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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贫体弱，苦学成医，治病济
世，著书立说

田绵淮，字伯沺，号汉远，别号
寒劲子，清代归德府商丘县谷熟镇
柳河集（今河南省商丘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高铁东站管委会陈集村）
人，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卒于
光绪四年（1878 年），享年 68 岁，系
归德田氏十七世祖，清末医学家。
他出身于耕读之家，虽然家庭生活
贫苦，但是勤奋求学、焚膏继晷，深
入研习《黄帝内经·灵枢》《黄帝内
经·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本
草纲目》等中医经典，体悟医道，终
得医学奥旨。他经过不懈地潜心苦
学、研习，硬是凭借“妙手”治愈了自

己的顽疾，很快便声名远播，成为一
位自学成才的医家。从此，“问症者
接踵于门，延医者连车于道”。

田绵淮晚年精著《援生四书》四
卷，在咸丰三年（1853 年），“在病中
手集成书”，完成初稿；1854 年至
1873年，经过精心修订，最终完成全
书，并经“宗愚弟”田裕堂校对刊印。

《援生四书》，内容丰富，劝导善
行，强化健身

《援生四书》包括《延命金丹》
《护身宝镜》《本草省常》《医方拾
锦》，共四卷。《延命金丹》为全书首
卷，主要讲述养生保健的理论。该
卷除序文外，分为44个节段，其中，
养生歌41篇、诗歌10首、要语15则，
收录陶弘景、孙思邈、刘完素等医学
家的养生至理名言，邵壅、程颢、朱
熹等理学大家的养生学说理念，以
及寇准、范仲淹、刘伯温等宦官的养
生纲领原则等。他还将劝人积德行
善、崇尚孝道、仁厚寡欲、顺时养生
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

《护身宝镜》卷主要是谈起居调

理的方法。该卷序言之后，随有“内
调五脏，外养四肢，至理名言，凡七
十余则”。立足于阐明《黄帝内经》

《神仙传》等中医典籍和道家典籍有
关中医养生的宗旨要义，收录了规
避外感邪气、四时调摄方法和日常
养护方法，还有孙思邈等医学家，以
及老子、吕洞宾、钟离仙、张果老等
道教名家气功导引方法等。

《本草省常》卷论日常饮食的
性 味 ，融 汇 宋 代 唐 慎 微《证 类 本
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清代
严洁《得配本草》等本草著作，收录
水性类食物 19 种、谷性类食物 47
种、气味类食物 26 种、菜性类食物
92 种、瓜性类食物 15 种、果性类食
物 80 种、禽兽类食物 26 种、鱼虫类
食物 45 种等，总共有 350 种食物之
多。每种食物后载有食物异名、药
性、食用方法、功用、主治，最后还
附有食用禁忌，便于读者甄别选
择，补养身体。

《医方拾锦》卷为田绵淮游艺所
辑，是写祛疾保身的医方。该卷收

录头方、面方、耳方、目方、口方、齿
方、鼻方、声音方、周身方、茶酒方、
杂方、足方、救饥方、诸伤方等17个
方面，治头屑、少白头、鼻血不止、蝎
子蜇伤、蚊虫咬伤等护养身心的方
剂及方法53条。这些世传奇方和民
间验方，采而集之，尽归有用。

医学典籍，稀世珍品，扛鼎之
作，价值极高

《援生四书》总序载：“昔范文正
公云：予不得为良相，愿为良医。盖
医之治人与相之治国，其事虽殊，其
所以为心一也。”称田绵淮“自明代
以来，世世簪缨，其余以文章艺术显
者至今未艾，而以医道传惟寒劲子
为尤著。”他撰著的《援生四书》，“首
言长生至理，次之以起居，又次之以
饮食，食终以方药，皆遵灵素奥旨，
体验以扩之。是诚得好生之心，而
以道授天下者矣。”使阅读此书者，

“知养生之道，乐仁寿之天相，传授
生于无穷”。“岂不与道德文章齐治
均平之良相，俱成不朽之业也哉？”
这里给予《援生四书》及作者田绵淮

的评价是极高的。
《援生四书》校注者卜俊成等认

为：《援生四书》是清代河南籍本土
医家中医养生著作中的集大成者。
全书撷取《黄帝内经》《本草纲目》

《急救广生集》《冯氏锦囊秘录》《医
方集解》等医家典籍，《遵生八笺》

《老老恒言》等中医养生书籍，《丘处
机集》《太极生》《万寿仙书气功图
谱》等道教著作精华，再结合自身实
践所悟，从基层视野解读中医养生
保健、祛除疾病的方法，内容包罗万
象，是河南本土医家的中医养生扛
鼎之作。

该书还是研究古代贤达中医养
生理念和方法的重要文献。全书不
仅收录了老子、庄子等道家名士的
养生理念，还有孙思邈等中医名家
的养生心得体验；不仅收录了朱熹、
范仲淹等名人贤达的养生准则，还
辑有四季、昼夜等具体的调摄方法，
可以说是人们系统研究古代养生文
化的重要抓手和经典文献，亦是详
细了解和借鉴古代人起居饮食、养
生健体的读物。

该书成书于清咸丰三年（1853
年），在同治十二年（1873 年）刊印，
距今近 150 年。历史沧桑，时代变
迁，《援生四书》在田氏家族中已经
很少有人知道了，卜俊成等人在浩
瀚的书海中发现了这部典籍，以仅
存的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年）余庆
堂刻本为底本，对该书进行了校
注。他们不仅使几乎失传的《援生
四书》重新与世人见面，还对原书进
行了校注，并在书前对该书基本内
容和学术思想加以介绍。这是对这
笔宝贵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意
义十分深远。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现代艺
术学院客座教授）

清代商丘医家田绵淮与中医养生典籍——

《援生四书》
□田启礼 文/图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光辉灿烂的中原古代文明，造就了丰富多彩的中医药文化。
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除了医圣张仲景之外，还产生了众多贤才名医及杰出的医学家。河南商
丘归德田氏十七世祖田绵淮，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他的《援生四书》，对中医养生学产生了较大影
响。时至今日，该书仍被视为“中医名家珍稀典籍”，而置入“中原历代中医药名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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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在很
久以前，一个未
婚姑娘的乳房长
了一个疙瘩，她
的 乳 房 不 仅 红
肿，还很疼。其
实，这个姑娘是
得了乳痈。乳痈
多发于哺乳期妇
女，未婚姑娘患
乳 痈 是 很 少 见
的。由于在封建
时期，姑娘羞于
开口，但日益加
重的病情，让她
忍无可忍。

后来，姑娘
的母亲看出了异
样，以为女儿做
了伤风败俗的事
情 ，就 斥 责 女
儿。姑娘羞愧难
当，还不知道怎
样辩驳，觉得自
己无脸见人，就投河自尽了。

姑娘被水冲到了河的下游，被一对姓
蒲的父女救了。他们救了姑娘后，询问姑
娘为什么轻生，姑娘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
他们。第二天，老人让女儿小英去野外挖
一种小草，然后将整棵小草洗净后与白矾
一起捣烂成泥，再把药泥敷在姑娘的乳房
上。几天后，姑娘的乳房不疼了，她痊愈
了。后来，老人和小英把姑娘送回家了，
并帮助姑娘向母亲解释了缘由，消除了误
会。

村民纷纷向姑娘询问药的名字，姑娘
为了纪念恩人，就称这种药叫蒲公英。

蒲公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开花数随
生长年限而增多，花期为4月~9月，果期为
5月~10月。

中医认为，蒲公英全草都可入药，具有
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尿通淋等功效，是
治疗疔疮肿毒、乳痈的良药。蒲公英清热
解毒、消痈散结的作用与紫花地丁相似，且
常同用。治疗乳痈，可单用蒲公英，用法是
鲜品内服或捣成泥后敷在乳房上。蒲公英
还可以与忍冬藤配伍，捣成汁内服，用于治
疗火毒较盛之证；与赤芍、牡丹皮、大黄等
配伍，可用于肠痈之证；与板蓝根、玄参同
用，可治咽喉肿痛；与菊花、龙胆草、黄芩等
配伍，还能治目赤肿痛。

对于蒲公英的药用价值，很多医书都
有记载。《开宝本草》记载：“蒲公英味甘，
平，无毒。主妇人乳痈肿，水煮汁饮之，及
封之，立消。”明末清初医学家李中梓所著

《雷公炮制药性解》记载：“蒲公英，味苦
甘，性寒无毒，入脾、胃二经。化热毒，消
恶疮结核，解食毒，散滞气。细锉，同忍冬
藤取汁入酒，以治乳痈，服罢欲睡，是其功
也，睡觉，病已安矣。”清代医学家黄宫绣
所著《本草求真》记载：“蒲公英，入阳明
胃、厥阴肝，凉血解热，故乳痈、乳岩为首
重焉。缘乳头属肝，乳房属胃，乳痈、乳
岩，多因热盛血滞，用此直入二经，外敷散
肿臻效，内消须同夏枯、贝母、连翘、白英
等药同治。”

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云：“蒲公英
花黄属土，宜入太阴、阳明经。有一种花
叶茎相类而高硕者，非也。其真者短小塌
地，质甚脆，断之有白汁，其花干如葱管空
者是也。四时常花，花罢飞絮，絮中有子，
落处则生，则其禀天地中和之性可见矣，
故治诸毒。又为黄花地丁者，以治疔毒者
名也。”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蒲公英不仅有抗
病原微生物的作用，还能消灭耐药性金黄
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另外，蒲公英
还有保肝、利胆、利尿、抗内毒素、抗肿瘤、
抑制胃酸分泌、抗胃溃疡等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患者应在中医医师的
指导下使用蒲公英，不要自行服用，以免出
现不良反应。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汝州市卫生健康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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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时期和发展时期
平乐郭氏正骨学术流派的创

始人郭祥泰系郭氏家族的第十七
代传人。《郭氏家谱》记载，在清代
乾隆及嘉庆年间，郭祥泰“居心平
易，赋性谦逊，幼读书即好岐伯之
学，缮练揣摩，专精于正骨，凡有
病投者，触手即愈，数十年无遇一
症而模糊，亦无一治而不痊者，富
贵贫贱一以待之”。将儒释道三
家医论集于一身的郭祥泰，被尊
称为平乐郭氏正骨学术流派的鼻
祖。

该流派第二代传承人郭树
信，创立“益元堂”百年老字号，并
创作《郭氏家训》，代代相传。

该流派第三代传承人郭贯
田，自幼随父学医，编写《正骨手
法要略》传于后人。《洛阳县志》记
载郭贯田“多应外延请诊病”，慈
禧亲笔书写“好好好”三字做匾赐
之，又赐郭贯田五品顶戴，成为民
间兼官职的御医。

从第四代传承人郭聘三开
始，平乐郭氏正骨学术流
派进入发展时期。郭聘三
在家传中医正骨术的基础

上，研究全身骨骼体系，绘制人体
骨骼图谱。《洛阳县志》所载：“聘
三承祖父业……成一家法，名闻
海内……闻名请诊，经手平复，莫
不叹服，而郭氏遂为中外所独有，
求医者，户外常满……”

1930 年，35 岁的第五代传承
人郭灿若突患重病，当时其子郭
维淮不满1岁，眼见郭氏正骨后继
乏人，他毅然冲破“传男不传女”
的封建束缚，将技术传给妻子高
云峰。

飞跃时期
“高云峰先生不仅是平乐郭

氏正骨学术流派的第五代传承
人，还是平乐郭氏正骨学术流派
的开拓者、我国中医骨伤科高等
教育的奠基者，是平乐郭氏正骨
学术流派迈入飞跃时期的标志性
人物！”在全国中医骨伤界，许多
人如是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
乐郭氏正骨学术流派获得了新
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重
视。1952 年，高云峰携其子郭维
淮将家传秘方“展筋丹”“接骨
丹”公之于世，献给人民。

1956 年 ，高 云 峰 应 邀 到 北
京 参 加 全 国 政 协 二 届 二 次 会
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
接见。毛主席勉励她“多带徒
弟，好好为人民服务”。那年 9
月，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高云
峰在平乐郭氏正骨家庭诊所的
基础上，创办了洛阳专区正骨
医院（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的
前身）。

1958 年，高云峰创办了我国
第一所中医骨伤科大学——河南
平乐正骨学院。这所被业界誉为
中医骨伤科“黄埔军校”的学院，
为我国中医骨伤科学的发展做出
了卓越贡献。

1959 年，她又建立了河南平
乐正骨研究所（后更名为河南省
正骨研究院），并自制家传骨伤药
物。在20世纪50年代，平乐郭氏
正骨就实现了医、教、研、产“一体
化”的发展。

壮大时期
正骨世家，代代英才。平乐

郭氏正骨学术流派第六代传承人
郭维淮自幼学医，16岁独立应诊，
1956 年起，协助母亲高云峰建立

洛阳专区正骨医院、河南平乐正
骨学院及河南平乐正骨研究所，
他是我国现代中医骨伤科高等教
育的开拓者、平乐郭氏正骨的集
大成者。

据悉，1960 年，郭维淮主持
编写第一部中医骨伤高等教育
教材《正骨学讲义》；1978 年，“中
西医结合手法复位治疗外伤性
陈旧性关节脱位”获得全国科学
大会奖；1995 年，郭维淮主持编
写了《平乐正骨》一书，归纳总结
出平乐郭氏正骨“气血辨证理
论”，以及“三原则”的学术思想
和“四方法”的诊疗方法；1995
年，被授予全国卫生系统最高荣
誉 奖 ——“ 白 求 恩 奖 章 ”；2007
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中医正骨疗法”代表
性传承人；2019 年，获全国中医
药杰出贡献奖。

该流派第七代传承人郭艳
锦、郭艳幸将平乐郭氏正骨学术
思想及特色诊疗方法扩展为“七
原则”“六方法”。“七原则”即平衡
为纲、整体辨证、筋骨并重、内外
兼治、动静互补、防治结合、医患

合作；“六方法”即诊断方法、治伤
手法、固定方法、药物疗法、功能
锻炼、养骨方法，成为平乐郭氏正
骨学术流派的创新者。

郭艳幸还提出了平衡理论，
即气血共调平衡论、标本兼顾平
衡论、动静互补平衡论、筋骨并重
平衡论、五脏协调平衡论、形神统
一平衡论、天人合一平衡论、起居
有常平衡论、膳食均衡平衡论。
2021年，郭艳幸被授予“河南省中
医药杰出贡献奖”。

该流派第八代传承人郭珈
宜、郭马珑在平乐郭氏正骨平衡
理论指导下，构建了平乐郭氏正
骨养骨理论体系。平乐郭氏正骨
养骨理论是以平衡理论为指导，
在长期防治骨伤科疾病的临床实
践中总结出的一套关于筋骨养
生、保健、防病与促进康复的实用
科学，包括体质养骨法、情志养骨
法、起居养骨法、膳食养骨法、运
动养骨法、药膳养骨法、四时养骨
法、手法养骨法、调气养骨法、音
乐养骨法、器械养骨法。郭珈宜
还在养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

“骨亚健康体系”，通过整体辨识，
运用平乐郭氏正骨的特色疗法，
实现骨亚健康向疾病方向的阻
断。

“八字家训传家久，德技双修
济世长！”郭珈宜说。平乐郭氏正
骨学术流派将继续以河南省洛阳
正骨医院为传承基地，秉承“正骨
人，人正骨正；医患情，情真心
真”，“以减轻患者病痛为
己任”，为人民群众的骨健
康保驾护航。

平乐郭氏正骨学术流派

八字家训传家久 德技双修济世长
□刘永胜 邓江海

“从咿呀学语开始，‘正骨、正人、正己、正心’这八个字组成的家训就牢牢铭刻在我心中，融入血液里，贯穿在行动
中！”近日，在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平乐郭氏正骨学术流派第八代传承人、该院副院长郭珈宜动情
地说。

起源于河南省孟津县（现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平乐村的平乐郭氏正骨学术流派距今已有230年的历史，盛传八
代。230年来，历代传承人始终恪守家训，精医术、修医德，致力于家学的发展与创新，该流派已成为国内最重要的中
医骨伤科学术流派，形成了以洛阳为大本营、辐射全国，以及海外的分布格局。2006年，“中医正骨疗法”被收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实践优秀案例。
2022年，平乐郭氏正骨学术流派入选河南省首批优质中医学术流派。

药食同源话生姜
□张岩荣 文/图

说到生姜，大家都不陌生。生
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材，
还是常用的调味品。其实，生姜还
是一味中药。姜入药有生姜、干姜
和炮姜之分，其来源虽然相同，但是
功效和特性却有很大的差异。

生姜，也就是我们从超市购买
的鲜姜。它具有辛辣、芳香和温热
等特点，能刺激胃液分泌，增强食
欲，助消化。从中医角度上讲，生姜
具有解表散寒、止呕解毒、温肺止咳
的功效，常用于风寒感冒、脾胃虚寒
导致的呕吐、肺寒咳嗽等症状的治
疗，甚至可以解鱼、蟹之毒。

干姜，是将生姜晾干后所得，其
性质比生姜更温燥。干制后，姜由
生时的外散变为干后的内守，解表

发汗作用消失，转变为温中温阳，性
质从辛温变为辛热。干姜能温中散
寒，对于脾胃虚寒、腹部冷痛、呕吐、
腹泻、痛经，以及月经不调等症状有
良好疗效。

炮姜，是将干姜进一步炒制而
成。炒制后，姜的辛燥性降低，苦味
增强，颜色加深；温里虽然不如干姜
迅猛，但是其性质更加温燥，具有一

定的收敛作用，可用于治疗便血、崩
漏等虚寒性出血。同时，炮姜具有
温中止痛的功效，可用于治疗女性
痛经和产后腹痛。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怎样正确
用姜呢？

1.在风寒感冒初期或者淋雨
后，可用姜水加盐泡脚。做法：将双
脚泡于温热的姜水中，并在姜水中

加入适量盐；在泡脚过程中不断添
加热水，浸泡到脚面微微发红即可。

2.当出现风寒导致的咳嗽症状
时，可以用生姜汁擦背。做法：将生
姜汁和温开水按照等比例混合，将
其均匀地涂抹在背部的皮肤上即
可。

3.因关节炎导致疼痛难耐时，
可将盐水煮姜后外敷，可以缓解疼

痛。做法：将生姜切成厚片，用浓盐
水煮熟，用热的姜片外敷于腰部和
膝关节，反复数次，可起到舒筋活
血、缓解关节冷痛的作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鹤壁市中
医院）

■养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