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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草都可能与健康和养生息息相关

“识药行”感受中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记者 高婷婷

花街镇八字墙村在我市素有“水果之乡”的美称。然而，许多人只知道八字墙水果丰富，殊
不知八字墙的大寒山林场，还是一块盛产中草药的天然草药场。

清明前后，正是春季草药采集的高峰时节，也是采药人最忙碌的时段。近日，金华市中医
药学会与我市山川大药房联合举行了“丁酉仲春大寒山识药行”活动，在专业中药学者的带领
下，登上大寒山，寻觅自然界的奇珍异宝，感受中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路边草丛里藏匿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中草药

早晨 8 时 30 分，我们一行 30 余人

驱车来到了花街镇龙潭里村口。队伍

里有医院的，有药店的，更多的是热爱

中医药的普通市民。指导专家是来自

金华市中医药学会中药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陈坚波和原金华市药检所所

长王健生。

“去年冬末，我在永康朋友的陪同

下到大寒山采风。”王健生笑着说，“意

外地发现这里草药资源非常丰富，是

一座天然药库。草药种类之多，在金

华地区都是少见的。”

山川大药房和金华中医药学会两

拨人会合后，溯溪而行至龙潭，开始登

大寒山。一路走走停停，寻找沿途的

草药。几把锄头、几个塑料袋，是大家

最原始的采药工具。翁珍妙在医院工

作，研究草药方面的学问。她拿着一

根登山拐杖走在前面，她说，打过第一

声春雷后，冬眠的动物开始苏醒了。

登山时看到草丛、树丛挡在前面，不能

用手，而是要用拐杖拨开，以免摸到草

丛里的蛇虫。

两位中药学者担任了导游的工

作，每当有人发现一种中草药来询问，

他们认真观察、讨论确定草药的品种

后，给大家科普它的特征和功能。

“这是紫荆，先花后叶，花开始落

了，叶也抽芽了。”

“ 这 种 植 物 叫 鼠 耳 芥 ，十 字 花

科。现在正是它成熟的季节。”陈坚

波连根挖出一株纤细的绿色植物，凑

近观察片刻，将它放进了塑料袋里，

带回去做标本，“鼠耳芥生长周期快，

从播种到收获只需要 6-8 周时间，被

称为中药界的‘小白鼠’，科学家经常

会用它做植物生物实验，如细胞实

验、太空实验等。”

没想到路边不起眼的植物，在中

医药学上居然有这么多用途，大家都

十分惊异。很多人都忍不住感慨：“不

识以为草，认识都是药啊！”

寻而不采 遵循规律 敬重自然

中药在古籍中通称“本草”，从

《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中药文

化传承了数千年。古时候，草药被认

为是自然界的馈赠，百姓靠山吃山，对

草药带有天然的敬意。如参农采参前

要先对人参拜三拜，谢了土地爷爷，再

小心翼翼地开采，药农采药也秉承“把

根留住”的原则，采大不采小，采三分

留七分。

人们对草药的热爱，也体现在各

种趣味盎然的民间传说里。王健生拿

着一株草药说：“这草药因为叶子形状

酷似元宝，被唤作元宝草。人们一直

相信，看见元宝草是个好兆头，说明马

上要发财了呢！”

可惜的是，由于近代无节制开采，

许多野生草药都已经濒临灭绝。像白

芨因为被开采过度，现在的价格已经

涨到了每斤千元。

作为一名中药学者，陈坚波每年

都会带学生进山识药。“对于这个专业

的学生来说，书本上的中药图片是死

的，只有真正去野外采集过，才能更好

地了解植物的模样和药性。”陈坚波带

领学生在山上寻药、识药，但不采药。

他说，植物有其生长周期，植被一旦被

破坏，要过许多年才能循环回来。尤

其是稀有的药材，采一株少一株。“如

果我们把这株珍稀药材采走了，其他

中药爱好者就看不到了。”陈坚波说。

而且，将野生的中草药移植到花

盆里，本身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在挖采过程中，草药的根系容易被破

坏，而且地温和花盆温度不同，受局

限太大。“不如将草药留在土壤里，保

持它最原始的模样，遵循规律，自然

生长。”陈坚波一番质朴又耐人寻味

的话语，透露出了对大自然深深的敬

重之情。

路边的“野草”也可能关乎人体健康

山川大药房的王先生是这次大寒

山识药之行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被问

到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的活动？王先生

说，最初他是想让人们知道——“路边

的‘野草’也可能关乎人体健康。”

“现在能认出中药的人，尤其是年

轻人，越来越少了。”王先生说，作为东

方数千年来的主流医学,中医不但有

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完整的医疗体系,

更有着辉煌的过往和医学成就。然

而,自从近百年西药进入中国，中医药

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磨难。

人们似乎忘记了对泥土的敬畏，遗

忘了植根在中华大地五千余年的珍宝。

王健生举起一株植物对记者说，

这种草药学名败酱草，农村人管它叫

苦益菜，是农民饭桌上一道可口的菜

肴。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的根

被中医上被叫做“墓头回”，意思是人

到了坟墓里，灌下去还能回头。在医

疗设备落后的年代，赤脚医生就是靠

着这些朴素的草药，救活了无数生命。

溯溪行至大寒山山顶，王先生发

出了一声感慨：“古有神农尝遍百草，

李时珍花费 27 年行万里路编写《本草

纲目》，今天我们也效仿了一把先贤，

一人一锄，深山问药。”

随行的应先生则从另一个视角，

道出了“识药行”的意义：“之前游山玩

水，看花是花，看草是草，所见的无非

是风景，都是世情。现在低头抬眼，曾

经熟悉或陌生的花花草草，居然都身

怀济世活人的绝技！在以往所知的世

界上，又叠加了一个药物的世界，看待

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维度，这实在是

一种美妙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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