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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痰火点雪》是由明末旴江医家龚居中所撰的一部论述痨瘵证治的专著,该书记载了诸多不同

剂型与功效的食疗方,用以辅助治疗痨瘵所引发的咳嗽、失血、梦遗滑精、自汗盗汗、肺痿、泄泻等病证。 通

过对书中食疗方具体应用进行整理阐发,总结归纳出书中食疗方具有补益为主、兼重口感、制法灵活的特

点,可为现代痨瘵及相关病证的临床治疗与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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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疗”,又称“食治”,系指在中医学理论的指导

下,利用食物的性味与成分,作用于特定脏腑,旨在调

和气血、平衡阴阳,达到防治疾病、健身延年的目

的[1] 。 唐代孙思邈为最早提出“食疗” 概念的医家,
其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到:“食能排邪而安脏腑,
悦神爽志以资血气。 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
谓良工” [2] 。 此外,食疗学中又有“食养”一说,与寓

医于食的“食治”不同,“食养”又称饮食养生,是指利

用日常饮食的滋养作用来强身健体的一种养生方法。
本文所论食方皆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用于治病愈

疾,因而属于“食疗”范畴,故称“食疗方”。
《痰火点雪》是明末医家龚居中所作的一部论述

痨瘵的专著,刊于明崇祯三年(1630 年)。 全书共四

卷,对痨瘵的病因病机、疾病传变、辨证论治及预防调

护等皆有精当论述。 作者龚居中对于食疗十分推崇,
认为“夫日用饮食之中,道之流存也” [3] ,因而书中除

应用常规组方用药之外,还记载了多种食疗方,主要

附于篇末“简易捷方”与“宜食诸物”部分,对于痨瘵

的治疗与调护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如友人邓志

谟于序言中称:“未病之先,有养生却疾之术;既病之

后,有调护攻治之法” [4]5。 现就其具体应用与特点整

理分析如下。
1　 《痰火点雪》中食疗方的具体应用

　 　 《痰火点雪》中所述痰火证为“痨瘵之晦名,病之

最酷者也” [4]2。 龚居中认为其主要病机为水亏火炽

金伤,但在具体治疗时则通过辨别具体病证的虚实属

性而处以两种不同的治法:“所谓实者,指痰火壅盛

的标实证候,急则治标,当以益水清金降火为主要组

方原则。 虚者,即痰火证候不甚明显,故以敦土清金

益水为用药依据” [5] 。 因而本书所载各食疗方总体

按以上两种治法为纲,辨证应用于痰火证中之咳嗽、
失血、梦遗滑精、肺痿、泄泻、自汗盗汗等病证,以辅助

各证治主方共行治养之效。
1. 1　 咳嗽　 咳嗽一般分为外感和内伤两种类型,本
书所论痰火咳嗽属于内伤咳嗽中阴虚火旺证型的范

畴,以干咳少痰为主要临床症状,因而就其论治则以

滋阴润燥、降火止咳为法,并兼顾实脾。
1. 1. 1　 虚热咳嗽,以食清之 　 针对痰火证“虚热咳

嗽、口干涕唾”,《痰火点雪》载有一则药粥方,方中以

“甘蔗汁一升半,与青粱米四合,煮粥,日食二次,极
润心肺” [4]12。 青粱米为粟米的一种,粟米亦称粱米,
其米色分青黄白,种粒分大小,其中粒大而青黑者即

为青粱米,李时珍称其“性最凉”,故而清热之力尤

盛。 此外,方中所用甘蔗汁,素有“天生复脉汤” 之

称,清热滋阴的同时还有和胃之效。 方中选用青粱米

清内热除烦渴,配伍甘蔗汁清热生津、宽胃和中,共奏

清补兼施、润肺止咳之效。
1. 1. 2　 肺燥咳嗽,以食润之　 除以上药粥外,《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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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雪》另载一则治疗肺燥咳嗽的膏方,名为“苏游凤

髓汤”,方用“松子仁一两,胡桃仁二两,研膏和熟蜜

收之。 每二钱,食后沸汤点服” [4]12。 其中松子仁既

可润肺止咳,又是养生服食之佳品,李珣称其“久服

轻身,延年,不老” [6] ,北宋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

方》还载有松子服食方:“右取松实人(仁),不以多

少,捣为膏。 每于食前酒调下三钱,日三服,则无饥

渴,勿食他物,百日身轻,日行五百里,绝谷升仙。” [7]

因时代与宗教文化影响,其中个别描述未免有夸大不

实之处,但经现代研究表明,松子仁含有诸多不饱和

脂肪酸,久食则滋补强身,延缓衰老[8] 。 总之,该膏方

制作简便,用药考究,服用方便,易于保存,药效与口

感兼具,故而自隋唐以来沿用甚广,经久不衰,曾首载

于《外台秘要方》,后被李时珍收入《本草纲目》,其药

用价值可见一斑。
1. 2　 失血　 痰火证主要病机为真阴亏虚,虚火内动,
又因虚火上炎,迫血妄行,越出诸窍,故成咳血、吐血、
衄血等证,此为痰火失血证的主要机制,因而除止血

外,滋阴养血当为应对之法中的重要一环。
1. 2. 1　 卒暴吐血,以食止之　 治疗失血证首当止血。
《痰火点雪》记载一则食方名为“双荷散”,可治疗卒

暴吐血,以“藕节、荷蒂各七个,蜜少许,捣烂,水煎温

服,或丸服” [4]16。 该方出自《太平圣惠方》,方中所用

藕节相对于藕其他部位功效而言,更专攻于止血化

瘀,并在本书痰火失血证一篇中被列为“导瘀散滞缓

急之品”,书中称:“藕节,入药煎,或绞汁同药服,或
生藕单服亦可,治口鼻诸血,此清水洁源之要” [4]13,
用以治诸血妄行,兼止兼消。 与止血和胃之荷蒂共

用,可于止血的同时兼顾和胃之效。
1. 2. 2　 阴血亏虚,以食养之　 对于失血证患者的治

疗调护,在止血之外亦加以滋阴养血的治法。 《痰火

点雪》载有一则药粥方,名“地黄粥”,其效“大能利血

生精,吐血者,宜常食为妙”。 粥中“用怀庆生地黄,
铜刀切二合,与粳米二合,同入罐中煮之,候熟。 以酥

二合、白蜜一合,同炒香入内,再煮熟食” [4]15。 本方

出自明初朱权《臞仙神隐书》,后被《本草纲目》所引,
方中生地黄凉血止血、滋阴降火,配伍粳米发挥益气

健脾之功,进而达到养血滋阴的疗效,对气血虚损的

患者大有裨益。
1. 3　 梦遗滑精　 人之精气,分为先天之精与后天之

精,共同藏于肾内。 先天之精乃父母所成,后天之精

则是赖日常饮食荤浓之味所化。 二者虽来源不同,但
皆藏于肾内。 精气难成而易亏,劳神伤气,纵淫酒色,

皆会导致肾精虚损,真水亏虚。 然而富贵之人即使纵

淫酒色却并非因此尽数化为痰火证,“盖以日食荤浓

之味,故输化之精亦多” [4]20,因此龚居中确定治则以

宁养心神、补益脾肾为主,并列举了以下 3 则配有荤

腥厚味的简易食疗方。
1. 3. 1　 脾肾气虚,以食补之　 肾为先天之要,脾为后

天之本,因此补养脾肾为止遗之先。 《痰火点雪》 记

载:“白茯苓二两,缩砂五钱,为末。 入盐二钱,精羊

肉批开,掺药炙食,以酒送下” [4]23。 “精气夺则虚”,
因而本方的主治在于“补虚”,其中应用白茯苓养心

宁神,助肾司水,缩砂仁温脾行气。 另配伍羊肉,性甘

温,具有暖中补虚,健脾益气,强健体力等诸多功效,
炙食更可增强其暖中补虚之功。 最后以酒送服,可行

其药势,以助其益气补虚、敛精止遗。
1. 3. 2　 心虚神劳,以食安之　 《痰火点雪》载:“猪心

一个批开相连,以飞过朱砂末掺入,线缚,煮熟食

之” [4]23。 将猪心从中切开,掺入适量水飞后的朱砂

末,再用线将掺入药末的猪心绑缚好后煮熟食用。 心

虚所致遗精,亦即劳神而脱精,因劳神伤气,气聚则精

盈,气散则精脱。 该方应用了食疗中以形补形的治

法,以猪心补心益气安神,掺入朱砂清心镇惊安神,一
温一凉,清补兼施,共奏安神益气之功。
1. 3. 3　 湿热困脾,以食祛之　 《痰火点雪》云:“白色

苦参三两,白术五两,牡蛎四两,为末,用雄猪肚一具

洗净,砂罐煮烂,石臼捣和,药干则入汁,丸小豆大,每
四十丸,米汤下,日三服,久服身肥食进,而梦遗立

止” [4]23。 此方主治湿热困脾扰精引发的梦遗减食,
王孟英 《 随息居饮食谱》 中称猪肚 “ 补胃,益气充

饥……止带浊遗精” [9]68,该方中猪肚一食两用,不仅

可止遗精,且同时采用以脏补脏治法,久服还可增加

食欲,益胃养身。 以猪肚配伍清热燥湿之苦参、健脾

燥湿之白术以及收敛固涩之牡蛎,清热燥湿与健脾益

气兼具,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
1. 4　 自汗盗汗　 自汗盗汗皆为内伤致病,日间静止

或动辄汗出者为自汗,为阳虚所致卫外不固营阴外

泄;夜间睡时汗出则为盗汗,为阴虚而阳盛,格营阴于

外。 因此,龚氏认为治疗自汗者法当补阳养阴,针对

盗汗者则应补阴而抑阳。
1. 4. 1　 阳气亏虚,以食助之　 对于气虚自汗兼伤风、
营卫不和者,龚居中在用药之外加制食疗方:“外以

雌鸡、猪肝、羊胃作羹” [4]18,既利用了肉类食物的滋

补功效,也充分发挥了三者各自的不同效用,如雌鸡

补虚强身、猪肝补肝养血、羊胃益气止汗,气血共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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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营卫。 此外书中还记载一则小方:“牛羊脂,酒
服”。 牛羊脂即牛羊的脂肪油,具有润肌肤、御风寒、
补虚羸的药用功效,将牛羊脂入酒泡化后服用,借酒

的行气走窜之性助其药势,还可适当缓解牛羊脂的腥

腻之味。 除此之外,《痰火点雪》 另载有自汗患者宜

食诸物,称自汗者宜用猪心,并将其与参芪一同煮

食[4]18,可止自汗。 因汗为心之液,食用猪心以补心,
滋护营阴,同时配伍人参、黄芪温阳益气,巩固卫阳。
1. 4. 2　 气阴两虚,以食养之　 《痰火点雪》中载盗汗

者宜食猪肾、豆豉等物。 其中论及猪肾:“止盗汗,产
后蓐劳盗汗,煮粥食之” [4]19,将猪肾煮作肉粥,结合

猪肾滋补肾阴与米谷类补虚益气的功效,气阴双补,
以止盗汗,且亦可用于治疗产后蓐劳盗汗。 此外,据
书中记载,豆豉“止盗汗,为末,酒调服” [4]19,豆豉为

黄豆的发酵制品,根据制作方法不同,可分为淡豆豉

与咸豆豉,此处则应为咸豆豉。 豆豉止盗汗的用法简

便廉验,沿用已久,早在唐代孟诜所著《食疗本草》中

便已有记载:“能治久盗汗患者,以二升微炒令香,清
酒三升渍,满三日取汁,冷暖任人服之,不差,更作三

两剂即止” [10] ,虽做法与本方有异,但所用食材则同

是豆豉与酒两味,取材简单,可供借鉴。
1. 5　 肺痿　 肺痿是一种肺脏的慢性虚损性病证,可
由痰火证久病伤肺后发展转归而成。 其病机主要为

肺中火郁邪壅迁延不愈,以致肺阴灼耗,肺气亏虚,肺
叶痿废不用。 因此临床症见咳嗽,吐浊唾涎沫,或兼

有血,与痰火证相似,因而龚居中治以滋阴清肺,兼以

消痰。
1. 5. 1　 虚热骨蒸,以食除之　 骨蒸因痰火证阴虚火

旺而发,进而焦灼肺叶,令人肺热,迁延日久便可发为

肺痿。 《痰火点雪》记载羊脂髓作为治疗肺痿骨蒸的

宜食 之 物, 将 其 “ 同 生 地 黄 汁、 生 姜 汁、 白 蜜 炼

服” [4]34-35。 其中羊脂髓性温味苦,归肺经、肝经及肾

经,可填精益髓、滋阴养血,方中将其与清热生津之生

地黄汁、化痰止咳之生姜汁及白蜜炼服,共助此方滋

阴清热、消痰除蒸之功。
1. 5. 2　 虚热咳血,以食调之　 《痰火点雪》中记载二

则食方用以治疗肺痿咳血,一则以“瓜蒌仁、乌梅、杏
仁末之,猪肺煮,蘸食之” [4]34,将瓜蒌仁、乌梅、杏仁

研末,猪肺煮熟后蘸取药末食用。 方中乌梅酸涩,敛
肺生津,二仁润肺止咳,三药为辅料,助猪肺共疗肺痿

咳血。 此外书中另载该证患者宜食之品———鲫鱼,利
用其清热生津的主要功效,将其与温中补气之羊肉、
和中养血之莱菔一同煮食[4]35,清热之中兼得补虚,

以此作为咳血病后的补益调护。
1. 5. 3　 久咳耗气,以食补之　 针对于肺痿久病耗气

者,《痰火点雪》记载补肺止咳之品羊肺为治疗久咳

肺痿的宜食之物,将其“同杏仁、柿霜、豆豉、真酥、白
蜜炙食” [4]34。 羊肺以形补形,为补肺佳品,王孟英在

《随息居饮食谱》中记载羊肺“补肺气,治肺痿,止咳

嗽……病后、产后、虚羸、老弱,皆可以羊之脏腑煮烂

食之” [9]71。 该方中杏仁可助羊肺共行止咳平喘之

效,而柿霜甘凉,不仅可缓和羊肺与杏仁之温热,同时

还可清肺热,止久嗽。 此外,方中豆豉、真酥、白蜜不

但可为食方增味,使之口感生鲜,还能养胃和中,为其

功效提供助益。
1. 6　 泄泻　 痰火病所致泄泻者,属肾衰而不能固摄,
脾虚而不能运化,即脾肾两虚之故。 因而龚居中采用

实土兼益水清金之治法,以补益脾肾、清肃肺气之法

治疗痰火泄泻证[4]46,此处选用食方功效则以补脾益

肾为主。
1. 6. 1　 本元虚损,以食固之　 泄泻病久往往元气亏

耗,脾肾俱虚,《痰火点雪》中载有一食方治疗“久泄

饮食少进”,方称“养元散”,选用“糯米一升,水浸一

宿,滤干,慢火炒令极熟,为细末。 入淮山药、芡实肉、
莲肉各三两,胡椒末一钱,和匀。 每日清晨用半盏,再
入砂糖二匙,滚汤调服” [4]48。 该方应用性味甘温之

糯米以养元固本,同时另辟蹊径采用了炒干研末的食

用方法,此法既可避免糯米煮食产生的黏滞之性困阻

脾胃,又可借炒米之法增其益阳助火之功。 另与山

药、芡实、莲子等益肾补虚药物同食,补养脾肾,固本

止泻。
1. 6. 2　 脾虚泄泻,以食益之　 对于仅由脾虚导致的

泄泻证,书中载有一则丸方,称“海上奇方”,方用“半

大脚鱼数枚,煮半熟,择出净肉,炭火上焙干为末。 如

脚鱼肉末约二升,用粘、糯米粉各半共约一升,和匀。
用不油白术一两、肉豆蔻面裹煨熟一两,为末。 与米

粉三升,二味各用三两,同为末,醋糊为丸。 每空心米

汤下七十丸” [4]48-49。 脚鱼亦称甲鱼,又名鳖,王孟英

称其“滋肝肾之阴,清虚劳之热” [9]91,故而适宜痨瘵

患者服用。 该方将甲鱼同粘、糯米粉、白术、肉豆蔻等

食药按以上用量糊为肉丸,益脾补虚,对于痨瘵所致

脾虚泄泻证颇有助益。
2　 《痰火点雪》中食疗方的特点

2. 1　 辨证施膳,补益为主　 中医学药食同源的理念

是食疗得以初生与发展的理论依据,故而龚居中在应

用食方时严格遵照辨证施膳的主要原则。 由于痨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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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虚损性疾病,书中食方功效便多以补益滋养作用为

主,如上文提及到青粱米粥与苏游凤髓汤可滋阴润

燥;地黄粥可利血生精;荤味食方用以补肾生精;猪心

参芪方用以温阳止汗;以滋阴、润肺、益气等治法疗肺

痿虚损;养元散及“海上奇方”脚鱼糯米丸健脾止泻

等等。
　 　 此外,各方的食料选用也以滋补作用显著的米类

与肉类居多,并依照所需功效不同,选用米与肉的种

类也各有差异。 如在米类的应用中,润燥者用青粱

米,益血者即用粳米,而健脾止泻者多用糯米。 而肉

类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则应用更加丰富,书中食方所使

用的动物部位及制品主要涵盖了猪、羊、雌鸡、慈乌、
乌鸦、鲫鱼、甲鱼、鳗鲡鱼等各个种类,并根据食疗学

从“物以类聚”“同类相助”等朴素认识中衍生出的脏

器互补、以脏补脏的理论[11] ,细分为净肉、心、肾、胃、
肺、脊髓、脂髓等部位,用以调补人体相应脏器的

机能。
2. 2　 选料精细,兼重口感　 “辨证精准、熟谙药性是

用药精当的基础,而通晓物性、选料精良也是彰显美

味的基础” [12] 。 本书中所述食疗方,既有仅含一味食

药的单方,也涵盖了大量药食共济、主辅料相参、调味

多样的复方,两种食方在选食用药上均颇为精细,不
仅保证了食方的药性功效,也兼具了一定的味觉

体验。
　 　 如本书论述失音一篇中将柿单味成方,列为痰火

病失音后的利声之品,作“柿:润声喉” [4]42。 柿之甘寒

不仅可缓解阴虚火旺熏炼肺窍而导致的声音嘶哑,且
阴虚火旺的患者多半口燥咽干并自觉口苦,其口感也

尤其适宜该证患者食用。 而书中的复方由于组方丰

富,用食也较为多样,因而在挑选用料时便可在符合药

效的前提下兼顾口感,如青粱米粥方中兼具生津润燥

与甘甜口感的甘蔗汁。 此外各方还选用了豆豉、酥油、
蜜、盐、胡椒末、砂糖等多种调味品,数次添加于粥方、
肉类煮食、肉类炙食、膏方以及丸方等方剂中为其增

味,皆充分体现了其选料精细、兼重口感的应用特点。
2. 3　 制法灵活,因病制宜　 本书食方虽选材精简,但
其制作方法灵活多样,所用剂型有粥剂、膏剂等,不仅

可充分发挥药效,还可借食物温养和缓之性,减少药

物产生的不良反应,使其更适用于相关病证。
粥较于其他膳食类型具有“主副(食)兼顾、荤素

咸宜、干稀一体的优势” [13] ,且自古以来民间与中医

界都对粥的滋养作用推崇备至,王孟英曾称“粥饭为

世间第一补人之物” [9]14,本书多次应用粥方,充分发

挥粥对中焦脾胃的温养作用,针对于痰火证中后期脾

胃虚损的病情特点颇为适宜。 另外,书中记载治疗肺

燥咳嗽的苏游凤髓汤,采用了熬成膏剂以开水点服的

食用方式。 这种制法不仅对食方的滋补润燥功效有

所助益,适用于久病体虚者长期调制服用,且膏剂对

食物的内部成分与浓度破坏较少,膏内药用成分含量

较高[14] ,方中食材的功效可以较完整地保存并作用

于人体,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食方的疗效。
3　 小　 　 结

　 　 痨瘵是以阴虚火旺为主要病机的慢性消耗性疾

病,初起病位在肺,传变于脾肾,后涉及心肝,长期患

病者多身弱体虚、气血亏耗,其主要治则应在补虚培

元。 食疗相较于普通方药具有扶正滋养、药性缓和、
不良反应少等独特优势,因而在《痰火点雪》中,龚居

中将诸多食疗方巧妙融入痨瘵所引发的咳嗽、失血、
梦遗滑精、自汗盗汗、肺痿、泄泻等多种病证的治疗与

调护,充分体现了其补益为主、兼重口感、制法灵活的

应用特点,较大程度上发挥了食方效用,具有较高的

实用价值,且对于后世痨瘵及相关病证的理论研究与

临床实践亦有诸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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