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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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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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身心并治-+

7

,

安全环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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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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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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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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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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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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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太医给溥仪诊脉时"还得跪在地上"诊毕即使

没病"也要开一个方子"叫做/代茶饮0("则充分体现

了清宫太医将中药代茶饮用于保健养生*预防疾病的

'治未病(理念#

陈可冀院士为首的学术团队"将清代宫廷原始医

药档案*$清宫医案研究%*$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清

宫代茶饮精华%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结合临床

实践"对清宫代茶饮用于内外妇儿及五官科疾病的治

疗和预防等作用进行了系统整理# 中药代茶饮具有饮

用方便*易于调理"药效充分*疗效显著"轻灵精巧*甘

淡平和"长期服用*缓缓调治"有病治病*无病调理的优

势# 清宫医药档案共整理百余首代茶饮复方"按其功

效可分为疏风解表类*止咳类*清热类*除湿类*消导

类*温中类*安神类和补益类等# 如&光绪二十一年闰

五月二十一日"光绪帝脉息左寸关浮弦*右关见滑"蓄

有湿饮"御医予'疏风清热代茶饮(治疗-同治十三年

十一月初一"御医在养阴清热透邪的基础上"予以'益

阴清解饮(治疗同治帝之天花-咸丰二十八年十一月

十九日"'懿嫔+后来的慈禧太后,咳嗽*咯痰黏稠"胸

膈不畅"饮食不香("御医庄守和*张中元予清热化滞

之法治疗"诸症好转"继以'加味三仙代茶(饮清除余

热"消导和胃-民国十二年+原医案记载'宣统十五

年(,溥仪因'邪热内蕴*头闷肢倦*咽痛做嗽(用之'清

热利咽代茶饮(等# 清宫代茶饮常用药物如下&+

#

,解

表药&菊花*桑叶*薄荷*蔓荆子*葛根*荆芥*紫苏叶*生

姜等-+

!

,清热药&天花粉*竹叶*知母*栀子*芦根*黄

连*黄芩*地黄*玄参*丹皮*金银花*连翘*青果 +橄

榄,*青蒿等-+

%

,祛湿药&苍术*厚朴*藿香*砂仁*茯

苓*薏苡仁*荷叶*灯芯草*荷梗-+

6

,消导药&山楂*神

曲*麦芽*谷芽-+

7

,理气药&柴胡*陈皮*橘红*香附*青

皮*枳壳*槟榔-+

8

,活血药&丹参*川芎*郁金等-+

$

,养

血药&当归*熟地*白芍等-+

9

,止咳化痰药&桔梗*竹

茹*半夏*川贝母*浙贝母*栝蒌*苦杏仁*枇杷叶等-

+

:

,安神药&酸枣仁*远志*石菖蒲等-+

#"

,补气药&人

参*西洋参*黄芪*白术*大枣等-+

##

,滋阴药&麦冬*天

冬*沙参*五味子*石斛等#

清宫代茶饮具有药精准*配伍精炼"涉及病种广泛

等特点"值得深入研究# 自
!"

世纪
9"

年代中期以

来"我国医药科技工作者在传统药茶品种的基础上"研

究开发了许多有效实用的茶方*茶剂"如陈可冀院士曾

带领课题组对出自$太医院秘藏丸散丹膏方剂%珍本

的'仙药茶( +六安茶*乌龙茶*石菖蒲*紫苏叶*陈皮*

泽泻*荷叶*生山楂,进行了针对高脂血症的初步研

究"显示了清宫仙药茶在调脂*降浊等方面的优势#

陈可冀院士还以苦丁茶为主药"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

经验"总结凝练出治疗阴虚阳亢型高血压病的有效方

剂...清眩降压汤"由苦丁茶*天麻*钩藤*黄芩*川牛

膝*生杜仲*夜交藤*生地*桑叶*菊花组成#

中药代茶饮以祛邪治病"防病保健为宗旨"具有方

便*灵活*有效*节约*针对性强*适应性广等优点# 清

宫医药档案中的代茶饮既保持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特

色"又克服了汤剂繁杂*浪费药材的不足"且药性平和"

适宜于长期服用# 当然"因其作用温和"故对于急性病

仅能作为辅助手段# 在今后进一步研究过程中"应加

大基础研究如药学*药效学力度"开展多中心*大样本

的随机对照研究"对其疗效和安全性进行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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