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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醫為什麼會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學者

的青睞？
中醫學模式和新提出的社會——心理——生物醫學模式基本上

是相通的。兩者都不把「人」視為一個超然獨立、與世無關的實體，

而是看作社會環境中的一員。因此，認識健康與疾病，不僅着眼於

個體，更着眼於人與周圍環境的相互關係和相互影響，把醫務工作

者的注意力從單純注重「病」轉移到首先注重生病的「人」，其次

考慮他所患的「病」，不可只見病，不顧病人。 

當然，中醫學模式的內涵還要豐富得多。當西方這種新的醫學

模式在解釋某些因素與疾病的關係遇到困難時，可以從中醫學模式

中得到啟迪和借鑑。這就是中醫學之所以越來越受到國際學者重視

的原因。  

二、中醫很難學會嗎？
要想學好中醫，首先必須培養對中醫學的濃厚興趣，這是踏入

中醫門檻的第一步。其次要肯吃苦，勤奮讀書。中醫古籍浩如煙海，

要想掌握它，別無捷徑，惟有讀書才是進入中醫殿堂的必由之路。

最後就是注重實踐，實踐才能出真知。  

預防勝於治療，健康勝於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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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醫為什麼受歡迎？
儘管西醫發展得很快，但它並不是完美無缺的。譬如西醫往往

只強調外因對機體的損害，而忽視內因的作用；把傳染病的致病原

因絕對歸咎於病原體，很少考慮機體自身的條件以及環境、精神因

素對機體的影響。而在這些方面，恰恰是中醫的優勢所在，中醫強

調整體觀念，治療重在「調整陰陽」，調動患者自身的免疫能力和

抗病能力。這樣就可以彌補西醫的某些不足。 

另外，大家也可能碰到這樣的情況，請西醫治病，某個組織或

器官的病很快好了，但其他組織或器官卻出了毛病。這就是西醫合

成藥品的副作用。而中醫藥治病一般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四、中醫和西醫有什麼不同？
中醫把人體看作是一個以五臟六腑為中心，通過經絡與各部位

聯繫起來的有機整體。 

西醫則是通過人體解剖學和動物的生理、病理實驗來研究人體

的結構和它們功能之間的關係。因此可以說，中醫比較重視整體及

臟腑之間的內在聯繫，西醫比較重視局部及微觀的研究。 

由於研究的基礎和方法不同，二者在治療上也有很大的區別。

凡是有看過中醫和西醫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印象，中醫師給人看病，

比較重視病人的主訴，並且通過醫生的望、聞、問、切四診得來的

資料，再結合病人的年齡、性別和體質等因素，加以全面的、綜合

的分析判斷，然後決定治療原則和處方用藥。中醫治病，不單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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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病，而是從整體出發，把病和人聯繫起來看。 

而西醫往往比較重視客觀的物理和化學檢查結果。舉一個簡單

的例子，一個發燒病人去看西醫，醫生首先得判斷出發燒的原因是

什麼，也就是說是由病毒引起還是由細菌感染引起。於是醫生就會

開一些化驗單讓病人去檢查，根據化驗結果，如果是病毒感染，就

用抗病毒藥治療；如果是細菌感染，就用抗菌素治療。  

五、中醫是科學的嗎？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而中醫還在講陰陽五行，

於是人們不禁會問：「中醫是不是落伍了？中醫科學嗎？」 

從中醫出現至今，經歷了兩千多年，在這漫長的年代裏，中醫

不僅沒有失傳，而且長盛不衰，關鍵就在於它獨特的理論體系和行

之有效的治療手段。而西方醫學從產生到現在不過才三四百年的時

間。許多西醫治不了的或者療效不好的疾病，寄望於中醫，往往能

取得滿意的療效。 

中醫和西醫屬完全不同的兩個理論體系，它們形成和發展的歷

史條件也不同。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西醫的尺度去衡量中醫，

更不能牽強地以西醫的某些原理和數據作為判斷中醫是不是科學的

唯一標準。 

當然，中醫有它自身的弱點。譬如中醫理論聽起來比較模糊，

有些病例在臨床上確有療效，但還不能給以科學的論證和解釋等等。

但是，我們知道，任何科學都是不斷完善和發展起來的。中醫學也

是如此。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因為某些弱點就懷疑中醫學的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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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醫治病能治「根」是什麼意思？
中醫歷來很重視整體觀，即把人當作一個整體，因而治療時不

是簡單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標本兼顧，治病求本。 

如處於同一自然環境中有些人很健康，有些人則反覆感冒，這

是由於正氣不固，不能抵禦外邪所致，中醫治療此病不僅疏風解表

以治療其外感症狀，同時待感冒症狀緩解後，還要給予患者玉屏風

散（北蓍、白朮、防風）治療，以扶助五氣，增強抗病能力，防禦

外邪之侵襲而使感冒不再重複。 

又如患慢性腹瀉的病人，如果一天大便數次，食慾不佳，必然

體虛乏力，中醫治療時不僅應固澀止瀉以治其標，同時又要健脾和

胃使病人食慾增強，體力恢復。 

又如肝硬化腹水的患者，雖有腹大如甕、腹水雍盛、脹滿難忍、

二便不通等症狀，但此時機體正氣不足，氣血陰陽已明顯虛衰，治

療時可先行氣利水以消除脹滿，但此法只為暫時權宜之計，待脹滿

稍有緩解時，還要調氣血、和陰陽來治本。

以上治療方法均屬治病求本，審症求因，治病治「根」之意。  

七、何為異病同治和同病異治？
中醫雖然重視症，但也不忽視病，常常是病症結合，同病異治，

異病同治。 

如子宮下垂、胃下垂及脫肛雖屬三種不同的病，但三者均有氣

短乏力、氣向下墜等中氣下陷之症，故均可用補中益氣、升舉清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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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同一種治療方法而達到治癒疾病的目的，此即異病同治。 

又如感冒因外感邪氣的不同，一般分為風寒性、風熱性、風濕

性以及時疫性感冒，臨床根據病性不同，而分別採用辛溫解表、辛

涼解表、除濕解表及清解疫毒等不同的治療方法，此即同病異治。 

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的方法在臨床上運用得非常普遍和頻繁，

它是中醫辨症施治原則的一種具體體現。  

八、中醫只能治療慢性病，不能治急症嗎？
常年不癒的慢性病通過中醫治療，確實療效較好。 

如高血壓、慢性胃腸病、慢性肝炎、慢性腎炎、神經衰弱、月

經不調等等，但並不是說中醫不能治療急症，如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尤其是病毒性感冒，中草藥不僅有它獨特的抗病毒之效力，同時又

能解表透邪，引邪外出，所以中醫治療感冒往往比用抗菌素的效果

更好。 

其他如急性胃腸炎、急性泌尿系統感染、急性腎炎、急性肝炎

等均可用中醫治療。 

但有些急症是不宜用中醫治療的，如急性外傷性大出血、急性

心衰、急性中毒等等。 

總之，中醫以治療慢性病為主，對某些急症也有意想不到的效

果。

何國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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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厭食
小兒厭食症是各年齡期兒童均可發病的，但以一至六歲最常見，

臨床以小兒較長時間見食不貪、食慾不振，甚至拒食為主要特
徵。中醫認為其發病原因是由於脾胃虛弱或飲食不節、餵養不當、
脾胃不和、運化失職而致。癒後一般情況良好，若長期不癒，可導
致正氣虛損，影響小兒的生長發育，亦可轉為疳症，即營養不良，
有此病的兒童宜少吃多餐，煮食時應注意色、香、味，以刺激食慾，
可多選食新鮮蔬菜水果，少吃零食及油膩食品，添加食量應由少到
多，品種由簡單到複雜，切忌暴食。下列食療方劑對此病有一定療
效，可辨症選用。 

【一、積滯傷脾型】
其症見納呆厭食，嘔吐酸餿乳食殘渣，脘腹脹痛，大便臭穢，

或瀉下不化食渣，煩躁哭鬧，或伴低熱，手足心熱，舌苔厚膩，脈
弦而滑。

紅蘿蔔湯（一人分量）

材料：�紅蘿蔔約四兩，紅糖少許。

製法：�紅蘿蔔洗淨切塊，放入瓦煲內，加兩碗半水，大

火煮沸後，改用慢火煲約半小時，加入紅糖，煲

片刻，即可飲用。

山楂粥（一人分量）

材料：�山楂一兩半，粳米一兩半，白砂糖少許。

製法：�山楂洗淨，放入瓦煲內，加入清水八碗，大火煮

沸後，改用慢火煲約四十五分鐘，取汁去渣。粳

米洗淨放入瓦煲內，加入山楂汁，大火煮沸後，

改用慢火煲約半小時，加入白砂糖，即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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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脾胃虛弱型】
其症見面色萎黃，困倦無力，不思飲食，腹滿喜按，大便溏薄

或夾有乳食殘渣，或兼嘔吐，夜不安，唇舌色淡，苔白厚膩，脈細
滑或細弱。

大棗瘦肉湯（一人分量）

材料：�大棗十枚，雞內金一錢，豬瘦肉四兩，生薑兩片，

鹽少許。

製法：�以上材料洗淨，豬瘦肉汆水備用，然後將所有材料

放入瓦煲內，加清水四碗，大火煮沸後，改用慢火

煲約一小時，加入少許鹽，煲片刻，即可飲用。

鯽魚湯（一人分量）

材料：�白鯽魚一條，生薑五片，胡椒粉適量，鹽少許。

製法：�白鯽魚劏洗乾淨，去內臟。生薑洗淨，與胡椒粉

一同放入魚肚內，再放入燉盅，加清水一碗，大

火煮沸後，改用慢火隔水燉約一個半小時，加少

許鹽，再燉片刻，即可飲用。

小兒厭食症除採用藥膳療法外，還要禁止小兒吃肥甘厚味和生
冷飲食，同時要忌吃不易消化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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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脾虛
有些病人問：中醫所指的脾是在哪裏？有何作用？其實脾是在身

體的中焦，在膈之下，與胃以膜相連，是消化系統的主要臟器。
中醫認為脾有消化、吸收、運輸營養物質的功能，食物經過消化後，
由脾吸收其中的營養物質，並轉輸到主身，營養各臟腑器官。 

小兒若脾虛，就會出現不思飲食、腹脹便爛、面黃肌瘦、倦怠
乏力、睡時露睛、營養不良、心跳、氣短、自汗、盜汗，甚至令腎
失所養，致腦髓不充、健忘失眠、思維遲鈍、發育遲緩、腰痠腿軟等。
以上病症均與脾功能受損有關，所以保護好小兒的脾是很重要的，
以下介紹的幾款食療對脾虛的小兒都很有幫助。

牛肉汁（一人分量）

材料：�牛肉半斤，鹽少許。

製法：�牛肉洗淨切片，汆水後放入燉盅內，加滾水三碗，

大火煮沸後，改用慢火隔水燉一個半小時，加少

許鹽，再燉片刻，即可飲用。可分幾次飲用。

功效：�經常飲用，對脾功能有保護作用。

蓮子粥（一至二人分量）

材料：�蓮子肉（去皮去心）一兩半，糯米一兩半，冰糖

少許。

製法：�以上材料洗淨，蓮子肉放入瓦煲內，加清水八碗，

大火煮沸後，改用慢火煲約一小時，加入糯米及

冰糖，再煲二十分鐘，即可服用。

功效：�健脾止瀉，開胃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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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雪耳豬瘦肉湯（一至二人分量）

材料：�雪耳三錢，豬瘦肉四兩，南棗十枚，鹽少許。

製法：�先將雪耳浸發，洗淨。豬瘦肉洗淨後汆水備用。

南棗洗淨。將所有材料放入燉盅內，加清水兩碗

半，大火煮沸後，改用慢火隔水燉一個半小時，

加少許鹽調味，即可服用。

功效：�可治病後體虛，生津益氣。

脾虛小兒飲食以滋補為主，以補而不膩，補而不燥，少吃多餐
為原則，忌食生冷、油膩、辛辣、油炸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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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哮喘的分型食療
小兒哮喘是兒科常見病之一。春秋季發病率較高，常反覆發作。

每因氣候驟變，寒溫失調，接觸異物，內傷飲食而誘發。 
哮喘有虛實之分。新病屬實，久病必虛。在急性發作階段，如

果是由於外感風寒，內傷生冷，寒伏肺內而聚液生痰，或由於平素
身體虛弱而導致寒痰內伏的，則表現為「寒性哮喘」。由於體熱偏
盛，痰熱鬱肺，或寒痰久伏化熱而引致的，則為「熱性哮喘」。

「熱性哮喘」應清肺化痰止喘，「寒性哮喘」則應溫肺化痰止
喘。在緩解期，應扶助正氣，健脾補肺，補腎固本，強壯身體。 

發作期
病始噴嚏、喉癢、胸悶，繼而咳嗽、氣促、喉間哮鳴，喘憋鼻煽，

不能平臥，嚴重病例哮喘持續。

【一、熱性哮喘】
除上述症狀外，痰稠色黃，發熱面紅，胸悶膈滿，渴喜冷飲，

大便乾燥或秘結，小便黃，舌苔薄黃或黃膩，脈滑數。
治法：清肺化痰止喘。

杏梨枇杷飲（一人分量）

材料：�北杏仁三錢，大鴨梨（雪梨）一至兩個，枇杷葉

三錢。

製法：�全材料洗淨，大鴨梨連皮去心切片。所有材料放

入瓦煲，加入清水四碗半，大火煮沸後，改用慢

火煲成一碗半，分一至二次飲用。每日一次，連

用三天。�



第
一
章

27

小
兒
護
理
食
療

27

杏
梨
枇
杷
飲



家
庭
四
季
保
健
方

28

白果冬瓜子杏仁飲（一人分量）

材料：�白果肉六粒，冬瓜仁一兩，北杏仁三錢，冰糖少

許。

製法：�全部材料洗淨後放入瓦煲，加清水三碗，大火煮

沸後，改用慢火煲成一碗半，去渣，加入冰糖調

味，即可飲用。可分二至三次服，連用三天。�

【二、寒性哮喘】
咳嗽氣促，喉間有哮鳴音，咳痰清稀色白，呈黏沫狀，形寒無

汗，面色青白，四肢不溫，口不渴，或渴喜熱飲，舌苔薄白或白膩，
脈浮滑。 

治法：溫肺化痰止喘。

合桃燉蜂蜜（一人分量）

材料：�合桃肉（連衣）一兩，南杏五錢，蜂蜜、生薑汁

兩茶匙。

製法：�合桃肉和南杏搗爛，加入蜂蜜、生薑汁和清水一碗，

以慢火隔水燉一小時，即可服用。

白果杏仁糖水（一人分量）

材料：�白果（炒熟後去殼）三錢，南杏四錢，生薑三片，

紅糖適量。

製法：�白果、南杏、生薑洗淨後放入瓦煲，加入清水三

碗，煎至一碗，加入紅糖調味，即可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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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期
患兒久喘導致脾肺氣虛，更嚴重者可出現腎虛。可表現為面色

黃白，眼窩發青，自汗怕冷，四肢不溫，倦怠乏力，氣短懶言，食
少消瘦，咳嗽痰多，大便溏瀉等。苔少，舌質淡，脈細緩無力。 

治法：健脾補肺，補腎固本。

燕窩燉鵪鶉蛋（一人分量）

材料：�燕窩一至二錢，鵪鶉蛋一至二隻，冰糖適量。

製法：�燕窩浸洗去毛，加清水一碗、冰糖和去殼的熟鵪

鶉蛋，大火煮沸後，改用慢火隔水燉兩小時。分

早晚一次食用。�

蛤蚧雞肉湯（一至二人分量）

材料：�蛤蚧一對，雞肉四兩，淮山三錢，南杏四錢，合

桃肉（連衣）五錢，陳皮一角。

製法：�所有材料洗淨後放入瓦煲，加清水六碗，大火煮

沸後，改用慢火煎成兩碗，分次飲用。�

飲食要點：

（一）過食生冷可損脾胃。脾胃傷則水濕不化，濕聚生痰，痰
阻氣道而作喘，故平素應忌食生冷，如冷飲瓜果要少食。 

（二）過食酸鹹可誘發本病，因此飲食不要過酸過鹹。 
（三）過食肥甘可積熱蒸痰，痰黃黏稠，阻塞氣道而作喘，因

此也要注意少食肥甘之物。 
（四）避免接觸異物，對魚蝦過敏者應禁食魚蝦。還應忌食辛辣

食品。  
對於秋冬季節易發哮喘的患兒，應在夏秋季節開始治療其本，

可減少發作次數，並能減輕發作時的症狀。前人總結對哮喘的防治
時，曾指出「發作時治其標，不發作時治其本」及「發作時治肺，
平時治腎」的論述，這一寶貴經驗是指導臨床治療的一個重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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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咳嗽
小兒咳嗽，是由於病邪刺激氣管而出現的一種症候，亦是兒科常

見的疾病之一。
咳嗽的情況很多，但概括起來，不外乎是外感與內傷兩大類。

一般新咳多為外感，久咳多為內傷。以下介紹的幾款藥膳，對兒童
外感及內傷咳嗽，都會有很大的療效。 

外感咳嗽的藥膳療法

【一、風寒咳嗽】
小兒咳嗽頻作，痰白、怕冷、無汗、鼻塞流清涕、舌苔薄白，

宜用疏風散寒，宣肺止咳的湯水。

蘇杏湯（一人分量）

材料：�紫蘇葉三錢，杏仁三錢，生薑三錢，紅糖三錢。

製法：�紫蘇葉、杏仁、生薑洗淨，放入瓦煲內，加入清

水四碗，大火煮沸後，改用慢火煲四十五分鐘，

加入紅糖，即可飲用。

功效：�散風寒、止咳嗽，對外感風寒引起的咳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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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熱咳嗽】
小兒咳嗽頻劇、氣粗或咳聲沙啞、喉燥咽痛、咯痰不順、痰黏

稠或稠黃、咳時汗出、常伴鼻流涕、口渴、頭痛、肢體痠痛身熱、
苔黃。宜用疏風清熱、肅肺化痰的湯水。

桑菊杏仁湯（一人分量） 

材料：�桑葉三錢，菊花三錢，杏仁三錢，白砂糖少許。

製法：�桑葉、菊花、杏仁洗淨，放入瓦煲內，加清水四碗，

大火煮沸後，改用慢火煲四十五分鐘，加少許白

砂糖調味，即可飲用。

功效：�有清熱止咳、清痰的作用。

【三、燥熱咳嗽】
症見乾咳無痰或痰少黏稠、不易咯出、鼻燥咽乾，咳甚可引起

胸痛或兼身熱、舌尖紅、苔黃，宜用潤燥、清熱、宣肺的藥膳。

川貝母燉蜜糖（一人分量） 

材料：�川貝母三錢，蜜糖兩湯匙。

製法：�川貝母洗淨，放入燉盅內，加清水一碗，蜜糖兩

湯匙，大火煮沸後，改用慢火隔水燉一個半小時，

即可飲用。

功效：�潤肺清熱止咳，適用於肺燥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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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傷咳嗽的藥膳療法

【一、痰濕犯肺】
小兒消化不良，使脾為濕困，容易生痰，痰濕內蘊，則肺氣不

順，而發生咳嗽。症狀為咳嗽痰多，色白而稀，精神疲倦，舌淡，
苔白膩，大便爛，無發燒。

陳皮粥（一人分量）

材料：�陳皮三錢，煲粥米一兩。

製法：�以上材料洗淨。將陳皮放入瓦煲內，加入清水四

碗，大火煮沸後，改用慢火煲約三十分鐘，去渣，

加入煲粥米，煲約二十分鐘即可。

功效：�陳皮味辛、苦，性溫無毒，既能行氣，又能燥濕，

與米同煲粥，功能順氣，健胃，化痰止咳，對痰

濕犯肺咳嗽療效較好。

【二、肝火犯肺】
小兒氣逆咳嗽，面紅喉乾，咳時引脅作痛，苔薄黃少津，宜用

清肝瀉火、潤肺化痰的藥膳。

芩地湯（一人分量） 

材料：�黃芩一錢，生地三錢，豬瘦肉四兩。

製法：�以上材料洗淨，放入瓦煲內，加清水四碗，大火

煮沸後，改用慢火煲一小時，即可飲用。

功效：�清火補陰，對肝火犯肺之咳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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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肺陰虧耗】
乾咳、咳聲短促，痰中帶血，口燥咽乾，午後潮熱，手足心熱，

失眠、盜汗、形體消瘦、精神疲倦，舌紅少苔，宜用養陰清肺的藥
膳調理。

元參麥冬烏梅湯（一人分量）  

材料：�元參一錢，麥冬四錢，烏梅兩枚，桔梗二錢，甘

草一錢。

製法：�全部材料洗淨，放入瓦煲內，加清水三碗，大火

煮沸後，改用慢火煲四十五分鐘，即可飲用。�

功效：�能清肺化痰，理氣止咳，適用於陰虛內熱，津枯

口渴，燥咳痰少，黏稠難咯，咽喉不利。

【四、肺脾俱虛】
小兒久咳不止，肺氣必虛，肺虛會影響到脾的運作，可見脾肺

相互影響，其主要徵狀：咳嗽痰多，氣短懶言，肢軟無力，便爛。
易感冒，苔白，宜用健脾補肺理氣化痰的藥膳療法。

二紅湯（一人分量）  

材料：�紅蘿蔔半斤，去核紅棗十二枚。�

製法：�紅蘿蔔去皮洗淨切件，紅棗洗淨，全部材料放入

瓦煲內，加清水四碗，大火煮沸後，改用慢火煲

四十五分鐘，即可飲用。

功效：�能理肺脾之氣而止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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