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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中，历代均有本草著作问世，内容极其丰富，而其中研究方法颇多，途

径也各不相同。当今中药的研究方法可谓中西交融、古今相验，更有现代药理研究以及逐步实施的中

药数字化研究，蔚为壮观。但无论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只有在中医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才能更好地应用

于临证并得以延续、发展。

象思维是中医主要的思维方式之一，通过仰天俯地这种方式认识外界事物的形、性后，由形、

性得象，由象取意，得意存象，据意辨于实践中，可使得中医的脏腑功能理论和临床用药能够更好地

衔接应用。徐君历十年之久，效法《说文解字》，以训诂入手，辨名溯源，分解求象，以象推演，不

仅提取出中药名字中所隐含的象，归纳出中药的主要功能与主治，还大胆提出了一些药物的新作用假

设。这种探佚研究方法堪称独特，值得学习与探讨，对完善中医中药象思维临证应用大有裨益。因为

象思维也是一个由认识到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循环过程，需要临证者不断地求实探索，所以书中所

推测的药物新功效还有待临床实践验证，并需要再次提升总结。总之，只有将形象、具象、抽象系统

反复多次地融合，才有利于对中药或其他未知事物的认识研究。

综上，通过文字训诂探佚中药的溯源研究，目前看来，也不失为一种求本之法，与其他研究方法

并行而不相悖，有利于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故乐为之序。

王世民，男，1935年生，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人，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山西

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执业中药师，首批山西省名老中医，第六、第七批全国名老中医药学术

经验传承导师，三晋英才高端领军人才，1992年成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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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孕育滋养了中国传统医学，而中医药学又全面承载了中华传统文化，

文史、哲学、谋略，以至天文、地理无所不及，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集中的体现，是传统文化的缩影，

是谓医以载道，道以医显是也。学习中医不能不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不能不参悟中华文化“道”之所

在。而中医药文化又是开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的金钥匙，要想深刻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从中医药学入

手应是最佳途径之一。

中药学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可以追溯至“神农尝百草”的远古时代。其文字

记载可上溯至两千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此书虽历经沧桑，但学界仍无不奉为圭臬。其所载

三百六十五味药，几乎涵盖当今全部常用中药，而且药物名称至今大都沿用。药物名称的由来，有依

功用者，有依形色者，甚则有依古今传闻或医话故事者，而后者虽然讲起来绘声绘色、美丽动人，但

大都缺乏证据，作为坊间传闻、小报故事尚可，若作为科学依据，则略显荒唐诙谐。

汉字是世界上最长于表意的文字，而《神农本草经》中的药名字词皆有固定含义，若采用训诂学

的方法探究其当时的含义从而探寻这些药名的渊源，则无疑是严肃的、科学的、合理的。

据考证，《神农本草经》成书不晚于西汉，时间上与之最为相近的字词书应为汉代许慎的《说文

解字》。《说文解字》约成书于东汉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考究字

源的文字学专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清代以后的学者均以之作为训诂考证之根据。《说文解

字》与《神农本草经》成书时间相近，字词含义变异应不会太大，因此以《说文解字》来考证《神农

本草经》中药名的含义应是准确的、合理的和便捷的。

徐信义博士，余与之相识久矣。当其初入医门时，虽烈日盛暑，仍每日骑行数十里，侍诊不辍，

足见其笃信岐黄，勤奋好学；后参加省内经典比赛，屡次夺魁，足见其功底深厚，聪颖敏睿。徐氏临

床之诊务虽繁，但笔耕之勤从不辍止，近年欲以中华文化之功力破解中医学术之难题，执训诂之法，

以《说文解字》之字义还原《神农本草经》中药名之本义，进而使其药湮灭之功用重为临床所用，用

心之良苦彰彰在目。虽道阻且长，然徐氏逆难而行，历经数年，几近功成付梓，若见诸学界，必将如

巨鼓重槌，影响至巨至远矣。是书杀青之际，徐博士嘱为之序，吾乐为之。不揣浅陋，草就上序，愿

为补白。

	 	 	 	 	 	 	 	 	 全国名老中医	 畅达

	 	 	 	 	 	 	 	 	 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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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提倡中药现代化，这个理念对于攀登科技高峰、守护民族健康固然是高瞻远瞩的，但

鉴于目前科技水平的限制，事实上的中药现代化基本就是利用现代科技开展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或者

利用现代科技解释中药的作用机制而已。以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讲，想要发现新的有效成分、发现

针对新的疾病谱的有效组方，事实上面临着难以言说的瓶颈，即使是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也同

样是捉襟见肘。

对于这种局面，在基础理论有所突破和创新之前，我们应该以更宽广的视角来审视中医药的发展

历程。我认为但凡是有益于中药新功效的研究、有益于中医药事业的研究都应该支持，特别是多学科

联合研究，研究方法也可以是不拘一格的。

徐信义的《说文解药》一书，不以化学分析或现代药理等现代科技为手段，而以传统的训诂学为

手段来研究中药，从药物的名字入手，不仅直接揭示出一种药物的主要功效，还能总结出一些药物的

共性特征，甚至推测出一种药物可能的新功效，这对于新药的研发，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总之，这

本书值得推荐，故乐为之序。

	 	 	 	 	 	 	 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院长	 林志秀教授

	 	 	 	 	 	 	 	 	 	 	 	 	 	 	 	 	 	 	 	 	 	 	 	 	2023年8月10日于香港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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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汉字源于象形文字，但很多人却不知道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除了逻辑思维外，还有一

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模式，即象思维。西方也有象思维，但较为零散，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以及被

命名为“英国脱欧”的猫。

而在东方，象思维早已经深刻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之中了，如“骑虎难下”“树倒猢狲散”“出头

的椽先烂”“众人拾柴火焰高”等等。前人成功运用象思维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抗日战争期间的“日

本人是秋后的蚂蚱”、辽沈战役期间的“我准备了一桌菜，结果来了两桌人”、抗美援朝中的“纸老

虎”、改革开放中的“摸着石头过河”、反腐斗争中的“打老虎，拍苍蝇”，这些都是象思维的杰出

代表。

从某种程度上说，象思维是比逻辑思维更适合作出最终抉择、决策和决断的思维，而抉择、决

策、决断的能力其实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最高级的能力之一。 

从象形文字到象思维，推导出来的自然是“象医学”，而中医学就是以象医学为基本特征的一门

医学，其中最大且实用的象，正是五行。

《尚书·洪范》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

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记载：“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土正曰后土，金正曰蓐收，水正曰

玄冥。”同时《黄帝内经》有言：“春三月，此谓发陈……夏三月，此谓蕃秀……秋三月，此谓容

平……冬三月，此谓闭藏。”可见，古人对于五行的描述其实是多维度的。但一段时间以来，大众的

观点认为五行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或基本元素，这对于中医应用五行理论之象思维来指导临床

用药是有严重的阻碍作用的。

“木曰曲直”的意思：木为屈曲、委曲、蛰伏、发端、初始、柔弱、怒目直视、不服、忤逆、上

逆、上升、上进、繁殖、分裂增殖、增加、伸直、舒伸、强直、强壮之象或状态或趋势。

“火曰炎上”的意思：火为炎热、光明、明显、显露、繁复、繁盛、蕃盛、壮盛、茁壮、上出、

外出之象或状态或趋势。

“金曰从革”的意思：金为征战、杀戮、惩罚、刑罚、征服、平服、平定、收服、屈服、听从、

顺从、顺降、降服、下降、收捕、抓捕、容纳、收纳、收敛、内敛、收缩、缩减、衰减、亏减、衰

竭、衰败、凋敝、破败、破裂、裂隙、空隙、空虚、虚损、远离表皮、转变、回转、返回、内返、变

革之象或状态或趋势。

前 

言
P r e f a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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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曰润下”的意思：水为滋润、润余、下降、臣下、臣服、蛰伏、伏藏、藏匿、匿亡、下落、

聚落、积聚、积蓄、蓄藏、内聚、入内、内闭之象或状态或趋势。

“土爰稼穑”的意思：土为驯化、转化、归拢、归纳、仓储、贮藏、收涩、俭约、暑热之象或状

态或趋势。

综合以上分析，五行代表的其实是“升降出入”或“生长化收藏”之象，它是一切事物发生、发

展、变化、转归、衰败、消亡这个基本过程中特定阶段的象或状态或趋势。

虽然如今五脏、六腑、七窍、五液、皮肉筋骨脉等的五行归属一般情况下已经比较明确了，如肾

属水、骨属水、唾属水等，但古今之五行划分还有不同的观点，如《说文解字注》载：“今尚书欧阳

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

土也。肝，金也。肾，水也。”所以，肺属金的同时也有可能属火，心属火的同时也有可能属土，以

此类推，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今五行对脏腑的划分，还要考虑古五行对脏腑的划分。如按照今五行来

说，肺属金，但肺本身就有充沛、充盛、繁盛的意思，《诗经》中“其叶肺肺”或“其叶沛沛”都是

指茂盛之义，这与“夏三月，此谓蕃秀”的意思相同，从这方面来讲肺就明显属火，所以古五行的价

值目前还不可低估。

更严重的问题是，即使我们已经掌握了五行理论的真正含义，也通晓了脏腑与五行的对应关系，

但我们还是很难直接根据这个理论去选药治病。因为我们虽然有与五行理论相对应的完整的“脏象学

说”，但唯独缺失了与五行相对应的“药象学说”！因为所有中药的五行属性古人没有明示，即使我

们知道了一个病的相对应之脏腑、相对应之五行，但我们却不知道与之相对应的药物在哪里！可见，

五行理论与药物功效之间的关系已经脱节千年以上！

“中医用药不传之秘在量，也在名！”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通过训诂的方法发现一些中药的

名字之中其实就暗含着这个中药的五行属性，破解出它的五行属性（即药象），就基本可以推测出它

具有什么样的功效、可以治疗什么脏腑的疾病。如白茅根的茅字中就含有矛字，矛为进攻、杀伐的武

器，属金，故白茅根可治疗金疮、咳喘、小便不利等症；茺蔚的蔚字中就包含尉字，它是武官的一种

称谓，如少尉、上尉等，所以茺蔚属金，可治疗跌打损伤、各种出血等症；厚朴的厚字，又为垕字，

为后土之义，故厚朴属土，可治疗腹胀、腹泻等症。如此案例，不胜枚举。当然，这种按照五行属性

进行药物归类的方法，不是对“四气五味”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它有益的补充。

那么，到底有多少中药的名字暗含着它的五行属性呢？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只列举了一百多味常

见的中药，这些已经破解的中药名无一例外地暗含着自己的五行归属。这说明此种破解方法有一定的

普适性，是有利于中医的传承、发展的。

对于那些尚未破解的药物，笔者还会一直破解下去。同道们也可以使用这种破解方法来继续打通

五行理论、脏象学说和临床用药之间的鸿沟，为中医的传承、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徐信义

	 	 	 	 	 	 	 	 	 202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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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芷（木）

下面尝试用训诂的方法来破解“白芷”这个名字给我们的启示。

一、芷从止，查《说文解字》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凡止之属皆从止。”

查《说文解字》基：“墙始也。从土其声。”可见，止为在下之基础的意思，就像墙的基础一样。

又查《康熙字典》鼻：“又《扬子·方言》鼻，始也。兽初生谓之鼻，人初生谓之首。梁益闲

谓鼻为初，或谓之祖。祖，居也。又人之胚胎，鼻先受形，故谓始祖为鼻祖。《扬雄·反骚》或鼻祖

于汾隅。”可见，“兽初生谓之鼻，人初生谓之首”，所以头与鼻都有始基之象。可见，止与鼻、首

一样，都有始基、初始之义，所以白芷属木，可治疗头部、鼻部之病变。

 ◎ 附方：

1．头痛、偏正头风

《瑞竹堂经验方》都梁丸：治偏正头风及一切头疼。香白芷二两（晒干），上为细末，炼蜜为

丸，如龙眼大，每服二三丸，食后细嚼，煎芽茶清送下。

2．天行狂语

《外台秘要》：《千金》水道散，疗天行病烦热如火，狂言妄语欲走方。白芷一两，甘遂二两

（熬），上二味，捣筛，以水服方寸匕，须臾令病患饮冷水，腹满则吐之，小便当赤也。一名濯腹

汤，此方疗大急者。

3．鼻流涕

《证治准绳》白芷丸：治鼻流清涕不止。白芷研为细末，以葱白捣烂和为丸，如小豆大，每服

二十丸，茶汤下，无时。

《卫生易简方》：治鼻流浊涕不止，名曰鼻渊，用辛夷仁半两，苍耳子（炒）二钱半，白芷一

两，薄荷叶半钱，日干为末，每服二钱，用葱茶清，食后调服。

注：本书所载附方，药名、剂量、用法等均按原文照录，不做改动，仅供读者参考。方中虎

骨、犀角、穿山甲、象皮等涉及珍稀保护动物的药物现已禁用，请读者注意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二、芷通止，又通齿，故白芷可治疗牙齿疼痛。

 ◎ 附方：

《奇效良方》川芎散：治面肿，牙疼不可忍。川芎、白芷、细辛各等分，上为细末。每用少许

擦牙疼处，噙良久，有涎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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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丸（木）

俗话说：惊雷一响，蛰者咸动。那么，雷丸这个名字是不是也有此寓意呢？下面尝试用训诂的

方法来破解“雷丸”这个名字给我们的启示。

一、《礼记·月令》道：“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雷三

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可见，雷丸以雷

来命名，与二月之气相通，故雷丸属木；同时，二月初春之时，雷一发声，则蛰虫咸动，它们之间有

联动关系，故雷丸可治疗各种寄生虫所引起的病症。

 ◎ 附方：

1．小儿虫痛

《圣济总录》：治小儿虫痛不可忍，化虫散方。白丁香一钱，槟榔（锉）一枚，雷丸一钱，上

三味，捣为细散。每服一字或半钱匕，米饮调下，奶食后服。

2．寸白虫

《卫生易简方》：治寸白虫。用雷丸水浸软，去皮切细，焙干为末。五更初先食炙肉少许，便

以一钱匕稀粥一盏调服，酒下半钱，虫乃下。

3．三虫

《千金翼方》：治小儿三虫方。雷丸、芎䓖，上二味，等分为散，服一钱匕，日三服。

二、雷必伴有声响，故推测雷丸可治疗具有声响、回声之象的病症。同时，

雷的甲骨文代表暴雨中所产生的一过性、短暂性、阵发性闪电和巨响及其回声，

故雷丸可治疗应声虫等具有声响、回声之象的病症。

 ◎ 附方：

1．应声虫

《惠直堂经验方》：一人腹内有物作声，随人言语，名应声虫。服雷丸即

愈，或用板蓝汁一盏。

2．筋肉化虫

《世医得效方》：有虫如蟹走于皮下，作声如小儿啼，为筋肉之化。雷丸、雄黄各一两，为

末，掺在猪肉片上，炙熟吃尽自安。

雷（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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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

出走矣。”可见，农历二月之时，雷一发声，蛰虫惊动，故雷丸可治疗惊痫。

 ◎ 附方：

《备急千金要方·惊痫第三》：少小新生，肌肤幼弱，喜为风邪所中，身体壮热，或中大风，

手足惊掣，五物甘草生摩膏方。甘草、防风各一两，白术二十铢，雷丸二两半，桔梗二十铢，上㕮

咀，以不中水猪肪一斤煎为膏，以煎药，微火上煎之，消息视稠浊，膏成去滓，取如弹丸大一枚，炙

手以摩儿百过，寒者更热，热者更寒。小儿虽无病，早起常以膏摩囟上及手足心，甚辟寒风。

《太平圣惠方》：治小儿欲发痫，壮热如火，洗浴石膏汤方。石膏五两，菖蒲二两，雷丸三

两，上件药捣碎，以水煮取三升，适寒温浴儿，并洗头面佳。

《太平圣惠方》：治小儿寒热，惊啼不安，雷丸浴汤方。雷丸三分，牡蛎三分，黄芩三分，细

辛三分，蛇床子一两，上件药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分为两度，看冷暖用。先令浴儿头，勿令水

入耳目，次浴背膊，后浴腰以下。浴讫避风，以粉扑之。

四、如前所述，雷的甲骨文代表暴雨中所产生的一过性、短暂性、阵发性闪电和巨响及其回

声，据此推测，雷丸或许可以抑制脑神经之异常放电，从而治疗阵发性疾病，如风痫、猪肉绦虫引起

的继发性癫痫等。

 ◎ 附方：

1．风痫

《普济方》雷丸膏：治小儿风痫，掣疭戴眼，极者日数十发。雷丸、莽草各如鸡子黄大，猪脂

一斤。上先煎猪脂去滓，下药，微火上煎七沸，去滓，逐痛处摩之，小儿不知痛处，先摩腹背，乃摩

余处五十遍，勿近阴及目，一岁以帛包膏摩微炙身。及治大人贼风。

2．癫痫

《圣济总录》：治小儿自一岁至大，患癫痫，发动无时，口内沫出，小便不觉，呼唤不应，真

珠丸方。真珠（研）一分，虎睛（左睛为上，酒浸，暴干，研）一只，露蜂房、麻黄（去根节）、钩

藤各半两，铁粉（细研）三分，防葵一两，大黄（锉，炒）、黄芩各三分，龙齿（研）一两，银屑、

栀子仁各三分，独活（去芦头）半两，茈胡（去苗）、升麻、白鲜皮各三分，雷丸一分，沙参、细辛

（去苗叶）各半两，蛇蜕（烧灰）一分，石膏（研）半两，牛黄（研）一分，蚱蝉（去翅、足熬）四

枚，上二十三味，捣研为末，炼蜜丸如麻子大。一二岁儿，每服五丸，研破，米饮下。量儿大小加

减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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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蜈蚣（木）

一般认为蜈蚣的主要功效为息风止痉，多用于惊风等疾病的治疗。那么，蜈蚣还有哪些功效

呢？下面尝试用训诂的方法来破解“蜈蚣”这个名字给我们的启示。

一、蜈蚣又名吴公，有观点认为吴字甲骨文上面的口，代表柔声细语之义，

故蜈蚣可治疗声音嘶哑、语声不出等症。

 ◎ 附方：

《鸡峰普济方》雄黄散：治缠喉诸风。蜈蚣一个（去足并去头，为末），雄

黄一分（研），上同研为细末，每用一字或半钱，冷水调，鸡翅扫在喉中。凡咽

喉病及满口牙齿血烂者皆以主之。

二、蜈蚣又名吴公，有观点认为吴的甲骨文下面并不是天字，而是夭字，其有上肢弯曲之象，

此与“木曰曲直”之义相符，故蜈蚣属木，可治疗因肌肉痉挛而导致的上肢弯曲一症，引申之，推测

蜈蚣可治疗苦笑面容、角弓反张等各种因肌肉痉挛所引起的病症。

 ◎ 附方：

1．破伤风

《瑞竹堂经验方》：破伤风欲死者，用蜈蚣碾为细末，擦牙，吐去涎沫立苏。

《仁斋直指方论》蜈蚣全蝎散：治破伤风搐搦，角弓反张。蜈蚣（去毒，炒）一条，全蝎一对

（炒，去毒并头足），上为细末。如发时用一字或二字擦牙缝内，或吹鼻中。

2．惊风

《急救广生集》：天吊惊风。目久不下，眼见白睛及角弓反张、声不出者，用大蜈蚣一条，去头

足，酥炙。用竹刀劈开，记定左右。又以麝香一钱，亦分左右，各记明，研末，包定。每用左边者，

吹左鼻，右边者，吹右鼻，各少许，不可过多。若眼未下，再吹些，眼下即止。

《世医得效方》：又治初生口噤不开，不收乳。上用赤足蜈蚣一条，去足炙

令焦，细研如粉，每用半钱。以猪乳汁二合和匀，分三四次灌之。

三、蜈蚣又名吴公，一般认为吴的甲骨文表示载歌载舞，而夭的甲骨文代表

跳舞之义，故推测蜈蚣可治疗小舞蹈症、良性遗传性舞蹈症、老年性舞蹈症、肝

豆状核变性引起的不自主运动等各种舞蹈症。

吴（甲骨文）

夭（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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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蚣从公，查《说文解字》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

可见，公有平分、分开之义，故蜈蚣可治疗口噤不开而无法进食者，以及声门闭合不开而无法出声、

呼吸者。惊风附方见前。

 苍耳子（木、火、土、金）

苍耳子全体带有小钩刺，很容易附着在衣服、羊毛等上面，从而利于种子的播散，这是植物生

存的智慧。但对于中医来说，苍耳子药用的时候却要炒去其刺，以减少它的毒性。

那么，苍耳子具体有哪些功效呢？下面尝试通过训诂的方法来破解“苍耳”这个名字给我们

的启示。

一、查《说文解字》苍：“草色也。从草，仓声。”可见，苍为深青色之义，为木之色，故苍

耳属木，可治疗各种风症。

 ◎ 附方：

1．血风攻头，脑旋倒地，不知人事

《卫生易简方》：治产后血风攻脑，头旋闷绝，不省人事，用喝起草嫩心，即才出土苍耳苗是

也，阴干，为末。每服三钱，温酒一盏调服，当时通顶门即苏省。

2．诸风

《备急千金要方》：治诸风葈耳散方。当以五月五日午时，干地刈取葈耳叶，洗，曝燥，捣下

筛。酒若浆服一方寸匕，日三，作散。若吐逆可蜜和为丸，服十丸，准前计一方寸匕数也。风轻易治

者，日再服；若身体有风处皆作粟肌出，或如麻豆粒，此为风毒出也，可以铍针刺溃去之，皆黄汁出

尽乃止。五月五日多取阴干之，着大瓮中，稍取用之。此草辟恶，若欲看病省疾者，便服之，令人无

所畏；若时气不和，举家服之；若病胃胀满、心闷发热，即服之。并杀三虫肠痔，能进食，一周年服

之佳。七月七、九月九皆可采用。

《卫生易简方》：治诸风，用胡麻合苍耳子，服之良。

3．头风

《文堂集验方》：头风发晕，苍耳草叶晒干为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十日愈。

《卫生易简方》：治头风，用端午日采苍耳二两，茵陈一两，甘草半两，为末，每服五钱，热

酒或热茶调下。

《卫生易简方》：治头风……用苍耳、川芎、当归等分，为末，每服三钱，临卧茶清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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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康熙字典》苍：“又《博雅》茂也。《书·益稷谟》至于海隅苍生。《传》苍苍然生

草木。”可见，苍通茂，有茂盛、蕃盛、壮盛、丁壮之义，此与“夏三月，此谓蕃秀”之义相符，故

苍耳属火，可治疗疔疮等各种火热症。

 ◎ 附方：

1．热毒病，攻手足肿，疼痛欲脱

《肘后备急方》：又疗热毒病，攻手足肿，疼痛欲脱方。取苍耳汁，以渍之。

2．喉痹

《备急千金要方》：凡喉痹深肿连颊，吐气数者，名马喉痹，治之方……毡中苍耳三七枚，烧

末，水服之。

3．痈疽

《千金翼方·疮痈上·处疗痈疽第九》：疗身体手足卒肿方……捣苍耳敷之，冬用子，春用心。

《串雅内外编》：治痈疽肿毒，重阳取芙蓉叶研末，端午前取苍耳烧存性研末，等分，蜜水调

涂四周，其毒自不走散。

《回生集》：治脑疽发背一切恶疮初起方。采独茎苍耳草一根连叶带子用，细切不见铁器，用

砂锅入水二大碗熬至一碗。如疮在上部，饭后徐徐服讫，俟吐出、吐定再服，以药尽为度；如疮在下

部，空心服。疮自破出脓，以膏药贴之。京兆张公伯王榜示此方传人，后昆弟皆登科甲。

4．疔肿疔疮

《备急千金要方》：治一切疔肿方。用苍耳根、茎、苗、子，但取一色烧为灰，醋泔淀和如泥

涂上，干即易之。不过十度即拔根出，神良。余以贞观四年，忽口角上生疔肿，造甘子振母为贴药，

经十日不差，余以此药涂之得愈。以后常作此药以救人，无有不差者，故特论之，以传后嗣也。疔肿

方殆有千首，皆不及此方，齐州荣姥方亦不胜，此物之造次易得也。

5．恶疮

《肘后备急方》：卒得恶疮。苍耳、桃皮作屑，内疮中，佳。

6．恶核

《千金翼方·疮痈下·恶核第四》：疗肿方……取苍耳烧灰，和醋泔淀作泥封之，平即涂，勿

住，取拔根出乃止。

三、苍通仓，查《说文解字》仓：“谷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从食省，口象仓形。

凡仓之属皆从仓。”可见，仓是谷物所贮藏、藏纳、囤积的地方，此与“土爰稼穑”之义相符，故苍

耳属土，可治疗产后下利。

 ◎ 附方：

《仁术便览》：治产后诸痢，神效。苍耳苗叶捣，绞汁，温服半钟，一日三四次，空心服。

四、查《康熙字典》苍：“又老也。《诗·秦风》蒹葭苍苍。《释文》物老之状。”可见，苍

通老，有苍老之义，故苍耳属金，可入肺之窍鼻子而治疗鼻渊，入大肠而治疗痔疮。

苍耳一名枲，查《说文解字》枲（xǐ）：“麻也。从朩台声。 ，籀文枲，从 、从辝。”查



	苍耳子（木、火、土、金） 007

《说文解字》朩（pìn）：“分枲茎皮也。从屮八，象枲之皮茎也。凡朩之属皆从朩，读若髌。”可

见，枲从朩，有将皮从茎上剥离下来之义，此与“金曰从革”之义相符，故苍耳属金，可入肺之窍鼻

子而治疗鼻渊，入大肠而治疗痔疮。

 ◎ 附方：

1．鼻渊

《卫生易简方》：治鼻流浊涕不止名曰鼻渊，用辛夷仁半两，苍耳子（炒）二钱半，白芷一

两，薄荷叶半钱，日干为末，每服二钱，用葱茶清，食后调服。

2．痔疮

《外台秘要·诸痔方二十八首》：取五月五日苍耳子，阴干，捣末，水服三方寸匕，日三，差

乃止。

五、如前所述，苍耳属金，而金有拘捕、拘禁从而使之屈从之象，所以苍耳可治疗风湿痹痛引

起的四肢拘挛。

 ◎ 附方：

《世医得效方》：苍耳散，治一切风湿痹，四肢拘挛。苍耳子三两，为散，水一升半煎，去

滓，分作三服。或细末，水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温酒吞下。

《卫生易简方》：治一切风湿痹，四肢拘挛，疼痛，用苍耳（去刺，为末）三两，水一升半，

煮取七合，去渣，呷服，无时。

六、如前所述，苍耳一名枲，而枲从朩，通髌，故推测苍耳可治疗髌骨病变所引起的膝痛，正

如《名医别录》所说“治膝痛”，可惜未见相关方剂。

七、苍耳一名枲，枲通台，通以（ ），而以字的甲骨文有观点认为像连在

婴儿脐眼上的脐带，故苍耳子可治疗小儿风脐所引起的恶疮。

 ◎ 附方：

《备急千金要方》：治小儿风脐，遂作恶疮，历年不差方，取东壁上土敷

之，大佳。若汁不止，烧苍耳子粉之。

八、苍耳一名枲，枲通台，通以（ ），而以字的甲骨文有观点认为有向下充实、向下臣服、向

下屈服、向下屈曲、向下蛰伏之义，故苍耳属金，可使元气向下充实、潜藏，正如《日华子本草》所

言可“填髓，暖腰脚”，可惜未见相关方剂。

九、如前所述，苍耳属金，可使元气向下充实、潜藏，故可通调水道而治疗水肿、水臌等症。

 ◎ 附方：

《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一消渴淋闭方·水肿第四》：治久水，腹肚如大鼓者方……葶苈末

二十匕，苍耳子灰二十匕，上二味，调和，水服之，日二。

以（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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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茵陈（木、火、金）

《诗经·小戎》曰：“文茵畅毂，驾我骐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

这里的“文茵”指的就是用虎皮做的有花纹的坐褥。在北方，坐褥的功能除了使人坐着软和外，还能

使人坐着暖和。

笔者身处河东运城，当地把茵陈称为“白蒿”，大概是因为茵陈叶子背面呈灰白色的缘故吧。

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一书中说茵陈的意思是指其“因旧苗而生”，但笔者从小就知道茵陈并非

全是因旧苗而生，也有当年秋天通过播种而于次年春天新生者。所以笔者对“因旧苗而生”的说法心

存疑惑，那它为什么叫作茵陈呢？下面尝试用训诂的方法来破解“茵陈”这个名字给我们的启示。

一、查《说文解字》陈：“宛丘，舜后妫满之所封。从 从木，申声。 古

文陈。”可见，陈通申，通伸，有屈伸、伸展、伸直之义，此与“木曰曲直”

之义相符，故茵陈属木，可入肝胆而治疗黄疸。

查《说文解字》茵：“车重席。从草因声。鞇，司马相如说：茵从革。”

查《说文解字注》茵：“车重席也。秦风文茵。文，虎皮也，以虎皮为茵

也。”可见，茵字又为鞇，从革，多以虎皮为之，故茵陈属金。又查《说文解

字注》瘅：“劳病也。《大雅》：下民卒瘅。《释诂》《毛传》皆云瘅病也。

《小雅》：哀我瘅人。《释诂》《毛传》曰瘅劳也……瘅与疸音同而义别。如

郭注山海经、师古注汉书皆云瘅黄病。王冰注素问黄疸云疸劳也，则二字互相假而淆惑矣。”可见，

疸与瘅可相互假借，而瘅从单，单的甲骨文表示一种攻城夺寨的机械装置，用于发射石球或石块，故

黄疸属金。因此，茵陈可治疗黄疸。

 ◎ 附方：

1．时行黄疸

《伤寒论》：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属茵陈蒿汤证。茵陈蒿六

两，栀子十四个（擘），大黄二两（破），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

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荚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伤寒论》：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

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茵陈蒿六两，栀子十四枚

（擘），大黄二两（去皮），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

滓，分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荚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单（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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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疸

《绛囊撮要》：治疸圣药茵陈蒿，或作菜，或作羹，或蒸麦饭，日日食之，三五日愈。茵陈新

者，切细，干者，为末，煮姜汤食之。

3．谷疸

《金匮要略》：谷疸之为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疸，茵陈蒿汤

主之。茵陈蒿汤方：茵陈蒿六两，栀子十四枚，大黄二两，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

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肘后备急方》：谷疸者，食毕头旋，心怫郁不安而发黄，由失饥大食，胃气冲熏所致。治之方：

茵陈四两，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内大黄二两，栀子七枚，煮取二升，分三服，溺去黄汁，差。

4．黑疸

《圣济总录》：治黑疸，身体黯黑，小便涩，茵陈蒿丸方。茵陈蒿、赤茯苓（去黑皮）、葶苈

子（微炒）各一两，枳壳（去瓤，麸炒）、白术各一两一分，半夏（汤洗，去滑，七遍，焙）、大黄

（细锉，醋炒）、杏仁（汤浸去皮尖、双仁，炒）各三分，蜀椒（去闭口及目，炒令出汗）、当归

（切，焙）、干姜（炮过）各半两，甘遂（炮）一分，上一十二味，捣罗为末，炼蜜和捣三五百杵，

丸如绿豆大。每服空心米饮下一十丸，日三。

5．黄疸、关节不通

《本草简要方》：茵陈蒿主治利湿，通小便，疗黄疸，关节不通，茵陈五苓散。茵陈一钱，五

苓散五分和匀，食前服方寸匕，日三次。

6．黄汗

《肘后备急方》：疸病有五种，谓黄疸、谷疸、酒疸、女疸、劳疸也，黄汁者，身体四肢微

肿，胸满不得汗，汗出如黄柏汗，由大汗出，卒入水所致方……茵陈六两，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

去滓，内大黄二两，栀子十四枚，煮取三升，分为三服。

二、如前所述，茵陈属金，故可治疗具有白虎之象的疟疾。

 ◎ 附方：

《太平圣惠方》：治山瘴疟及时气，茵陈圆方。茵陈二两，大麻仁五两（研如膏），豉五合

（炒干），恒山三两（锉），栀子仁二两，鳖甲二两（涂醋炙令黄，去裙襕），川芒硝三两（细

研），杏仁三两（汤浸，去皮尖、双仁，麸炒微黄），巴豆一两（去皮心，熬令黄，纸裹压去油，

研），上件药捣罗为末，入研了药令匀，炼蜜和捣五七百杵，圆如梧桐子大，每服以粥饮下三圆，或

吐，或利，或汗。如不吐利、不汗，再服之差。若更不吐利，即以热粥饮投之。老小以意加减。

《太平圣惠方》：治疟黄，恒山散方。恒山一两，茵陈一两，赤茯苓一两，知母一两，鳖甲一

两（涂醋炙令微黄，去裙襕），甘草半两（炙微赤，锉），上件药捣筛为散，每服四钱，以水一中

盏，入豉四十九粒，煎至六分，去滓，不计时候温服。

三、茵从因，通烟，查《说文解字》烟：“火气也。从火垔声。”查《说文解字注》烟：“火

气也。陆玑连珠曰，火壮则烟微。”可见，烟为火气不壮而有烟熏之义，故茵陈属火，可治疗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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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谷疸等症。

 ◎ 附方：

《普济方》：解肌下膈去胸中烦。以茵陈蒿研作饮，服之。

四、茵从因，查《说文解字》因：“就也。从囗、大。”查《说文解字》就：“就，高也。从

京从尤。尤，异于凡也。”查《释名疏证补》：“头，独也，于体高而独也。”可见，因通就，通

高，在人体则头为最高，故推测茵陈可治疗头部疾病。

 ◎ 附方：

《卫生易简方》：治头风，用端午日采苍耳二两，茵陈一两，甘草半两，为末，每服五钱，热

酒或热茶调下。

《普济方》：治丈夫妇人风虚头疼，气虚头疼，妇人胎前产后伤风头疼，一切头疼。茵陈五两

（拣净），麻黄、石膏（煅留性）各二两，上为末，每服一钱，腊茶调下，食后服。

五、如前所述，因“从囗”，查《说文解字注》囗（wéi）：“回也。回，转也，按围绕、周

围，字当用此。围行而囗废矣，象回帀之形。帀，周也，羽非切。十五部。”可见，囗通回，有回

转、回旋、周旋之义，故推测茵陈可治疗头旋，即眩晕。

 ◎ 附方：

《普济方》：茵陈散，治一切头风，牙关紧急，眉棱骨痛，鼻塞清涕，眼旋屋转，耳作蝉声。

北细辛三钱，茵陈穗、石膏（火煅红，候冷研入）各一两，川芎一两，上为细末，每服二钱。

 菊花（木、火、金）

笔者非常赞同沈从文先生的意见：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中的南山，不是指

具体哪座山，而是隐喻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商山四郜”，即秦末隐居商山的四位声名远扬的高龄白头

隐士。因为自古以来菊花就代表老人，他刚采来菊花放在手上，即在脑海中浮现起了四位和自己一样

的高龄隐士。为什么菊花代表老人呢？大概是因为菊花的菊字从匊、从勹，像老人弯腰驼背的样子，

或者菊花可以治疗老人的弯腰驼背吧。下面尝试用训诂的方法来破解“菊”这个名字给我们的启示。

一、菊从匊，从勹，查《说文解字》勹（bāo）：“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凡勹之属皆从

勹。”可见，勹有人屈曲、弯曲、屈服、屈从之象，与“金曰从革”之义相符，故菊花属金，可治疗

跌打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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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方：

《急救便方》：跌打损伤秘方，虽重伤濒死，但有气者，灌之可苏。其方或于重阳日，或于

十一月采野菊连枝叶阴干。每用菊花一两加童便、无灰酒各一碗，同煎，热服，神效。若已气绝不能

言者，急用韮菜汁和童便一盏灌之亦可。

二、如前所述，菊从匊，从勹，有人屈曲、弯曲、屈服、屈从之象，故菊花可治疗人体脊柱弯

曲所造成的腰胁疼痛，以及中风等引起的肢体挛急、痉挛等症。

 ◎ 附方：

1．腰胁疼痛

《肘后备急方》：胁痛如打方……芫花、菊花等分，踯躅花半斤，布囊贮，蒸令热，以熨痛

处，冷复易之。

《外台秘要》：《延年》疗腰痛熨法。菊花二升，芫花二升，羊踯躅二升，上三味，以醋拌令

湿润，分为两剂，内二布囊中蒸之，如炊一斗米许顷，适寒温，隔衣熨之，冷即易，熨痛处定即差。

2．中风手足不遂

《金匮要略》：侯氏黑散，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外台》治风癫）。菊花

四十分，白术十分，细辛三分，茯苓三分，牡蛎三分，桔梗八分，防风十分，人参三分，矾石三分，

黄芩三分，当归三分，干姜三分，川芎三分，桂枝三分，上十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

初服二十日，温酒调服，禁一切鱼、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药积在腹中不下也。热食即

下矣，冷食自能助药力。

《备急千金要方》：治心虚寒，气性反常，心手不随，语声冒昧，其疾源厉风损心，具如前方所说

无穷，白术酿酒补心志定气方。白术（切）、地骨皮、荆实各五斗，菊花二斗，上四味，以水三石，煮

取一石五斗，去滓澄清，取汁酿米二石，用曲如常法，酒熟，多少随能饮之，常取半醉，勿令至吐。

《华佗神方·华佗治中风手足不遂神方》：白术、地骨皮、荆实各五升，菊花三升，以水三石，

煮取一石五斗，去滓澄清，取汁酿米二石，用曲如常法，以酒熟随量饮之，常取半醉，勿令至吐。

三、如前所述，菊从匊，从勹，有人屈曲、弯曲之象，与“木曰曲直”之义相符，故菊花属

木，可入肝之窍而治疗目疾。

查《说文解字注》目：“按人目由白而卢、童而子，层层包裹，故重画以象之。”可见，目具

有层层包裹之象，而菊从匊，从勹，即包，亦有包裹之象，故菊花可治疗有包裹之象之目疾，尤其是

瞳孔或黑睛之病变。

 ◎ 附方：

1．头昏眼晕

《鸡峰普济方》：治风毒上攻，头昏眼晕，菊花散。菊花、芎䓖，上各等分，为细末，每服

一二钱，食后、临卧茶清调下。

2．眼目昏花

《奇方类编》：眼目昏花，白菊花一升，红椒（去目）六两，共研末，地黄汁为丸，如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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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卧时服五十丸，清茶下。

《验方新编》：眼目昏花，白菊花一斤，开口川椒六两，共研末，地黄汁为丸，如梧桐子大。

临卧时服五十丸，清茶送下。

3．眼痛

《普济本事方》：菊花散，治肝肾风毒热气上冲眼痛。甘菊花、牛蒡子（炒熟）各八两，防风三两

（去钗股），白蒺藜一两（去刺），甘草一两半（炙），上细末，每服二钱，熟水调下，食后临卧服。

4．头目不清，神志不爽

《普济本事方》：防风散，治头目不清，神志不爽，常服去风明目。防风（去芦头）、川芎、

香白芷、甘菊花、甘草（炙），上各等分，为细末，每服二钱，荆芥汤调下，食后。

5．痘疮入眼

《急救良方》：治小儿痘疮入眼，或病后生翳障，用蝉蜕洗净去土、白菊花各等分，为散。每

服二钱，入蜜少许，水一盏，煎。乳食后，量儿大小与服之，屡验。

四、菊从匊，从米，而米的甲骨文像是围绕着穗梗结满了众多籽粒的粟

子，所以菊和米一样都有丰满、满壮、丰盛、众多之象，与“夏三月，此谓蕃

秀”之义相符，故菊花属火，可治疗疔疮。

 ◎ 附方：

《验方新编》：治疔初起，用野菊花梗叶捣汁服一碗，死可回生。或生菊

花梗叶捣汁，用热酒拌服，取醉而睡，将渣敷患处一宿即愈。菊花乃疔疮之圣

药，冬月无叶，用根亦可。

《古方汇精》：菊花散，治疔肿恶疮，危急垂死者。用菊花叶或根，不拘分两，捣汁，酒冲热

服，取汗，渣敷患处。

《验方新编》：治一切热疖方，用芙蓉叶、菊花叶各半，捣烂敷之，极效。

《急救广生集》：一切热疖，芙蓉叶、菊花叶，同煎水频洗。或捣烂敷之，甚效。

五、菊从匊，从勹，即包，查《康熙字典》包：“古呼包如孚，脬与胞，桴与枹，莩与苞，浮

与抱之类，同原相因，故互通。”可见，包通孚，有包覆、孵化之象，故推测野菊花、野菊叶或野菊

根可治疗“妇人腹内宿血”所引起的不孕症等。正如《本草拾遗》所载：“苦薏，味苦，破血。妇人

腹内宿血，食之又调中，止泄。花如菊，茎似马兰，生泽畔，似菊，菊甘而薏苦。语曰：苦如薏是

也。”可惜，未能找到野菊花治疗妇科不孕症等疾病的方子，但从它治疗跌打损伤的方子可知它有活

血化瘀的功效。

米（甲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