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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夜 投 宿 修 觉 寺 》
诗 中 有 “ 夜 渡 新 津 火
照江。” 火照江当
然 是 “ 夜 渡 红 ” 。 忽
然 想 到 “ 江 枫 渔 火 ”
， 那 也 是 “ 夜 渡 红 ”
呀！

就 全 联 来 看 对
仗 技 巧 ， “ 夜 渡 红 ”
对 “ 天 罗 絮 ” ， “ 夜
行 ” 对 “ 天 斗 ” ， 有
规 则 的 重 字 用 得 颇 有
心法。

全 联 的 主 旨 是 什
么 ？ 这 可 从 对 联 的 题
目 “ 弄 月 吟 风 ” 得 到
启发。元·管道升

《 渔 父 词 》 ： “
人 生 贵 极 是 王 侯 ， 浮
利 浮 名 不 自 由 。 争 得
似 ， 一 扁 舟 ， 弄 月 吟
风归去休。”

这 一 副 对 联 其 实
是 中 药 名 对 联 。 全 联
由 10 副中药名组成：
天 斗 、 西 洋 珠 、 云
连 、 日 及 、 天 罗 絮 、
夜 行 、 胖 大 海 、 波
扣 、 更 生 、 夜 渡 红 。
全 联 不 用 衬 字 敷 衍 ，
这 是 此 中 药 联 的 最 大
特色。

从 中 药 角 度 鉴
赏 此 类 对 联 也 另 有 意
义 。 天 斗 即 中 药 白
芍 。 白 芍 功 效 柔 肝 止
痛 ， 平 抑 肝 阳 。 用 于
主 治 月 经 不 调 、 痛
经、肝阳眩晕等症。

元 人 刘 敏 中 有 《
清 平 乐 》 咏 白 芍 药 ，
词 云 ： “ 何 年 金 屑 。
飞 上 玲 珑 雪 。 一 树 风
情 谁 解 说 。 只 有 盈 盈
夜 月 。 牡 丹 红 叶 相
夸 。 铅 华 各 自 名 家 。
为 向 看 花 人 道 ， 此 花
不 在 铅 华 。 ” 最 后 两
句 ， 我 最 为 击 掌 。 中

药 不 仅 有 药 味 ， 也 是
有诗味的。

西 洋 珠 也 叫 珍
珠 ， 原 名 真 珠 ， 其 始
载 本 草 为 《 雷 公 炮 炙
论 》 。 《 本 草 图 经 》
曰：

“ 今 出 廉 州 ( 今
广西合浦)。”李时珍
曰 ： “ 今 南 珠 色 红 ，
西 洋 珠 色 白 ， 北 海 珠
色 微 青 ， 各 随 方 色
也。” 《药性论》认
为 珍 珠 能 治 眼 中 翳 障
白膜。亦能坠痰。

真 珠 能 入 药 ，
也 能 作 为 装 饰 品 ， 还
能 美 化 环 境 。 宋 代 词
人 范 仲 淹 《 御 街 行 ·
秋 日 怀 旧 》 词 云 “ 纷
纷 坠 叶 飘 香 砌 。 夜 寂
静 ， 寒 声 碎 。 真 珠 帘
卷 玉 楼 空 ， 天 淡 银 河
垂 地 。 年 年 今 夜 ， 月
华 如 练 ， 长 是 人 千
里。.........。”

云 连 指 云 南 黄
连 。 明 代 兰 茂 《 滇 南
本 草 》 载 ： “ 滇 连 ，
一 名 云 连 . . . . . . 功 效 胜
川 黄 连 百 倍 ” ， “ 云
连 ” 因 此 而 得 名 。 据
现 代 医 学 研 究 ， 黄 连

对 流 感 病 毒 有 抑 制 作
用 ， 能 清 除 自 由 基 ；
能 抗 炎 ， 或 许 也 能 抗
新 冠 病 毒 。 明 代 吴 宽
（ 状 元 ） 有 《 黄 连 》
诗，认为“...... 苦节不
可 贞 ， 服 食 可 资 寿 。
其 功 利 于 病 ， 有 客 嫌
苦口。”

日 及 是 木 槿 的 别
名。明 李时珍 《本草
纲 目 · 木 三 · 木 槿 》
： “ 此 花 朝 开 暮 落 ，
故名日及。” 宋人舒
岳 祥 《 瞩 物 》 诗 云 “
灼 灼 日 及 华 ， 朝 荣 夕
已 坠 。 ” 《 医 林 纂
要 》 云 ： “ 木 槿 花 ，
肺 热 咳 痰 吐 血 者 宜
之。”且治肺痈。

天 罗 絮 即 丝 瓜 。
据 现 代 药 理 分 析 ， 丝
瓜 有 抗 病 毒 作 用 ， 有
抗过敏作用 ，对无细
胞 系 统 可 抑 制 蛋 白 质
合 成 作 用 。 我 忽 然 有
问 ： 治 疗 新 冠 肺 炎 有
效吗？

“ 云 连 日 及 天 罗
絮 ” ， 上 联 三 药 均 有
抗 病 毒 ， 治 疗 肺 病 的
作 用 。 如 果 组 方 ， 能
治 疗 新 冠 肺 炎 吗 ？ 特

此请教专家。
夜 行 是 步 行 虫

科 昆 虫 行 夜 的 全 虫 ，
载 《 本 草 拾 遗 》 。 《
中 药 大 辞 典 》 作 “ 行
夜”。

大 概 属 于 夜 行 动
物 。 据 《 别 录 》 载 ：
功 能 主 治 腹 痛 ， 寒 热
等。

胖 大 海 别 名 大
海 、 大 海 子 。 现 代 药
理 研 究 表 明 ， 胖 大 海
对 病 毒 有 较 强 抑 制 作
用 。 胖 大 海 有 抗 炎 作
用 ， 由 胖 大 海 、 卤 地
菊 与 甘 草 组 成 的 复 方
对 呼 吸 道 常 见 菌 抑 制
作用较强。

中 药 波 扣 即 为 白
豆 蔻 。 白 豆 蔻 为 姜 科
植 物 。 主 产 于 越 南 、
泰 国 等 地 ， 广 东 、 广
西 、 云 南 等 地 亦 有 栽
培 。 功 效 化 湿 ， 行
气 ， 温 中 ， 止 呕 ， 临
床用名白豆蔻。

忽 然 想 起 杜 牧 的
诗 《 赠 别 》 ， “ 娉 娉
褭 褭 十 三 余 ， 豆 蔻 梢
头 二 月 初 。 春 风 十 里
扬 州 路 ， 卷 上 珠 帘 总
不 如 。 ” 豆 蔻 原 来 是
中 药 美 人 。 豆 蔻 花 能
吃吗？陆游有回答。

他 在 《 对 酒 戏
咏 》 中 说 ： “ 浅 倾 西
国 蒲 萄 酒 ， 小 嚼 南 州
豆蔻花。”

更 生 是 菊 花 的 别
名，见晋·葛洪 《
抱 朴 子 · 仙 药 》 。 用
于 风 热 感 冒 ， 目 赤 肿
痛。

有 镇 静 、 解 热
作 用 。 对 诸 多 细 菌 及
流 感 病 毒 均 有 抑 制 作
用。

宋 代 欧 阳 修 《

菊 》 诗 云 ： “ 共 坐 栏
边 日 欲 斜 ， 更 将 金 蕊
泛 流 霞 。 欲 知 却 老 延
龄 药 ， 百 草 摧 时 始 起
花。” 这是说菊花酒
能益瘦延年。

中 药 材 夜 渡 红 又
称 作 “ 红 天 葵 ” ， 为
秋 海 棠 科 植 物 紫 背 天
葵的球茎或全株。

主 治 外 感 高 热 ；
中 暑 ； 肺 热 咳 嗽 ； 咽
喉肿痛等等。 

紫 背 天 葵 茶 出 于
肇庆而颇富盛名。 肇
庆 鼎 湖 山 自 然 风 光
也 极 好 ， 郭 沫 若 先
生 有 诗 赞 曰 ： “ 我
自 双 源 洞 里 回 ， 桂
花 香 处 一 轩 开 。 果
然 风 景 这 边 好 ， 如 此
江 山 何 处 来 ？ 水 剪 西
湖 千 匹 锦 ， 岫 移 阳 朔
七 尊 罍 。 客 来 不 用 茶
和 水 ， 紫 贝 天 葵 酌 酒
杯。”

 胖大海能泡茶，
菊 花 能 泡 茶 ， 紫 背 天
葵 也 能 泡 茶 。 豆 蔻 茶
还 能 排 毒 。 不 由 要
问 ， 如 此 组 方 ， 作 者
是 借 此 来 弘 扬 中 药 茶
文化吗？

 刘锋，江苏扬州
人 ， 天 津 大 学 教 授 。
现 为 天 津 市 楹 联 学 会
名 誉 副 会 长 ， 曾 任 天
津 《 楹 联 》 杂 志 主
编。

对 联 作 品 以 集
句 联 、 怀 古 联 最 有 特
色，集句联 300 副选
入 中 楹 会 主 编 的 《 百
家联稿》。18 篇楹联
研 究 论 文 入 选 “ 中 国
楹 联 （ 学 会 ） 论 坛 ”
， 其 中 《 对 联 起 源 考
证 》 获 全 国 学 术 研 讨
会论文一等奖。

作者 刘锋

试看中药入联香 --古广祥《中药趣联》

天津大学  刘锋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