壮
医经典病房 收件人：潘明甫 邮编：530022，或
扫二维码填写提交。

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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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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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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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面
向
社
会
收
集
民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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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方

扫码报名

填补教材空缺 《脊柱相关疾病学》出版
日前，国医大师韦贵康重要学

术思想与技术教材《脊柱相关疾病
学》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正式出
版。这是《脊柱相关疾病学》首次
作为教材进入大学课堂，填补了

“脊柱相关疾病学”没有相关教材
的空白。本教材由国医大师韦贵
康教授主审，广西中医药大学国医
大师韦贵康学术思想与临床诊疗
传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红海教
授主编，中国中医科学院、南方医

科大学、浙江、贵州、甘肃、湖北、福
建、长春、河南等各省中医药大学
相关专家编写，是全国中医药高等
院校规划教材，将在中医骨伤科学
专业（贵康班）中作为必修课程，以
及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选修课。

1976 年 ，在（北 京）全 国 中 医
骨伤科学学术研讨会上，韦贵康
教授作为主要倡议人提出了“脊
柱相关疾病学”的概念。1978 年，
韦贵康教授以《颈椎旋转复位法

治 疗 颈 性 血 压 异 常 37 例 初 步 观
察》在世界上首次发表颈椎与血
压异常相关关系的文章（经教育
部厦门大学查新中心查新证实）。
40 多年来，经不断努力，韦贵康教
授出版了《脊柱相关疾病学》等 19
部相关专著，系统阐述了“脊柱相
关疾病 ”的 系 列 概 念 、诊 断 治 疗
方 法 、疾 病 谱 ，形 成 了“ 脊 柱 相
关疾病学”。

（来源：广西中医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