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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腹泻——山药芡实小米粥
□李珮琳

材料：山药30克，芡实20克，小米50克。
做法：将上述材料洗净后备用；锅内加入适量清水，水沸后

加入上述材料，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煮30分钟，粥熟后即可食用。
用法：每天一次，温服。
功效：山药，可以健脾益气、利湿止泻；芡实，可以健脾固

肾、收敛止泻；小米，可以养护胃气。此粥适用于腹泻、脾胃虚
弱的儿童。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河南刘氏中医九宫点穴正脊学术流派

九代传承 打破束缚创新发展
□刘培章

人杰地灵

淮阳历史悠久，人杰地
灵。约8000年前，太昊伏羲氏
在此建都，名为宛丘，肇始了中
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约 5000
年前，炎帝神农氏定都于此，易
名为陈；约3000年前，周武王封
舜帝后裔妫满于陈，建陈国，史
称陈胡公；战国时曾为楚都，称
陈郢。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
邦封子刘友为淮阳王，建淮阳
国，淮阳至此得名。

淮阳文化厚重，被历代帝
王称为“开物成务”的“风水宝
地”。在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中，就记载有《陈风》10
首；春秋时期，孔子曾 3 次来
陈，讲学4年，形成了《论语》的
核心思想；北宋包拯陈州放粮
的故事，至今广为流传。

在“肇始中华文明第一缕
曙光”的“风水宝地”，诞生河南
刘氏中医九宫点穴正脊学术流
派，显得不足为奇。

悬壶济世

河南刘氏中医九宫点穴正
脊学术流派的起源，颇具传奇
色彩。

清朝乾隆年间，淮阳刘氏
之子刘为善，聪明好学，饱读诗
书，青年时突发疾病，百药无

效，生命垂危。
当时，著名的全真

教龙门派道士素朴散人

刘一明，恰好游历至淮阳，治病
救人。经人介绍，刘家派人把
刘一明请至家中，为刘为善医
病。经过约20天的医治，刘为
善逐渐痊愈。

刘为善心存感激，萌生拜
师学医、治病救人之心。刘一
明鉴其真心，看刘家人忠厚善
良，遂收其为徒。

刘一明是全真教龙门派第
十一代宗师，是乾隆、嘉庆年间
全真教龙门派较有影响的人物
之一，精通内丹、易学，兼通医
理，撰著有《周易阐真》《悟真直
指》《修真辨难》《象言破疑》等，
后又著有医书《沙胀眼科》流行
于世。

刘为善随师父四方行医，
又至兴隆山修道学医几年后，
小有所成，遂回乡开办“回生
堂”，悬壶济世。

刘为善牢记师父“不求名
利，救人为本”的教诲，一边治
病救人，一边潜心钻研，总结所
学，并将其归为九宫点穴正脊
经筋疗法，后逐渐成为一代名
医。

九宫点穴正脊经筋疗法以
点、按、正、揉、推、拿为主，主要
治疗颈肩腰腿痛及全身疾病，
具有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
见效快、疗效好、无痛苦、费用
低、治愈率高等优点。

渐成体系

在数代人的传承过程中，

九宫点穴正脊经筋疗法逐渐完
善和成熟。

第 二 代 传 承 人 刘 周 传
（1780年~1862年），将家传医学
发扬光大，成为地方名医，写下
手写本数本，并发明了中医用
具。

第 三 代 传 承 人 刘 来 乐
（1820年~1909年），对内丹学的
阐发颇为全面，主张性命双修，
写下鲜草膏药熬制秘方、验方
等手写本数本。

第四代传承人刘金来（1842
年~1943 年）、刘金亭（1846 年~
1942 年），前者在豫东名扬一
方，留下《经验奇方》《道书十二
种》等手写本数本，后者写下

《金亭著作药理学》等著作。
第 五 代 传 承 人 刘 广 烈

（1862年~1950年），自幼学习家
传九宫八卦揉腹法、针法、鲜草
膏药熬制法等医术，擅长捏筋
正骨、治疗外科疮疡及内科杂
病，并擅长用鲜草虫类药物治
疗疾病，先后改进“回生极鲜草
贴”“接骨散”“接骨丹”“补肾壮
腰抽筋散”等秘方，进一步发扬
了家传医学。

第 六 代 传 承 人 刘 之 廷
（1900年~1987年），精通家传医
术，并吸纳近代诸家所长，提出
八纲加气血“十纲辨证”、药食
同源理论、美食疗法及健脾益
气治疗胃肠病等学术思想，还
是当地很有名气的厨师。

第 七 代 传 承 人 刘 德 林

（1926年~1999年），与弟弟刘德
华自幼跟父亲学医，传承家传
绝技。

第八代代表性传承人刘永
良（1961 年至今），自幼跟随爷
爷刘之廷学医，从1977年当“赤
脚医生”，至今行医 40 余年。
2016 年，刘永良又拜全国名老
中医王宏坤教授为师。2018
年，刘永良考入河南中医药大
学并取得了学士学位，2021 年
被河南中医药大学聘为“中医
药特殊技能专家”。2024 年 5
月，刘永良开始在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坐诊。

刘永良传承并总结完善了
美食养生、武术气功、刘氏推
拿、呼吸吐纳、九宫点穴正脊经
筋疗法、八卦揉腹、仙人开背、
八卦五行针法、臂三针、小腹九
针、三穴五针、四关加强针法及
鲜草膏药熬制法。2020 年，刘
永良、刘培章父子还出版专著

《九宫点穴正脊经筋疗法》。
因高尚医德和高明医术，

刘永良得到患者及行业的高
度认可，当选中国中医药信息
学会外治分会副会长，被评为
郑州市基层名老中医、郑州市
科普专家，被聘为平顶山学院
客座教授、河南省老年大学客
座教授等。

发展壮大

刘培章自幼跟随父亲刘
永良学医，很好地传承了九宫

点穴正脊经筋疗法，成为河南
刘氏中医九宫点穴正脊学术
流派第九代代表性传承人。
刘培章毕业于河南中医药大
学，师从河南中医药大学原校
长许二平教授，现就职于郑州
市中医院。

河南刘氏中医九宫点穴正
脊学术流派传承人思想开放，
眼界开阔，打破“传男不传女，
传内不传外”旧思想束缚，在河
南中医药大学支持下，联合各
级卫生健康管理部门，举办各
类培训班数十期，至今累计培
养弟子及学员3000多人。

多年来，河南刘氏中医九
宫点穴正脊学术流派传承人立
足实践，深入研究，不断总结，
将家传非遗技术“回生极鲜草
贴”开发出产品，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两项，并注册商标6项。

河南刘氏中医九宫点穴正
脊经筋疗法不仅具有重要的医
学价值、教育价值，还具有文化
研究价值。

目前，河南刘氏中医九宫
点穴正脊学术流派传承人在当
地文化主管部门指导下，制订
了 5 年保护计划，将进一步做
好保护和传承工作，培养更多
的传承人才，壮大人才队伍，为
中医药事业发展做贡献。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中医
院，系河南刘氏中医九
宫点穴正脊学术流派
第九代代表性传承人）

■■杏杏林撷萃林撷萃

河南刘氏中医九宫点穴正脊学术流派创立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已经传承
至第九代。经过九代人的传承、创新、发展，该学术流派已经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2022年被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确定为河南省首批优质中医学术流派，刘永良被评为代表性传承人。早在2019年，“九宫
点穴正脊法”已经列入周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节节气养生气养生

药食同源话海参
□黄鸿昊

海参被视为宴席上的上乘
佳肴，为“海八珍”之一，我们在
诸多美食和药膳食谱上经常能
够看见它的身影。海参富有弹
性，口感极好，深受人们的喜
爱。在古代，海参还是宫廷御
膳常用的食材，可以制作出众
多特色名菜，如佛跳墙等。

中医对海参认识深刻，在
药用、食疗价值上有不少记
载。清代医学家赵学敏在《本
草纲目拾遗》记载，海参有“补
肾经，益精髓，消痰涎，摄小便，
壮阳疗痿，杀疮虫”的功效。

除了这些功效外，赵学敏
还进一步列举儒医盛天然救治
妇人血证的医案，说：“盖海参

能生百脉之血，若失血过多，必
须以此补之，其生血之功，捷于
归芍也。”赵学敏认为，海参是
补血佳品，生血功效不次于当
归、白芍，在补血治疗上有重要
优势。

清代医学家吴鞠通《温病
条辨》载有新加黄龙汤，也加
入海参，提出：“按海参之液，
数倍于其身，其能补液可知，
且蠕动之物，能走络中血分。”
从这里可以看出，海参数倍于
其身，储液强；蠕动之性，说明
其有祛瘀之功。

中医食疗，可以改善体质
或养生。《调疾饮食辨》不仅介
绍了海参具有“养血养阴、补诸

虚百损”的作用，还介绍了海参
的食疗方法，如“虚劳咯血咳
嗽，同老鸭煮”“妇人产后蓐劳，
同羊肉煮食，并饮其汁”等，提
出配伍海参以生血补阴。

《本草征要》谈到海参入心
经、肺经、脾经、肾经，指出海参
能“补养肺阴，免于短夭。阳事
难兴，常餐得效”，亦可“清炖食
之，对虚人有益”。

此外，清代医学家王士雄
的《随息居饮食谱》说，海参“咸
温滋肾”，有“补血健阳，润燥调
经，养胎利产”的作用，认为“产
虚、病后、衰老、羸弱，宜同火腿
或猪羊肉煨食之”。海参对于
体弱之人或虚损疾病，有补益

强身的功效。然而，食用海参
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如《随息
居饮食谱》就强调了海参不宜

“脾弱不运、痰多便滑、客邪未
尽者”食用。

研究人员发现，海参富含
诸多活性物质，具有提高免疫
力、抗氧化、抗凝血和降血脂等
功效。

海参还有一些妙用。如
《溪秘传简验方》记载：“一切痈
疽、金疮，破烂生蛆，诸药不效
者。用海参切片，焙干，研敷。
蛆皆化黄水流出，再用生肌药
收口即愈。”这是古人总结出来
的治疗方法。

以下为海参日常药膳方：

海参粥 材料：海参20克~
30克，粳米100克，葱、姜、盐适
量。做法：海参泡发后洗净，切
成薄片；锅内加适量清水，放入
海参与粳米，煮成粥后加入适
量葱、姜、盐，再煮片刻即可。
功效：滋养肾阴、益胃生津。

海参炖羊肉 材料：海参
50 克~100 克，羊肉 250 克，葱、
姜、盐适量。做法：海参泡发后
洗净，切成片；羊肉洗净，切成
块；锅内加入适量清水，放入海
参和羊肉炖 1 小时；再加入适
量葱、姜、盐，炖片刻即可。功
效：补血健阳、润燥调经。

（作者系暨南大学中医学
院博士研究生）

学习《黄帝内经》“治未病”思想有感
□赵文芳

《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宝
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
典籍。《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
神大论》云：“所以圣人春夏养
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
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是故圣
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
未乱，此之谓也。”每每读之，使
我颇有所感。

春夏阳气生发，故“春夏养
阳”；秋冬阴气充盛，故“秋冬养
阴”。“治未病”，治，即治理、管理
之意，就是说在疾病未有之时，
顺时养生，以达到未病先防的目
的。“治未病”是对中医学在养
生、治疗作用方面的高度概括。
在《黄帝内经》等中医学著作中，
均有“治未病”思想的相关论述。

东晋医学家葛洪所著《抱朴
子》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
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
前，不迫于既逝之后。”强调消病
患于未起。南朝宋时期史学家
范晔所著《后汉书·华佗传》有

“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
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
足，以当导引”的五禽戏的记载，
此为华佗所创，勤习之则能身强
健体，进而产生“治未病”之效。
元代医学家邹铉《养老奉亲书》
曰：“人能执天道生杀之理，法四
时运用而行，自然疾病不生，长
年可保。”记载了顺天道养生，是
以百病不生的观念。由此可见，
养生和“治未病”的思想引起了
医学家的广泛关注。

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于
《金匮要略》中“上工治未病，何
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
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
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
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
治肝也”，指出根据五行传变，肝
已有病变，当先传脾，故虽然脾
病未发，但是应先预防脾病。清
代医学家徐大椿《医学源流论》
云：“故凡人少有不适，必当即时
调治，断不可忽为小病，以致渐
深，更不可勉强支持使病更增，
以贻无穷之害。”因此，此时已从
之前的未病先防，扩展为包括既
病防变在内的“治未病”思想。

也有学者提出了将“瘥后防
复”纳入“治未病”的观点。如唐

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认为，“治未
病”能改善疾病预后，从预后良
恶论“治未病”的意义，如《千金
要方》记载：“夫欲理病，先察其
源，候其病机。五脏未虚，六腑
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
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
已过，命将难全。”“瘥后防复”即
在疾病初愈期，采取巩固性治疗
或预防性措施，增强人体正气，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预防疾
病复发。“瘥后防复”已经成为中
医预防医学“治未病”的重要组
成部分。

“治未病”的方式，包括非药
物疗法和药物疗法。《黄帝内经·
素问·上古天真论》云：“精神内
守，病安从来。”认为疾病与精神

情志的调摄密切相关。孙思邈
《千金要方》曰：“弹琴瑟，调心
神，和性情，节嗜欲。”因此，调摄
情志对预防疾病起着重要作用，
是“治未病”的方式之一。

张仲景用桂枝汤“先其时发
汗则愈”，就有“治未病”之意。
张仲景认为在表之疾，也有里传
之势，需要先安未受邪之地，以
免邪气深入。

综上可知，“治未病”理论自
《黄帝内经》之后，经过历代医学
家的发挥，其内涵可以概括为养
生 防 病 、既 病 防 变 、“ 瘥 后 防
复”。《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
发展的坚实基础。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濮阳市
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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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有节 生津润肺

秋属金，在五脏中对应肺。从五行角度来
看，火克金，秋季容易虚火上延。因此，人们在
秋季应避免摄入辛辣、刺激性食物，以免伤津
上火。夏季，人们久居空调屋，且喜食生瓜果
和冷饮等，容易损伤脾气。脾主升清，清气在
下，则生飧泄，久泄则必耗伤阴液。因此，人们
在养阴生津的同时，必须固护脾气。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季天气干燥，
燥易伤肺。肺为娇脏，喜润恶燥，人们可以选
择雪梨银耳汤、银耳莲子粥、红枣百合粥等。
雪梨银耳汤的做法简单，用雪梨、银耳、冰糖熬
制而成，人们可以根据个人体质加入莲子、麦
冬等。需要注意的是，梨皮须同梨肉一起熬
煮，方可起到润肺清燥的效果。

此外，酷暑过后，受饮食及起居的影响，人们大多脾阳受损，聚
生痰湿。因此，秋季应少食生冷食物。

起居有时 顺应阴阳

在秋季，人们要规律作息，与天地保持和谐。《黄帝内经·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曰：“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
起，与鸡俱兴。”秋季天气清肃，秋风萧瑟，草木凋落，万物呈现衰败
的景象，昼夜温差大。因此，人们应早睡早起，收敛宣散的神气，缓
解秋季肃杀之气对人体带来的伤害，使人体与秋气达到相对的动态
平衡。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
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一日之中，
晨起阳气渐盛，此时人们适宜锻炼身体，如练五禽戏、八段锦等，吸
收天地之精气，强壮体魄。此外，坚持晨跑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立秋过后尤为适宜。秋季天气凉爽，慢跑不仅可以锻炼肺功能，增
强肺活量，还可以提高新陈代谢。

俗话说：“春捂秋冻，不伤杂病。”春为少阳，春季应顺应阳生阴
长的规律，不要过早脱去棉衣，以免受凉；秋为少阴，秋季应顺应阳
杀阴藏的规律，不要急着添加衣物，适当地使机体接受寒气的刺激，
反而可以增强机体的耐寒能力，使之更好地适应寒冷的冬季。然
而，“秋老虎”的威力不容小觑，此时天气虽然凉爽，但是处于“三伏
天”。人们要注意防暑降温，除了避免在高温环境中长时间工作外，
还要注意环境通风，使身体正常排汗、散热。

调畅情志 使志安宁

提到秋季，与之对应的大多是悲伤与寂寥。杜甫感叹道：“无边
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肺应秋，肺在志为忧，悲则气消，故
而忧愁悲伤的情绪极易耗伤肺气，使肺气受损，气机失调，轻则卫外
功能减弱，出现感冒、咳嗽等疾病；重则呼吸功能失常，出现胸闷、气
喘、头晕等症状。因此，秋季人们应注意调畅情志，保持心情舒畅，
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人与事。《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恬惔
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如果遇到烦心事，人们可以
寻求亲朋好友的帮助，或选择散步、冥想、大声宣泄的方式，将不良
情绪释放出来，使神清气明。

秋季属寒热交替的节点，立秋节气又为秋季的起点。因此，秋
季养生应从立秋节气开始，以平常心面对，适应自然，避其邪气，做
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调摄精神，形神共养，饮食有节，劳逸结
合。

（谢洋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徐惠茹就读于河
南中医药大学）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二十
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月令七十二
候集解》记载：“立秋，七月节。立字解见
春。秋，揫也，物于此而揫敛也。”秋，代表
着禾谷成熟；揫，意思是秋气带来风吹木
叶声，象征着万物渐而聚敛。《管子》曰：

“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随着季节的
变换，万物从繁荣茂盛逐渐走向萧瑟成
熟。

古人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
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意思是说此时
刮风会带来丝丝凉意，清晨的植物上会凝
成晶莹的露珠，对凉气敏感的寒蝉也得意
地在枝头上鸣叫，好像告诉人们炎热的夏
天就要过去了。因此，立秋时节阳气渐
收、阴气渐长，由阳盛逐渐转为阴盛。《黄
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上古之
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
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
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接下来，
本文从饮食、起居、情志三个方面，详述立
秋节气养生之道。

征 稿

您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说您与中医药的那些事，
或者写一写身边的中医药故事，推荐您喜爱的中医药书
籍。

《节气养生》《读书时间》《养生堂》《中药传说》《杏林
撷萃》《中医典故》等栏目期待您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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