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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笔谈!

茶文化及其保健医疗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病中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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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冀

""中国饮茶文化和对茶学的研究历史很为悠久!俗

有#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谓% 我国唐代被

尊称为#茶神$的陆羽&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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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其关于

种茶)制茶)饮茶)茶具等茶文化著作*茶经+中!曾载

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说明我国饮茶及以茶叶

用于食用及疗疾已有数千年历史% 宋代林洪撰的*山

家清供+中!也有#茶!即药也$的论断% 世界上有很多

饮茶品茗作为宾朋集聚及防病医疗等之用!也多由中

国传出海外%

我国不同种类的茶叶分别盛产于不同地区% 福建

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大红袍等!历朝多作为贡品朝

圣% 我国#十大茶诗$中有*咏贡茶+者而负有盛名者!

就是称羡武夷茶的诗!出自元代林锡翁!诗云,#百草

逢春未敢花!御花葆蕾拾琼芽!武夷真是神仙境!已产

灵芝又产茶$% 同样出在元代的一位著名书法家赵孟

瞓!在其*御茶园记+中也称#武夷!仙山也$% 可见茶

之为#壶中天地$!在品味人生及食饮方面!深得民众

喜爱%

我平生也喜爱茶道!诸如大红袍)碧螺春)普洱等!

均所喜爱% 红茶醒神)绿茶清心)普洱消食!各具特色-

每日皆饮!择其一饮用!自觉有醒神)清胃)消食之功

效!无日或缺% 我到大理)楚雄!品所谓#三道茶$!曾

作#白族迎宾三道茶!先苦后甜回味加% 纵是评茗论

茶道!人生哲理当不差$ &南滇杂咏 '''品白族三道

茶(以自娱%

曩昔曾与沪上名医裘沛然先生)鹭岛名医盛国荣

先生共品大红袍于厦岛厦门宾馆!事后各成一诗!为一

快事% 七十年代应#六)二六指示$下乡到西北甘肃农

村巡回医疗!也曾饮藏族奶茶与酥油茶!则是另一感

受% 饮茶也应适量!多饮也可有#醉茶$感受者!飘飘

然焉!我曾有亲身体验% 也有对茶饮敏感者!饮茶而诱

致心房纤颤!当注意%

药茶治病!见诸传统各类茶书!书肆都可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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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间!我和我的团队曾对儿茶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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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血小板作用进行了系列研究.发表在

*中西医结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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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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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监局批准

的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蒬丙酯注射液的成分也是儿

茶精% 最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本世纪初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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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第一个植物药竟然是#茶多酚$!品名为
3/

$

2/E:>

!局部应用以治疗尖锐湿疣!取得很好效果!风

蜚欧非世界% 我国现已在不少农业大学也设有茶学专

业!并培养茶学各类专业的研究生!后继有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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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汤"静

中国茶疗法的回归'''机遇与挑战
香港茶疗学会"香港#

卫"明
!

""茶疗在我国民间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它大致可

分为以茶代药)以药代茶和茶药结合
%

种形式% 由于

种种原因!茶疗一直以#地方习俗$)#民间验方$)#经

验疗法$等形式零散地存在!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未

能形成一门专业学科!以致茶疗的价值没有被充分认

识% 有鉴于此!我们将以茶代药的内容特别区分开来!

加以专门研究!并命名为中国茶疗法% 中国茶疗法是

指单用一味茶叶组成单方或复方!用沸水冲泡或稍加

煎煮后取其汤汁饮用!用以防病治病的一种自然疗法%

它是以中国传统茶学理论为基础!以中医药学理论为

指导!专门研究茶叶防病治病功效的一种新疗法% 为

局限讨论的范围!此处的茶是指山茶科山茶属的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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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芽及叶!暂时不包括茶籽)茶

花及茶树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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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茶疗!有人说茶叶能治病!有人说茶叶不能治

病!在讨论茶疗时必须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回应%

中国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朝*新修本草+已有茶叶

的专门条目,#茗!味甘苦!微寒无毒% 主瘘疮!利小

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 秋采之% 苦荼!主下气!消宿

食%$现存最早的茶学专著唐朝陆羽的*茶经+在讨论

到茶的用途时也说,#茶之为用!味至寒!0若热渴)凝

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

甘露抗衡也%$说明在唐朝时!茶的主要用途是养生

疗病%

至于妇孺皆知的中药经典明代的*本草纲目+更

记载了茶疗方百余首!内容涉及单方)复方)外用&涂)

敷)熏)贴(及茶酒等多种用法%

清代医家用茶治病的范围更加广泛!包扩内科)妇

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及口齿科)外科及伤科% 难怪

陈藏器总结道,#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

如上所述!历代医家用茶治病的记载汗牛充栋!茶

叶用以治病早已是客观事实% 只是由于清末及民国以

降!西风东渐!加之社会剧变!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擅

长救急扶危的西医学逐渐变成中国的主流医学% 在此

背景下!茶疗暂别历史的舞台就成了必然% 然而!随着

现代人的工作及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导致疾

病谱相应发生巨大的变更!尤其是代谢病以及精神或

心理疾病不断增加% 加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越来越开始关注医疗方法的毒副作用以及治疗方法本

身所带来的痛苦% 这些本质性的转变!正是中国茶疗

法重新被唤回医疗舞台的时代背景%

""由于茶疗法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

(操作

简便-&

!

(容易服用-&

%

(疗效理想-&

8

(身心并治-&

?

(

安全环保-&

@

(费用低廉% 因此!许多疾病都适合用茶

疗的方法来治疗% 但由于部分病症已经可以用中西医

的方法予以理想治疗!故个人认为茶疗法的主要适应

症应是目前中西医未能理想治疗的病症% 它们大致可

分为
8

类,&

#

(需长期服用中西药物控制病情者!如糖

尿病% &

!

(中西药疗效不佳者!如过敏性鼻炎% &

%

(某

些精神或心理障碍性疾病!如抑郁症% &

8

(反复发作

的身体不适而查不出明确病因者!如头痛%

虽然茶疗法已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但由于被视

作食品的时间较长!重新发掘其医疗价值时还得不到

广泛认可% 在临床方面!民众的认知度低!且极少中西

医师懂得使用茶叶这味药物!无法快速累积大量有效

案例% 在研究方面!茶疗学刚刚起步!临床研究及实验

室研究均较缺乏% 在原料方面!市售的茶叶未必符合

治疗的要求!很多需要特别制作% 这些都是茶疗法的

推广需要面对的挑战%

最后!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笔者说茶叶能治病!并

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茶叶治愈任何疾病% 它

是一个医疗行为!需要对病情的准确判断)对茶性的深

刻了解以及运用茶疗法的丰富经验% 这就是笔者在推

广茶疗法时一直坚持的#三个任何$原则!以避免茶疗

法被人滥用!给民众的健康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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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医药档案中的代茶饮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病中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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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龙涛

""茶的药用模式有
%

种情况,以茶代药)茶药同用)

以药代茶% 以茶代药就是把不同种类的#茶叶$作为

#药物$应用于患者!进行相关疾病的治疗% 茶作为药

物的记载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称为#苦菜$!列为

上品!谓其#味苦寒% 主五脏邪气!厌谷!胃痹% 久服!

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 一名荼草!一名选%

生川谷$% 茶药同用和以药代茶就是通常所说的中药

#代茶饮$!它是指将中草药与茶叶配用!或仅选用数

味中草药煎汤或以沸水冲泡数分钟后!像喝茶一样饮

用% 中药代茶饮为我国的传统剂型!是在中医学理)

法)方)药理论原则指导下!依据辨证或病证结合原则

对病情的判断!从而选方用药!为防治疾病)病后调理

或养生保健提供了选择%

中药代茶饮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始于唐!盛

于宋!成熟于清代% 唐代医家陈藏器&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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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撰*本草拾遗+

#"

卷!有#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

病之药$的论述!首提#本草茶疗$概念!被誉为#茶疗

鼻祖$% 在清朝宫廷中!代茶饮备受推崇!采用中药代

茶饮疗疾保健!成为王公贵族乐于接受的方法% 如溥

仪的堂弟爱新觉罗"溥佳撰写的*清宫回忆+一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