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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楼梦》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的根基和灵魂,《红楼梦》中包含丰

富的中医药文化内容与专业知识,是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事业的学习基础,也为中医护理教育提供了丰

富素材。 本文从中医护理的特点、基本理论、评估方法、方药基础知识等方面探索整理《红楼梦》中的中医护

理学术思想与内容,探究其深层的中医护理内涵及在生活起居、情志、饮食方面的护理方法,期望能够在中

医护理教学中援引举例提高教学效果,在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同时,培育护生中医药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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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名著,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体现,焕发着不朽的艺术

魅力。 据统计,120 回的《红楼梦》中,以中医药命

名的回目有 11 回,内容涉及疾病医药的有 66 回,
涉及中医描写的有 290 多处,使用医学术语 161
条,描写病例 114

 

例,中医病案 13 则,方剂 45 首,
中药 125 种,涉及中医药 5 万余字[1] 。 曹雪芹独

具匠心地将辨证论治、阴阳五行、诊疗方药、疾病

护理等中医药内容近乎完美地融入文学艺术之

中,使得中医药的运用对人物刻画和情节发展起

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健康力和医药智

慧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医护理学与

中医药学同根同源[2-4] 。 笔者挖掘整理《红楼梦》
中的中医护理相关学术思想内容,期望在探讨构

建现代护理理论与实践体系的路程上,启发新思

路,找寻新方向,在提升中医护理课程学习效果的

同时,帮助学生认同中医药文化价值,培养中医药

文化自信。

1　 中医护理的特点

1. 1　 整体观念　 第 10 回名医张友士答秦可卿病情

时说:“肺经气分太虚者,头目不时眩晕,寅卯间必

然自汗,如坐舟中。 脾土被肝木克制者,必然不思

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又道:“据我看大奶奶

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但聪明太过,则不如

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 此病是忧

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 这段

描述艺术性地呈现了中医诊疗疾病的全过程。 张

太医诊病时能够将患者的生理与心绪、精神情况相

互联系,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 《素问·上古

天真论》云:“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

从来”,强调了养形和养神不可偏废。 中医学认为

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生理、心理、躯体的结合,
并与社会、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故而强调形神共养、
身心共调。 整体观念也是中医护理之特色与优势,
契合当今“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因此临床护

理中,需要护士根据疾病发生的原因、脏腑经络的

变化、患者体质的差异以及外界环境对患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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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全面的观察和评估,进而制定护理措施。
1. 2　 辨证论治　 书中多位女性患有月经病。 秦可

卿体质娇弱,月经“不能按时而至”,且作为宁府管

家媳妇,常思郁太过,伤及肝脾,在医治初期未得准

确治疗。 直到得遇名医张友士诊脉断定秦氏乃血

枯经闭,病势危重,勉力开出“益气养荣补脾和肝

汤”,尽力调养。 同为荣府管家媳妇王熙凤,其体质

与秦氏颇为相似,都为气郁兼有气虚质,但凤姐是

“脂粉堆里的英雄”,小产后仍不重保养,连夜抄检

大观园,遂漏下不止。 此时虽服用“调经养荣丸”,
每天也有大夫诊脉易方,但仍未予以重视,而致气

血双亏。 两人同为月经病,但一个月经后期,一个

崩漏不止,曹雪芹的描述中病因清晰、病理透彻、辨
证精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思想。

中医辨证思维起源于《黄帝内经》。 张仲景在

《伤寒杂病论》中将辨证与护理相结合,强调追溯疾

病的本质,即辨证施护、护病求本。 疾病本质有显

而易见者,有幽而难明者,甚有被假象掩盖者,这要

求护士在复杂的疾病变化中应用科学求真的精神,
善于观察、思考,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抓住疾病的主

要矛盾,采取“扶正祛邪” “同病异护” “异病同护”
“标本缓急”“正护反护” “三因制宜”等方法进行辨

证施护。
2　 中医护理的基本理论

2. 1　 阴阳学说　 第 31 回中,史湘云和丫头翠缕有

一番阴阳之辩。 湘云道:“天地间都由阴阳二气所

生。”翠缕道:“这阴阳是怎么个样儿?”湘云道:“阴

阳可有什么样儿,不过是个气,器物赋了成形。 比

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
就是阴。”“比如那一个树叶儿还分阴阳呢,那边向

上朝阳的便是阳,这边背阴覆下的便是阴。” “走兽

飞禽,雄为阳,雌为阴,牝为阴,牡为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云:“阴阳者,天地之

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

府也。”中医理论体系较为抽象,其中蕴含较多“悟”
的成分,护理专业学生课堂理论讲授时间有限,中
医知识难以内化吸收,因而可以在授课时援引生活

现象举例。 如上段描述,两人自荷花谈起,从天地

日月,花间草木,再说到人与动物的阴阳,湘云循循

解答,深入浅出,可谓经典。 通过借助这段素材,既
生动形象,增加学习兴趣,又能使学生对知识记忆

深刻难忘,提高教学效果。
2. 2　 五行学说 　 第 45 回里宝钗向黛玉道:“昨儿

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 虽说益气

补神,也不宜太热。 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
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
书中用药之奇,当数治宝钗“喘嗽” “热毒”的“海上

方”———“冷香丸”。 其配料难得可巧二字,要“春天

开的白牡丹花蕊” “夏天开的白荷花蕊” “秋天的白

芙蓉蕊”“冬天的白梅花蕊”。
现代教育心理学认为,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可以

让其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主动学习,反之则启而不

发,学而不进。 传统中医知识晦涩难懂、课堂气氛

沉闷,学生存在兴趣不高、主动性不强的畏难情绪。
为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可充分挖掘学生身

边熟知的中医典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习兴

趣。 如举例黛玉每年春分、秋分后,必犯旧疾,平日

不是愁眉,便是常叹,必然导致肝气抑郁过甚,势必

亢逆以制脾土;过思脾伤之极,益发无力以抗肝,结
果肝气愈横,脾气愈弱,可见宝钗的“平肝养胃”之

说确有见地,以此帮助学生理解五行之间的生克乘

侮关系。 通过作者杜撰的“艺术药物”冷香丸讲解

中医五行学说。 青属木、入肝,赤属火、入心,黄属

土、入脾,白属金、入肺,黑属水、入肾,宝钗的咳喘

病在肺经,用白色花蕊入肺经,尤宜治喘嗽。 四花

采摘后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因春分这日昼夜等

长,取阴阳和谐之意。 以此增加教学的趣味性,使
教学内容更加简单、直观,容易被学生掌握与理解,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3　 中医护理评估

　 　 《难经》 云:“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

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明·徐

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首次将望闻问切四字连

用,并强调四诊结合的重要性。 张介宾在《景岳全

书》中强调:“疑似难明处,必须用四诊之法。”但受

限于男女授受不亲等封建观念影响,当时多数中医

诊断时只用一诊,很少有精通四诊者。 直至清《医

宗金鉴》才开始明确提倡四诊合参:“望以目察,闻
以耳占,问以言审,切以指参。 明斯诊道,识病根

源,能合色脉,可以万全……医者明斯,更能互相参

合,则可识万病根源。”之后,“望闻问切,四诊合参”
才逐渐成为评估诊断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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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描述张太医给秦可卿看病,胡太医

给晴雯看病,王太医给黛玉看病,都是直接切脉诊

断。 第 10 回名医张友士为秦可卿诊脉时候的描述

细致:“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调息连至数,
凝神细诊连片刻功夫,换左手,亦复如是。” 虽只寥

寥数语着墨,但脉诊过程跃然纸上,充分体现了中

国古代医疗中脉诊的精髓[5] 。 张太医诊毕,分析

道:“左寸沉数,左关沉伏;右寸细而无力,右关虚而

无神。 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关沉浮

者,乃肝家气滞血亏;右寸细而无力者,乃肺经气分

太虚;右关虚而无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克制。”
在实训课上通过情景模拟结合案例分析,或是

虚拟仿真技术的方式创设情景,将抽象的脉诊过程

形象化。 在学生小组合作的方式下,进行脉诊实

训,并适时提出问题对学生进行引导讨论。 如“脉

诊前的准备工作有哪些?”“脉诊部位在哪里?”等问

题。 还可以启发思考中医脉诊自《脉经》之后,独取

寸口,掌后脉口分寸、关、尺三部,为何张太医并未

言及秦氏尺脉之象? 以此促进学生的自主思考与

小组讨论。
4　 方药基础知识

4. 1　 中药 　 书中出现了多种药材,最集中的当属

第 10 回中张太医为秦可卿开出的药方:白术二钱

土炒,归身二钱酒洗,白芍二钱炒,香附米二钱制,
醋柴胡,怀山药二钱炒,真阿胶二钱蛤粉炒,延胡索

钱半酒炒,炙甘草,建莲子去心等等。 教学中教师

可以此为例,讲解道地药材、中药炮制、用药剂量的

概念。 第 83 回,贾琏请王太医给黛玉诊病,贾琏因

见王太医药方上的柴胡,问道:“血势上冲,柴胡使

得么?”王太医笑道:“二爷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为
吐衄所忌。 岂知用鳖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阳甲

胆之气。 以鳖血制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养肝

阴,制遏邪火。”柴胡味辛苦,归肝胆肺经,可疏肝解

郁,但亦有发散之效,故不宜用于“吐衄” 之症[6] 。
但王太医此方中的柴胡,却是经“鳖血拌炒”炮制而

成,既保留了柴胡疏肝解郁的作用,又去除了其升

散功效,因此正对黛玉之症[7] 。 这一典型案例能够

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炮制对药物药性的影响。
4. 2　 药食两用食材 　 第 6 回:“彼时宝玉迷迷惑

惑,若有所失。 众人忙端上桂圆汤来,呷了两口,遂
起身整衣。”第 116 回:“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圆汤叫

他喝了几口,渐渐的定了神。 后来又连日服桂圆

汤,一天好似一天,渐渐地复原了。”第 34 回贾政痛

打宝玉,在养伤和初愈之际,王夫人与丫鬟袭人的

对话涉及了奇特的饮食描述。 彼时宝玉燥热干渴

想饮用酸梅汤,却被袭人劝阻。 袭人认为,挨打后

的宝玉体内积着热毒瘀血,“酸梅是个收敛的东西,
才刚捱了打,又不许叫喊,自然急的那热毒热血未

免不存在心里,倘或吃下这个去积在心里,再弄出

大病来。”听毕王夫人拿出珍贵难得的贡品———玫

瑰清露。 玫瑰花露和血平肝、养胃散郁,宝玉醒后

得知香露之事,“喜不自禁,即令调来尝试,果然香

妙非常”,喝完后似乎连疼痛都忘了。
书中述及美食的回目有 87 回,食品达 186 种之

多,除了美食品质之高,还在于其融营养、滋补、食
疗于一体。 可以尝试在中医食疗实训课上开展综

合设计性实训,如在挖掘病中秦可卿食用的枣泥山

药糕、怯弱柳五儿食用的牛奶茯苓霜等食疗方的基

础上,要求学生结合自身体质,选择药食两用食材

辨体施膳。 让学生认识到中医食疗所用的食物来

源广泛,是大众易获得的,体会到所学知识可以更

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从而调动主观能动性,增强

运用所学的中医护理知识、方法和技能去解决临床

健康问题的信心。 还可启发学生进行辨证思考,如
宝玉因悲伤过度,导致魂魄出窍、心悸怔忡,俗称

“丢心症”,可用桂圆汤治疗。
4. 3　 方剂 　 从剂型上看,书中描写了丹、丸、汤、
散、饮、锭六种。 第 42 回,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辞行

时,鸳鸯交代刘姥姥所赠药物有梅花点舌丹、紫金

锭、活络丹、催生保命丹,其他章节涉及的还有八珍

益母丸、开窍通神散、归肺固金汤、香薷饮等。 第 28
回,王夫人与宝玉讨论黛玉的药方,宝玉道:“不过

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王夫人道:“不是。”宝玉

又道:“八珍益母丸? 左归? 右归? 再不,就是麦味

地黄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记得有个‘金刚’
两个字的。”宝玉扎手笑道:“从来没听见有个什么

‘金刚丸’,若有了‘金刚丸’自然有‘菩萨散’了。”
宝钗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补心丹。”在讲授方剂知

识时,可以应用参与式教学模式,配合问题式、讨论

式、情景式等多种教学法,鼓励学生课下挖掘书中的

方剂知识,课上分享人物用药情境,帮助理解组方原

则、剂型、常用方剂等知识。 以此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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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可以帮助学生

认识到中医中药在维护人民身体健康上所起到的积

极作用,有利于弘扬、传播中医传统文化,更契合了习

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文化自信”。
4. 4　 用药护理　 小说中对不少中药的性味功效都

有准确表述,用方纯熟,还假借人物之口,指出用药

的不当之处。 如第 51 回,晴雯因外感内滞,患小伤

寒。 府中先请来一位大夫,开了紫苏、桔梗、防风、
荆芥、枳实、麻黄,宝玉看过药方指出枳实、麻黄为

“虎狼之药”,为柔弱女子所不能承受。 后又请来王

太医诊治开方,将后几味药换为养血凉血的当归、
养血柔肝的白芍,药材分量又稍减。 这是因为麻黄

辛温解表、散寒平喘,但其发汗力极强,因此外感风

寒轻证、表虚自汗及阴虚盗汗的虚喘者等应忌用或

慎用,体现了中医学因人施治、辨证施药之特点。
第 19 回:“袭人起来,便觉身体发重,头疼目胀。”太

医开出方剂,叮嘱用药后发散出汗就好。 此处重在

强调了服药以后的护理过程,如若只是服进药物而

不注重用药后的调护和忌宜,则药效不达,病不得

去。 《伤寒论》中的经方桂枝汤,在服药方法中强调

“服以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

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

不除”,正是此意。 再看治宝钗 “ 热毒” 的 “ 冷香

丸”,要求用黄柏煎汤送服,这是因为中医将人体分

为上焦、中焦和下焦,治上焦热毒用黄芩,治中焦热

毒用黄连,治下焦热毒用黄柏。 宝钗之喘嗽为肺

热,而“肺与大肠相表里”,故以黄柏清利下焦热毒,
肺肾互滋,下焦热毒得清,自然上焦肺热可解,喘嗽

自愈。 这些案例为学习用药护理提供了丰富的资

料,有利于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5　 中医护理基本方法

5. 1　 生活起居护理　 第 20 回,宝玉将黛玉唤醒道:
“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黛玉道:“你且出去逛

逛。 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

疼。”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 我替你解

闷儿,混过困去就好了。”第 79 回也有这样的描写,
黛玉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 宝玉忙道:“这里风

冷,咱们只顾呆站在这里,快回去罢。”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对顺应四时变化调养

形神作了详述:“春三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

被发缓行,以使志生;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

日,使之无怒;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
志安宁;冬三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 阐述了

人的生命活动应顺应四时的变化,遵循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的规律,保护体内阳气不受损伤,合理安

排活动和作息,以维护健康。 第 20 回,宝玉知道黛

玉身体娇弱,又不爱活动,唯恐她“饭后贪眠,一时

存了食,或夜间走了困,皆非保养身体之法”。 故而

和她逗笑解闷,通过起居有常适劳逸以避免未发生

的疾病。 第 79 回的情景发生在深秋晚夜,天气寒

凉,宝玉为避免黛玉感染疾病说了以上之话,正应

了秋季养生防凉、早卧早起之意。 《素问·上古天

真论》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预防疾病除了保

养好正气,还需要避免邪气的侵害。 第 51 回描述

了大冷天的夜里,晴雯不避外邪“只穿着小袄”,欲
出室外吓唬麝月,而致受寒闹病就是一例。
5. 2　 情志护理　 书中许多人物的生病都与情志过

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黛玉、湘云虽都是孤儿,
寄人篱下,而命运却相远。 黛玉“情不知所起,一往

而情深”,对人对物敏感纠结,破坏了脏腑间与体内

外的相对平衡,而出现情志病[7] ,最终咳血泪枯而

亡,反观性格大气的湘云很少出现情志病。 第 76
回,湘云曾宽慰黛玉:“我也和你一样,我就不似你

这样心窄。 何况你又多病,还不自己保养。”论其遭

际,湘云尚在襁褓时父母已经双亡,寄居叔婶家非

常艰苦,史家大小姐只徒有虚名。 但其爽朗豁达、
心直口快、不拘小节,甚至有“憨湘云醉卧芍药花”
的经典一幕。 再看晴雯得知坠儿偷了手镯,不顾病

中之体仍是“这气如何忍得住”,在对坠儿打骂后

“闪了风,着了气,反觉更不好了”。 在被王夫人怀

疑引诱宝玉,将她骂了一通后,自己“也气病了”。
抄检大观园后被撵出了府,最终郁怒去世,令人扼

腕不已。
中医护理继承了《内经》中重视情志调节的思

想,认为机体与情志是有机结合的,五脏生情志,而
情志太过超过机体的生理承受和调节能力,就会引

起人体气血津液运化失常,阴阳失调,导致疾病的

发生。 因此要求除了要考虑患者之“身”,还要重视

患者之“心”。 教学中可以以书中人物情志致病为

例,引导护生在临床工作中以诚挚体贴、因人施护、
避免刺激为原则,合理使用移情易性、说理开导、顺
情从欲、释疑解惑、以情治情、发泄解郁等方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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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精神清静,舒畅愉悦,则有利于血脉流通,气机

调畅,阴阳和调,做到“善医者,必先医其心,而后医

其身”。
5. 3　 饮食护理　 书中关于饮食的描述颇多。 第 42
回,贾母欠安,请了太医来,王太医说:“太夫人并无

别症,偶感一点风凉,究竟不用吃药,不过略清淡

些,暖着一点儿,就好了。”第 54 回,贾府元宵节,贾
母说:“夜长,觉得有些饿了。”凤姐忙回说:“有预备

的鸭子肉粥。”贾母嫌腻:“我吃些清淡的罢。”便吃

了点儿“杏仁茶”和“各种精致小菜”。 最后还不忘

“用过漱口茶”。 第 42 回,凤姐的女儿大姐儿不舒

服,王太医诊断后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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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中可以采用上述情境为案例,结合人物年

龄、体质、情境等,鼓励学生挖掘中医古籍中的饮食

护理记载,分析饮食护理之依据。 如《内经》所载: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饮食护理的关

键在于保护脾胃,若饮食失调,可导致疾病的发生。
第 42 回,贾母欠安,此时胃气尚弱,不能消化太多

食物,容易导致食积甚至影响中焦气机正常运转,
从而引起病情复发,提示在护理工作中一定要重视

饮食护理对疾病的调养功能。 孙思邈《千金翼方·
养老大例》曰:“常宜轻清甜淡之物,大小麦面、粳米

等为佳……行住坐卧言谈语笑寝食造次之间能行

不妄失者,则可延年益寿矣。” 所谓淡食,并非是不

吃有味道的食物,而是讲求五味不要太过,控制盐

的摄入。 与第 54 回贾母深夜不食油腻,而选择了

茶与小食的行为正好相契,符合老年人消化代谢功

能逐渐减弱,应多清淡素食、少肥腻厚味的要求。
第 42 回,王太医诊断巧姐因脾胃虚弱,被食所伤,
而致积热,故体内阴阳失调,病由之而生,因而只让

“清清净净的饿两顿”,是中医学“若要小儿安,三分

饥与寒”观点的体现。 以文学经典、中医古籍相配

合引起学习的兴趣,也利于在教学中加强学生中医

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更能激励护生应用中医护理知识技术,
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

结合,增强自身的价值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6　 小　 　 结

　 　 一部《红楼梦》,几多中医情。 中医药知识文化

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本研究通过挖掘

整理书中的中医护理学术思想与相关内容,期望在

中医护理教学中进行援引举例,帮助学生学习、理
解、感悟中医药知识与文化,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

素养与中医药文化自信,引领新时代护生塑造正确

的职业道德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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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便秘常用推拿手法(三)
　 　 揉天枢 100 次

位置:肚脐旁 2 寸 (约一指) 的地方,左右各

1 个。
手法:揉法,以手指指肚,吸定于一定部位或穴

位上,按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揉动。
操作:用两手拇指分别点按在两侧的天枢穴,轻

轻按揉 50~ 100 次。
要领:操作时用力应轻柔而均匀,手指不要离开

接触的皮肤,应使该处的皮下组织随手指的揉动而

滑动,不 要 在 皮 肤 上 摩 擦, 频 率 为 每 分 钟 200 ~
300 次。

推下七节骨 300 次

位置:命门(第 2 腰椎下凹陷中)至尾椎骨呈一

直线。
手法:推法,以拇指侧面或指肚,在穴位上做直

线推动。
操作:用拇指桡侧面或食、中二指指面自上向下

做直推,称为推下七节骨。 反之,自下向上推,称为

推上七节骨。
要领:用力宜柔和均匀,推动时要有节律,频率

为每分钟 200 ~ 300 次。 (程凯,https: / / www. cntcm.
com. cn / news. html? aid = 18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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