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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刘寿山老师(左)在一起

　　1974 年春上, 由谢

海洲老师举荐, 我高兴

地拜刘寿山先生为师学

习, 并且很快即进入“角

色”。当时《中药研究文

献摘要》第一编出版已

10 余年, 第二编 ( 1962

～ 1974 年 ) 正在编纂

中。刘老师每天背着一

个旧的军用小黄背包,

来往于北京宣武区潘家

胡同 (刘老师的住所)与

医科院药物所图书馆。

我住在宣武医院, 下午

给宣武医院的西学中班

讲授中药方剂课, 上午随刘老在医科院药物所图书馆, 查摘

有关中药研究的文献, 我主要是摘译日文杂志中有关中药

与方剂药理及临床的文献。虽然在大学时我念的外语是日

语, 但由于当时普遍对外语不重视,尤其是在 20 世纪 50 年

代学日语, 似乎有点遭人议论。在学习上我还算努力, 但在

那种大气候下也不过是 3分的水平, 此时用起来自然就力

不从心了, 有时候一个上午连一篇文章也摘译不出来。刘老

师在旁鼓励我不要着急, 并教给我先读原文的前言及结论,

脑子里就知道该文的缘起及结果了, 再通读一遍后摘译便

能加快速度, 就这样我完成了任务。

刘老师是著名的中药文献专家, 由他主编的《中药研究

文献摘要》共 4 册(最后的第 5 册改由刘嘉森任主编 ) , 收集

摘录了 1820～1984 年 164 年间世界各地用中、日、英、俄、

法、德文撰写的中药文献 12 300 余篇, 涉及杂志 1 220 种,

中草药近千种加以整理编纂, 共约 448 万字,这在当时全靠

手工来完成 (仅摘抄的卡片就有 4 麻袋)确实是很辛苦的。

由于该书的出版, 给千百位研究中药的人员省却了大量查

阅文献的时间, 所以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因而第一编

获得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第二编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一

等奖( 1979 年) , 第三编获陕西省中医药成果奖 ( 1988 年)。

另外 1～3 编由香港中文大学中药研究中心选译为英文输

入电脑,以供世界各地检索。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英

国的李约瑟博士, 也专门为此书题辞祝贺, 称其是“大有裨

益于每一个中药学研究者的巨著”。可见其影响之大,影响

之深。

刘老师在中药文献研究上的卓越成就, 可以说全靠的

是艰苦奋斗,也可以说是自学成才者。刘老是江苏沛县人,

生于 1912 年 10 月,卒于 1999 年 5 月 31 日上午 8 时,享年

87 岁。(刘老曾告我说, 他祖籍山西洪洞,该地还有他的家

产——窑洞 1 眼)。他于 1940 年考入当时的北平医学院,因

患病而辍学,后来跟生药学家赵 黄先生学习,他的师兄弟

有三人,老大是朱晟先生, 刘老为老二, 老三是谢海洲先生,

约 2～3 年便回了山东沛县(当时沛县属山东省管辖)。1949

年北平解放,刘老毛遂自荐, 并在赵 黄先生的帮助下,做

了中央卫生实验院(医科院的前身)文献学家龙伯坚先生的

“秘书”, 自然受到了龙先生的熏陶, 得到了不少指点, 同时

还结识了一些医药界名流, 如王药雨、朱颜等, 再加上勤学

苦练, 又得赵 黄、周军声的栽培, 所以渐渐成了中药文献

学的行家。后来被下放到陕西三原, 仍靠着坚韧不拔、吃苦

刘寿山老师抄写的英国李约瑟博士题词译文

耐劳的精神,

完成了《中药

研究文 献摘

要》第一编。药

学界老前辈孟

目的、薛愚、周

金黄教授等都

称赞他 的干

劲, 香港的张

雄谋、日本的

难波恒雄说起

刘老的工作也

都是翘大拇指

的。

还值得称

颂的是刘老为

人忠厚, 淡薄

名利,生活简朴, 团结同志为中医药事业奋斗。刘老常给我

说,要与人为善, 团结合作,不要因人废事。当时参加编写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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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摘录的人除了一些老专家外, 不少人都还是青壮年, 大家

团结在刘老周围, 各负其责,如南京的李飞、张德超,北京的

王铮、崔万钧,上海的吴焕等, 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刘老住

在潘家胡同 52 号后院, 他的住所号称一间, 实际上也不过

十几个平方米的面积, 靠窗边的是 1 张长不到 1 m,宽也不

过 50 cm 的小桌,这就是刘老的办公处。就这么个地方同时

还要供一家 3 口人的生活起居使用。那些年生活供应又不

好, 什么东西都是凭证供应。刘老每天傍晚就背上小包, 到

菜市口买馒头, 因为那里的馒头个儿大,要的粮票少。有时

候我出差开会带回一点不要粮票的熟食,刘老和师母总是

连连道谢。刘老在经济上也很困难,总见他穿着一套旧的中

山装, 好像没换过新衣服似的。为了买稿纸,把仅有的一块

手表也卖了。有一天陕西省卫生厅的江淼同志(副厅长?)来

看望刘老, 看到这般情景,也感动地流下了泪。后来还是在

陕西省渭南地区中医学校的支持下, 才完成了后三编的工

作。

1999 年 4 月份, 收到刘老的一封亲笔信, 信中说他的

白内障已做了手术, 效果很好,看东西已不成问题, 目前住

在陕西杨凌特区他小儿子处, 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并

嘱我做好准备要再干一番。我当然很高兴,立即回信表示祝

贺和慰问, 并汇报了我的近况,还寄去了一本有关的材料,

请刘老过目。不料 6 月 3 日上午却收到了渭南中医学校的

一封电报, 告知我刘老不幸病故, 6 月 3 日上午 9 时举行遗

体告别云云,遗体告别已来不及参加了,只好含着眼泪到电

信局发了唁电,以示哀悼。

刘老驾鹤西去, 我未及送行, 是我终生的遗憾, 至今想

起来就情不自禁地流泪。今年 5月 31 日是刘老逝世 3 周

年,含泪草此小文, 以示悼念和感激之情。

(收稿日期: 2002-03-19)

本文编辑:任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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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7 年 1 月至 2000 年 6 月, 笔者采用自拟没药桃

仁散外敷治疗踝关节扭伤 63 例,效果显著, 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63例均为门诊患者。其中男 29例, 女 34 例; 年龄最小

16岁, 最大 42岁, 平均 31 岁; 病程 1～5 天。所有病例均有

明确的踝部扭伤史,损伤后踝关节即出现疼痛 ,局部肿胀,

皮下瘀斑, 跛行,活动时加剧, X线摄片检查未见骨折。

2　治疗方法

均采用没药桃仁散外敷。药物组成: 没药、桃仁、土元、

栀子、大黄各等份( 10～30 g) ,视受伤范围而定。用法: 将上

述药物碾或捣为细末, 加醋调合均匀,涂敷患处, 纱布缠绕

后, 用薄塑料布包扎,以免涂染被褥衣物。首次用药 12～24

h,以后每晚外敷, 并抬高患肢, 以利消肿。5天为 1 个疗程,

连用 1～2 个疗程。

3　治疗结果

63 例全部治愈(踝关节肿痛消失, 关节活动功能恢复

正常)。其中1 个疗程治愈 55 例, 占87. 3% ; 2个疗程治愈 8

例, 占 12. 7%。

4　体会

踝关节扭伤多因行走在不平道路失足、下台阶踏空及

运动不慎所致。中医认为,急性扭伤后造成经络筋脉受损,

瘀血阻滞,气血运行不畅, 不通则痛。没药桃仁散中没药活

血散瘀,消肿止痛; 桃仁活血化瘀,走而不守通血脉;土元破

血逐瘀,接筋续骨, 疗伤止痛,为伤科良药;栀子清热消肿止

痛;大黄行瘀血调血脉; 醋外用散瘀止血, 有治跌打损伤之

力。诸药合用,共奏活血化瘀, 舒筋通络,消肿止痛之功。临

床实践证明,本方外敷药力直达病所, 效果迅速快捷, 有利

于气血运行,疏经活络。笔者体会此方用药方便安全,现配

现用为好。对皮肤无刺激,未出现过敏现象。陈旧性扭伤不

属此文范围。

(收稿日期: 2002-01-21,修回日期: 2002-02-18)

本文编辑:王存明

提供空心胶囊

　　型号 0# (装药量 0. 3～0. 5g ) ; 1# (装药量 0. 1～

0. 3g) ; 2# (装药量 0. 1g 以下)。

价格: 135 元/万粒(含邮资)。

为保证质量, 1 万粒以上办理邮购业务。需要者

请通过邮局汇款至浙江越州制药有限公司　潘炎锋

收 ;地址: 浙江新昌, 邮政编码: 312560; 电话 ( 0575)

606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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