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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曹雪芹(１７１５－１７６３),名沾,字梦阮,出身贵族世家,经历了一个封建富豪家庭

盛极而衰的过程.«红楼梦»写了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从繁荣走向衰败的故事,在艺

术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因而有人戏称«红楼梦»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引起了后来者的广泛兴趣.自«红楼梦»

问世以来,红学研究长盛不衰,红学分支绵延不绝,但笔者观察发现,研究«红楼

梦»的版本、服饰、文化、美食、建筑、环境、花草、人物、诗词、政治、经济等者众多,

但研究«红楼梦»中的中药者不多见.

一部«红楼梦»,几多中医情.«红楼梦»描写了大量的医学活动.有人做过统

计,«红楼梦»中涉及的医药卫生知识计２９０多处,５万余字.使用的医学术语１６１
条,描写的病例１１４种,中医病案１３个,方剂４５个,中药１２５种,西药３种.一部

小说中包合如此丰富的中药知识,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如«红楼梦»

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中的薛宝钗年幼时得了一种病,

任何名医仙药都不见效,后遇一位瘌头和尚诊治,说是胎里带来的热毒,开了一个

“海上方”,另给了包药末子作引子.宝钗服后见了效.这“海上方”实际上除了

露、霜、雪和蜂蜜外,再就是四种花.即春天的白牡丹,夏天的白荷花,秋天的白芙

蓉,冬天的白梅花四种花的花蕊.第十回“金寡妇贪利权受辱,张太医论病细穷

源”中的“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中,以建莲子为引.这建莲即产于福建的莲子.

«红楼梦»中,曹雪芹用了将近１/３的篇幅,描述了众多人物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活动:就其规模而言,则有大宴、小宴、盛宴;就其时间而言,则有午宴、晚宴、夜宴;

就其内容而言,则有生日宴、寿宴、真寿宴、省亲宴、家宴、接风宴、诗宴、灯谜宴、合

欢宴、梅花宴、海棠宴、螃蟹宴;就其节令而言,则有中秋宴、端阳宴、元宵宴;就其

设宴地方面言,则又有劳园宴、太虚幻境宴、大观园宴、大厅宴、小厅宴、怡红院夜

宴等等.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在这些宴席中,曹雪芹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

张张的美食清单,如主食类的碧粳粥、豆腐皮的包子、枣泥馅的山药糕、御田粳米

粥、冰糖燕窝粥、鸭子肉粥、枣儿熬的粳米粥、燕窝粥;菜类的火腿炖肘子、鸽子蛋、

茄鲞、鸡髓笋、糟鹌鹑、烧鹿肉、糟鹅掌鸭信、炸鹌鹑、牛乳蒸羊羔、油盐炒枸杞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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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酒酿清蒸鸭子、腌的胭脂鹅脯、奶油松瓤卷酥;汤类的酸笋鸡皮汤、燕窝汤、香

薷饮解暑汤、酸梅汤、莲叶羹、野鸡崽子汤、虾丸鸡皮汤;酒类的烧酒、屠苏酒、西洋

葡萄酒、绍兴酒;茶类的枫露茶、六安茶、老君眉、女儿茶(普洱茶)、杏仁茶;饮料类

的木樨清露、玫瑰清露;小吃类的糖蒸酥酪、松子穰、风干栗子、糖腌的玫瑰卤子、

藕粉桂糖糕、松穰鹅油卷、螃蟹馅小饺儿、菱粉糕、桂花糖蒸新栗粉糕;食物类的砂

仁、红菱、鸡头、荔枝、木瓜等,更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完整的红楼饮食文化体系.有

感于此,笔者在研读«红楼梦»的基础上,广搜博辑,斟酌筛选,编著了这本«读红楼

美食,学中医»,奉献给广大读者,使广大读者通过是书了解清朝时的中医药现状,

领略封建大家族的饮食特点与嗜好,知晓明清时期的饮食文化.使广大读者能足

不出户便能“按图索骥”,选肴美食,品尝红楼菜肴,领略大家风味,回味昔日荣华,

重温贾府旧景.

本书中美食方来源有三,一是来源于原著回目,如«红楼梦»第三十五回“白玉

钏亲尝莲叶羹,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中的莲叶、莲叶羹;第六十回“茉莉粉替去蔷薇

硝,玫瑰露引来茯苓霜”中的茉莉花、蔷薇花、玫瑰、玫瑰露、茯苓、茯苓霜等.二是

来源于原著正文,如«红楼梦»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中秦氏患病后,凤姐、尤氏、王夫人、邢夫人等一起来看秦氏,王熙凤“看见秦氏的

光景,虽未甚添病,但是那脸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于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说了些

闲话儿,又将这病无妨的话开导了一遍.秦氏说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

现过了冬至,又没怎么样,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婶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罢.昨

日老太太赏的那枣泥馅的山药糕,我倒吃了两块,倒象克化的动似的”.这“枣泥

馅的山药糕”便是红楼美食、大枣、山药为常用中药,又为药食两用食物.又如«红

楼梦»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宝玉来到薛姨妈家玩,薛姨

妈摆了几样细巧茶食,留他们喝茶吃果子,宝玉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

鹅掌鸭信.薛姨妈听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这“鹅掌鸭信”也是红

楼美食之一,鹅肉、鹅掌为药食两用食物.三是来源于原著正文的中药、食物,由

此引出食疗方,如«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中袭人叫宋妈妈给史姑娘送东西去,宋妈妈说:“姑娘只管交给我,有话说与我,我

收拾了就好一顺去”.于是袭人端过两个小掐丝盒子来.先揭开一个,里面装的

是红菱和鸡头两样鲜果,又拿一个,是一碟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这里的红菱即

常用食物菱角,鸡头即常用食物芡实,栗粉糕即板栗糕.菱角、芡实、板栗为药食

两用食物.«红楼梦»第八十七回“感深秋抚琴悲往事,坐禅寂走火入邪魔”中秋风

习习,落叶飘飘,勾起了林黛玉的乡愁,以致茶饭不思,食欲减退,紫娟看见这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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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对黛玉说:“给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汤,加了一点儿虾米儿,配了点青笋紫

菜”,黛玉就着“南来的五香大头菜,拌些麻油醋”,吃了半碗粥.餐桌上的火肉(火

腿肉)、白菜、虾米、青笋、紫菜、五香大头菜等都是药食两用食物.具体撰写时则

从原著回目或正文引出中药、美食及美食方,而后告知中药及食物来源、性味、功

用.制作方法、美食以外的食疗方等.本书分为上下二卷,上卷为诊疗与药方,包

括药理、中成药.常用中药.下卷为美食与药方,包括强身健体类美食、开胃消食

类美食、杀虫止痛类美食、清热解毒类美食、祛风解表类美食、止咳化痰平喘类美

食、养血通乳类美食、养心安神类美食、降糖降压降脂类美食、防老抗癌类美食、美

容养颜类美食、调味类美食、其他类美食等.使广大读者能按方选食,选方疗疾,

择膳养生,提高健康水平.

本书适用于红学、中药、美食爱好者使用,对中医、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教学工

作者等也有实用价值.具体使用«红楼梦»中的中医药、美食方时,应在当地有经

验的医师、药师或膳食护师指导下使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众多学者、专家、教授的帮助,尤其是湖北科学技术

出版社的编校人员对是书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表谢意.此外,还参考

引用了许多文献,限于篇幅,末能一一标明出处,在此一并致谢,盼请谅解.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以求再版时

修正.

编著者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０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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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药理

中药即中医用药,为中国传统中医特有药物.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

中药材.目前２０１０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载药材及饮片、植物油脂和提取物、成
方和单味制剂等,品种共计２１３６种,中成药１６４０个.

煎 药 用 水

原文赏析

«红楼梦»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中的薛宝钗年幼时

得了一种病,任何名医仙药都不见效,后遇一位

瘌头和尚诊治,说是胎里带来的热毒,开了一个

“海上方”,另给了包药末子作引子.宝钗服后

见了效.这“海上方”实际上除了露、霜、雪和蜂

蜜外,再就是四种花.即春天的白牡丹,夏天的

白荷花,秋天的白芙蓉,冬天的白梅花四种花的

花蕊.

中医观点

露、霜、雪都是中药煎药常用的水,中医学

博大精深,煎药用水甚为讲究,不像现在,不论煎何种中药,均是一罐自来水煎而

服之,疗效便打了折扣.那么,常用的煎药用水有哪些呢?
雨水:指立春时的雨水,咸平无毒,禀升发之气,宜煎发散及补益类药物.
露水:指秋露频繁时收集的水,宜煎祛暑、润肺类药物.
液雨:立冬后十日谓入液,至小雪为出液,在这段时间里收集的雨水叫“液

雨”,宜煎杀虫、消积类药物.
雪水:其性大寒,宜煎煮治疗天行时气瘟热、癫狂等疾病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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潦水:降注雨水谓之潦,空中所接称潦水.可煎调脾胃、祛湿热类药物,取其

味薄不助湿热之功.

东流水:即江河溪流水,用以煎熬调治病后虚弱、脾胃不足、劳后阴虚等疾病

类药物.

逆流水:即江河中洄澜之水,其性逆而倒上,可用以煎煮因中风、卒厥、头风、

疟疾等病的药.这东流水、逆流水,古人无非是取其流水不腐、新鲜、干净之特点.

井水:多用以煎熬治热痢、反胃、消渴等药物及补阴、退虚火的药物.井水经

自然过滤后,明净卫生,是农村中较为理想的煎药水.

温汤:指温泉水,多配合中药,外洗疥癣、皮炎、风湿关节疼痛、半身不遂等疾病.

阴阳水:即生水、开水各半和匀,用以煎调中、消食、涌吐之类药物.

自来水:这是目前广泛应用的煎中药水,洁净卫生自不待言,但不应现接现

煎,以干净容器上午接、下午煎较好.否则,氯重味涩口感差.

引　经　药

原文赏析

«红楼梦»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中的薛宝钗年幼时

得了一种病,任何名医仙药都不见效,后遇一位瘌头和尚诊治,说是胎里带来的热

毒,开了一个“海上方”,另给了包药末子作引子.

第十回“金寡妇贪利权受辱,张太医论

病细穷源”中写道:贾蓉媳妇秦可卿病重,迭
经治疗,效果不显,后经冯紫英介绍张太医,

诊脉片刻工夫就将秦可卿的病症揣摩得八

九不离十.尔后,张太医提笔开了一药方,

乃是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处方为人参、白
术、茯苓、熟地、归身、白芍、川芎、黄芪、香
附、醋柴胡、怀山药、真阿胶、延胡索、炙甘草.最后,引用建莲子七粒去心,大枣

二枚.

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潇湘子雅谑补余香”中刘姥姥二进大观园,

贾母陪着多吃了些,一时身子觉得不舒服,贾珍贾琏忙请王太医视诊,视诊毕后,

出到外书房中.王太医说:“太夫人并无别症,偶感一点风凉,究竟不用吃药,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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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清淡些,暖着一点儿,就好了.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若老人家爱吃便按方煎一

剂吃,若懒得吃,也就罢了.”说着吃过茶写了方子.刚要告辞,只见奶子抱了大姐

儿出来,笑说:“王老爷也瞧瞧我们”.王太医听说忙起身,就奶子怀中,左手托着

大姐儿的手,右手诊了一诊,又摸了一摸头,又叫伸出舌头来瞧瞧,笑道:“我说姐

儿又骂我了,只是要清清净净的饿两顿就好了.不必吃煎药,我送丸药来,临睡时

用姜汤研开,吃下去就是了”.说毕作辞而去.这“建莲子、大枣”“临睡时用姜汤

研开”,即中医常说的引经药.

中医观点

引经药,又称引经报使药,民间俗称“药引子”.中医处方是以“君、臣、佐、使”

的原则来做药物配伍的,药引就是“使药”.

一、药引的主要作用

引经作用:药引可引导药物对机体的某一部位或脏腑充分发挥治疗作用,如
治疗肾阴亏的六味地黄丸,常以淡盐水作为药引送服,因为咸味入肾可以引导药

物而发挥治疗作用.

增强疗效:引经药作药引以辅助主

药,可提高主药的疗效,如治疗风寒感冒

的辛温解表方中,常以生姜或葱白为药

引,因其可增强发汗解表作用;又如补气

利水的黄芪,加健脾利水的茯苓为引,可
提高利水功效.

解毒作用:有些药物有小毒,加入引

药可降低或消除其毒性,如生南星、生半

夏加生姜;乌头、附子加饴糖为引,均可降低其毒性.

缓和药性:有些药物作用猛烈,加些药引可缓和药性,并保护正气.如葶苈大

枣泻肺汤中,以大枣为引,可缓和葶苈的烈性,达到泻肺而不伤肺的目的.

保护脾胃:有些药物对脾胃有影响,或刺激胃肠道,使消化吸收功能下降或出

现胃肠道反应,加些药引可保护脾胃,如清热解暑的白虎汤苦寒败胃,常加大米为

药引以护胃扶正.

矫味作用:有些中药味苦难咽或有异味不堪入口,可加些药引矫味,如治疗百

日咳的猪苦胆、鸡苦胆,常以红糖或冰糖为药引,以减轻苦涩味.诸多中医处方中

常以甘草为药引,因为甘草能“调和诸药”,并起矫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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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几种常用药引

生姜:有发表散寒,温胃止呕,解毒止痛之功,治疗风寒感冒及各种呕吐,腹痛

等症,常用作药引,用量３~１０克,或３~５片.

葱白:有通阳发表之功,治疗风寒感冒,头痛鼻塞,阴寒腹痛等症,常用作药

引,用量３~１０克或２~３根.

红糖:有活血化瘀,补血养肝之功,治疗妇科诸疾

如虚寒痛经,月经量少,产后腹痛,恶露不尽等,常用

作药引,用量１０~１５克.

白糖:有补中缓急,润肺生津之功,治疗中焦虚弱

引起的脘腹疼痛,以及肺燥咳嗽,干咳少痰,口干口渴

等病,常用作药引,用量１０~１５克.

冰糖:性味、功效与白糖相似,惟滋补作用较好.

饴糖:有补中益气,缓急止痛,润肺止咳,解诸药毒的功效,治疗脾胃虚弱,虚
寒腹痛,肺燥咳嗽,以及使用附子、乌头、天 雄 等 药 物 时,常 用 作 药 引,用 量

３０~６０克.

蜂蜜:功用同饴糖,而兼有润肠通便之功,用量１０~３０克.

酒类:有温经止痛,舒筋活血,散寒止痛

之功,还有引药势之功,可引导药物直达病

灶,且药物中性沉降者得之则开,呆滞者得

之则行,治疗寒滞经脉,瘀血内阻,风寒湿

痹,筋脉挛急等,常用作药引,使用时以黄酒

为佳,用量２０~５０毫升,用白酒时可酌减.

食盐:有涌吐痰涎,清火凉血,润肠通

便,引药入肾之功,中医认为,咸入肾,肾欲咸,所以治疗肾脏病变如腰膝酸软,阳
痿,遗精,腰痛,脱发等,皆可用作药引,用量１~２克.

米醋:有活血化瘀,解毒止血,安蛔止痛之功,治疗因瘀血内阻所引起的崩漏,

以及便血,赤白带下,衄血,虫积腹痛等,常用作药引,用量２０~４０毫升.

米汤:米汤因含米油(即浮于汤面上的稠样物),而有补中益气,健脾开胃之

功,治疗脾胃亏虚,中气不足,肠道疾病,常用作药引,特别是用有苦寒性的药物如

白虎汤,以米汤为药引更能制其药性之偏.米汤以小米为最好,大米次之.用时

要取粥上面的汤汁,不拘浓淡,也不限用量.

大枣: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缓和药性之功,治疗脾胃亏虚,倦怠乏力,血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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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黄,神志不安,失眠多梦,心悸不安,妇女脏躁等病,常用作药引,在服用攻下药

和各种作用猛烈的药物时,也可用作药引,以缓解药性,调和诸药,如十枣汤中,即
以大枣作药引,用量３~２０枚.

灯心草:甘、淡、微寒,入心、小肠经,能清心除烦,利尿通淋,治疗心火亢盛、小
便短赤时,宜用灯心草一小把为引.

中 药 剂 型

原文赏析

«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中写道:王夫

人见了林黛玉,于是问道:大姑娘,你吃那鲍太医的药可好些? 林黛玉回答说:也
不过这么着.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宝玉说: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

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点风寒,不过吃两剂煎药就好了,散了风寒,还是吃

丸药的好.中医认为,丸则缓也.黛玉患的是慢性病,吃丸药可徐徐收效.可见

宝玉深谙中医之道.

中医观点

中药剂型除汤剂、丸剂外,目前较为常用的中药剂型还有片剂、冲剂、膏剂、酒
剂、糖浆剂和注射剂等等,不同的中药剂型具有不同的作用特点,患者倘若能根据

自身的病情合理选用,则可获得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

１．汤剂:汤剂也叫汤药,即中

药煎煮去渣以后的汤液.汤剂的

组成十分灵活,可以根据病情变

化随症加减,汤剂在胃肠道内的

吸收比较快.因此,不仅应用广

泛,而且效果较好,其最大的缺点

是服用量较大,且携带不方便.

２．丸剂:丸剂,又称丸药,由中药研细粉后加入赋形剂制成,常用的有蜜丸和

水丸两种.丸药在胃肠道内的吸收比较缓慢,因此作用也比较缓和,故常有“丸则

缓也”之说,但药力维持的时间比较持久.所以,大都适用于一些慢性疾病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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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所以贾宝玉说林黛玉吃丸药比较理想.根据黏合剂的不同,丸剂分为以下

几类:
(１)蜜丸:药材细粉以蜂蜜为黏合剂制成,是中医临床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丸

重在０．５克以上(含０．５克)称为大蜜丸,丸重在０．５克以下为小蜜丸.蜂蜜富有

营养,并有润肺止咳、润肠通便的功能,同时还有质地柔润、吸收缓慢、作用缓和的

特点.滋补类药物、小儿用药、贵重及含易挥发性成分的药物常制成蜜丸.多用

于治疗慢性病和虚弱性疾病,如六味地黄丸、人参鹿茸丸等.
(２)水蜜丸:药材细粉以水和蜂蜜按适当比例混

匀为黏合剂制成.水蜜丸的特点与蜜丸相似,作用缓

慢、持久,但因用蜜较蜜丸少,故含水量低、易保存和

服用.多用于补益类药物,如补中益气丸等.
(３)水丸:药材细粉以水或醋、药汁、黄酒等为黏

合剂制成.因特殊需要,水丸还可包衣.泛制水丸体

积小,表面致密光滑,便于吞服,不易吸潮.

(４)浓缩丸:全部药材或部分药材的煎液或提取液,与适宜的辅料或药物细粉

加适宜的黏合剂制成.根据黏合剂的不同,又分为浓缩蜜丸、浓缩水丸、浓缩水蜜

丸.浓缩丸体积小,药物有效成分含量高,易于服用,在体内溶化吸收比较缓慢.

浓缩丸适用于慢性疾病等多种疾病.

(５)糊丸:药材细粉以米糊或面糊为黏合剂制成.糊丸质地坚硬,在体内崩解

慢,内服既可延长药效,又能减少某些毒性成分的释放或减缓刺激性成分对胃肠

的刺激.刺激性较大或有毒药物宜制成糊丸.

(６)蜡丸:药材细粉以蜂蜡为黏合剂制成.蜡丸是中成药的长效剂型之一,溶

化极其缓慢,可延长药效,防止药物中毒或其他原因对胃引起的刺激作用.处方

中含较多的剧毒或强刺激性药物,或要求在肠道吸收的中成药,都可制成蜡丸.

为中成药传统剂型,品种已不常见.

(７)微丸:药材细粉以水或酒泛丸,或以百草霜为衣,采用现代技术制成.微

丸直径小于２．５毫米,体积小,应用剂量小,服用方便,吸收平稳.微丸适宜于刺

激性药物,贵重或细料药材多制备成微丸.

３．片剂:片剂由中药粉与赋形剂混合后压制而成,有的外表包有一层糖衣.

片剂的药物含量比较准确,服用也比较方便,急性病和慢性疾病患者都可以使用.

４．胶囊剂:胶囊剂由中药粉灌装而成.胶囊剂的药物含量比较准确,服用也

比较方便,急性病和慢性病患者都可以使用.

(１)硬胶囊剂:硬胶囊剂是将适量的药材提取物、药材提取物加药粉或辅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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