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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国内中药类书籍均以介绍性味功用案例等形式为主。
本书独辟蹊径，以独特的陈述手法，夹叙夹议，通过对每味药物的性味分析以及对药性的思考，深入
探讨药物的性味和使用。
全书叙述手法生动，让读者阅读全无乏味之感，对100多味药物都做比较详细的药性分析，每味药都理
出一条主线。
全书广博、生动、学术性强，出版后相信可成为本草类书新风气，适合广大中医药界人士及中医药爱
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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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药性感悟
【导读】药物的各种作用不是偶然发现的，是古人通过观察它的习性而推论出来的。
中医的每一条结论背后都有一个理存在，绝对不是一些人说的经验医学，那就太小瞧我们的祖先了。
所以学习中药仅仅知道它能治什么还不行，更要深究它为什么有这种作用。
本篇虽说是谈药物，也并不是想给朋友们提供一本药物使用手册，而是以药物为载体来进一步探讨医
理。
因此，书中的药物都没有全面的记载其主治范围，而是通过琢磨药物的生长习性，试图对每一味药物
都捋出一条主线。
朋友们可以顺着这条线推论出一些东西。

从张锡纯用黄芪得到的启示
黄芪与表证
人参与表证
桔梗与载药上行
茯苓与猪苓
地黄
玄参
何首乌
泽泻
石菖蒲
补气药物与阴火
小议补肾药物
麦冬
天麻与息风
桑白皮与升降
杏仁与麻子仁
白术
半夏
半夏与射干的区别
四味百合科药物的比较
辨黄芩与黄连的区别
薄荷与辛凉解表
柴胡与少阳
柴胡与前胡
天花粉与葛根
荆芥与薄荷
紫苏
辨析芍药的酸苦之争
桂枝调肝作用的分析
肉桂引火归原析
麻黄的破坚积聚作用
析酸
辨酸与涩
论中药的明暗两性
用药应注意性味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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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根
细辛
牡丹皮
远志
酸枣仁
龙胆草
当归与川芎
白芷
补骨脂
白僵蚕
蝉蜕
姜黄、郁金与莪术
香附
藿香与香薷
菊花
枸杞子与地骨皮
阿胶
艾叶
青蒿与茵陈蒿
夏枯草
旋覆花
牛膝
款冬花
紫菀
连翘
车前子
女贞子
地肤子
菟丝子
桑寄生
龟甲与鳖甲
天南星
五味子
牵牛子
威灵仙
秦艽
白芥子
吴茱萸
地龙
薏苡仁与缓急
浮萍
骨碎补
石斛
白扁豆、赤小豆与黑豆
薤白
葱白
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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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梅
木瓜
山楂与柿子
陈皮与青皮
枳实与枳壳
柏子仁
诸香集
经方五虫
栀子
五倍子
桑螵蛸
山茱萸与杜仲
竹
牡蛎与文蛤
下篇 医话杂谈
【导读】在学习过程中常常有些想法，就随笔记下来，时间长了也积累了不少，现集结在一起供朋友
们参考。
内容杂乱无章，如有对教育方法的讨论，对经方时方的定位等，这些文章虽然没有讨论药物，但和上
篇论药的文章风格一致，即力图用通俗的语言或比喻来表达比较深奥的医理。
这样在形式上是科普的，在内容上是专业的，适合更广泛的读者。

辨厥
“左升右降”的又一解释
从微观角度看水火升降
从“博”与“专”的角度看中西医
区别
动者为真还是静者为真
元气与火
论理法与方药
论排病治疗与排病反应
论消与补
从正邪斗争论营卫
论病机中的“蓄力”
论浊邪
万物所归，无所复传
为时方鸣不平
胸痹治疗当注意排出外邪
析燥
析独处藏奸
中医治疗与调控基因的相似
性
论肌肉即“筋”
变异型心绞痛与厥阴病
析“肝阳虚亢”
辨析虚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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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地黄是一味滋阴的药物，一般认为它能滋肾阴，但肾水为黑色，它为什么不叫地黑
而叫地黄呢，这说明它除了能滋肾水以外，还应该和脾土有一定的关系。
种植地黄有一个常识，即不能在同一块地连续种植。
因为种完地黄后，土中的精气便被它吸收，必须要等若干年后才能恢复。
有资料说山西一药农，1983年种过地黄，隔了将近20年，2002年再次种植，结果还是没能收获，损失
惨重。
有人戏称这就是它叫“生地”的原因，即必须在陌生的地上种植。
可见它吸收土气力量之强。
 那么地黄滋肾阴怎么解释呢？
我们要注意这么一种现象，即刚挖出的地黄是黄色的，等干透以后就变成了黑色。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它在土中生长时是吸收土气，所以鲜地黄的颜色恰好是土的颜色。
当它离开土地以后，就没有土气供它吸收了，但它本身又天生有较强的收藏能力，因为它的收藏之性
太强了，而收藏恰恰又是肾的功能，从这个角度讲它是补肾的，也就是说它增强了肾的收藏能力，同
时它又含有大量的阴精，为肾的收藏提供物质保障（古人保存鲜地黄的办法是把它埋在沙土里，可见
它只要不离开土，就能保证它不变黑，这也许是它叫地黄的一个原因，即只有在地里才能保持黄色）
。
鲜地黄因有足够的土气供它吸收，土气对它来说基本是饱和的，所以鲜地黄不会表现太强的补肾作用
。
干地黄因长期吸收不到土气，处于一种“饥饿”状态，才会有一种“收藏”之性，所以肾气丸标明用
干地黄，而百合地黄汤、防己地黄汤标明用生地黄，都不是补肾的。
我们说植物药都是先湿后干，但是把鲜品和干品分开来用的情况是非常少的，这说明干地黄和鲜地黄
的药性确实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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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性琐谈:本草习性精研笔记》编辑推荐：这里没有教条的中药讲解，也没有抄书般的人云亦云；有
的只是精研与深思的结晶，实践与感悟的碰撞。
这是一本别具一格的中药书，展卷细细读来，方惊觉：中药原来如此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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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楼主多有悟性，学中医之人就是要有更多的想象力。
——国家的神医佩服，楼主的思维真是有创造性，中医人需要多一些这样的创新！
——djsmy非常的受教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真让人感觉到中医的博大精深！
——谢宇轩皇先生忽而引经据典，左右逢源，忽而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说理透彻，令人折服！
——国医信徒楼主何方高人，这么贵重的东西怎可轻易示人！
——小草依依先生真是高手，分析入微，真是释疑解惑！
一些一直觉得模棱两可的东西，经先生这样一解说，才得以理解掌握。
谢了！
——林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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