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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爽利 

播出時間: 星期一至六早上 5:00 — 6:30 香港電台一、五台 聯播 

環節: 健健康康在清晨 

主持: 錢佩卿 

嘉賓主持: 崔紹漢博士 (中大臨床生化博士, 浸會大學中醫學博士) 

*此環節逢星期二早上 6:00 新聞後播出 

   

中醫病證俗語篇 

 

民間中醫俗語多 

拆解釋疑免出錯(1)  ( 12/11/2024 ) 

 

《逆齡生長》篇的論述已經完結，從本集開始，筆者將會轉談另一個話題，就

是民間流行着的一些與中醫理論、臨床相關的俗語，或可理解為中醫術語口語

化。筆者有這個念頭，源於一次的偶發事件。記得約半年前，有一天，我在工

作的地方(是一座私營醫療大廈，醫療機構十分集中，包括中、西醫診所、牙醫

診所、化驗所等)，遇到一位胸肺專科的教授。大家都在同一樓層出入多年，所

以時常遇到，十分相熟。那次他在走廊見到我，開口就提出一個問題：「博士，

究竟中醫常說的「熱氣」是甚麽？」我簡單解釋給他聽，他聽後說：「哦！原來

如此。」此事觸發我想起一個問題，就是中醫的理論雖然源遠流長，但正正如

此，老祖宗的智慧，世世代代通過言辭艱澀的古老文字流傳下來，理論又像是

超時空的概念，對生活於現今世代的人(主要是華人)來說，有點兒似懂非懂；

對不明白中醫或從未接觸過中醫的人來說，更是一個黑箱。一般巿民看中醫，

往往同一個病或相同的症狀，不同的中醫可能會有不同的診斷和治療方案，諸

如脾虛、肝鬱、濕熱、心火盛等，巿民亦只能醫云亦云，照單全收。最終全視

乎療效！「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 

 

此外，在華人的社會，亦會流傳着與中醫藥相關的民間智慧，但也充斥着似是

而非的中醫相關概念、名詞、術語等，發展成通俗化、口語化，漸漸變成人云

亦云的中醫俗語，例如上述教授問的「熱氣」。不過由於缺乏科學化、系統化的

驗證過程，很多這類民間俗語往往會被誤解、誤用、誤判、甚致誤治。建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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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筆者覺得有需要把這些俗語，根據傳統的中醫理論基礎加以闡譯，以正視

聽，讓廣大巿民加深對傳統中醫的認識之餘，能夠更好掌握或利用中醫的防病

養生智慧，加強對自己和家人健康的保障。 

 

筆者通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和資料搜集，累積了廿多個此類中醫俗語，並把它們

分成兩類：臨床症狀和體質失衡，往後會從中、西醫學角度，逐一論述。 

 

I.  臨床症狀 II.  體質失衡 

1. 熱氣 1. 熱底 

2. 濕熱 2. 寒底 

3. 風濕 3. 虛火上升 

4. 濕氣重 4. 虛不受補 

5. 沾寒沾凍 5. 皮毛疏 

 6. 口淡淡 6. 肝火盛 

7. 出淡汗 7. 心火盛 

8. 出冷汗 8. 肝鬱(疏肝) 

9. 骨火 9. 腎虧 

10. 虛火   

11. 頭風   

12. 痰上頸   

13. 痰火核   

14. 屙窒尿   

15. 發骨節   

 

沒有中醫藥理知識做基礎，就不能說了解中醫藥，更遑論自行診斷或治療。筆

者看過一個有趣的故事，加以潤飾，冀能反映出這個情況。 

 

有三個人到小店買外賣早餐，老闆正忙得不可開交，無獨有偶，三個人同時都

想買煎雙蛋做早餐。老闆問第一位客人要甚麽，他因為聽說蛋黃的膽固醇很高，

所以說：「煎雙蛋，不要蛋黃。」老闆立即照做。第二位客人聽人說多吃蛋白會

容易有蛋白尿，所以當老闆問他時，便說：「煎雙蛋不要蛋白。」那老闆正忙得

汗如雨下，有點煩躁，就順手把前一位客人的蛋黃煎熟了給第二位客人，跟着

好不耐煩，粗聲粗氣地喝問第三位客人要甚麽樣的雙蛋，這人見老闆一副不好

惹的模樣，只得戰戰競競，口震震地說：「要煎雙蛋，不…要蛋殼。」 

 

當我們對一些事物或者資訊一知半解時，往往會做出錯誤的決定或選擇。筆者

希望通過這個故事，讓大家明白中醫藥是有扎實的理論基礎的，但內容和文字

可能比較艱澀難明，容易令人一知半解或誤解，但如果通過口語化、俗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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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把理論融入民間智慧，讓這古老科學體系普及化，則更能保障巿民的健康。 

 

最近聽到一首充滿中醫文化的歌《神奇中醫》，優美動聽的旋律，唱出了幾千年

的中醫神奇歷史和文化魅力，內容盡是中醫的理論、典籍、名醫、名方的簡述，

並道出中醫藥的自然神奇力量，請大家細心欣賞。 

 

清熱下火湯 (1 人量) 

 

材料：竹葉 15 克、蓮子心 10 克、黃柏及甘草各 6 克、蜜糖適量(後下)。 

 

製法：以上材料用 3 碗滿水煎 15 分鐘，濾出湯液，待溫後加入蜜糖攪拌飲服。 

 

功效：竹葉清熱除煩、生津止渴，蓮子心清心去熱、除煩安神，黃柏清熱燥

濕、瀉火解毒、退虛熱，甘草清熱解毒、健脾益氣；詢諸品相配有清熱

除煩，瀉火解毒功效，可緩解「熱氣」症狀。 

 

 

小貼士 

 

上文提過的「熱氣」，將會於下一篇論述，不過，很多人一覺得自己或家人熱氣

便會考慮飲「涼茶」，尤其是廣東人，幾乎大部份都接觸過或聽聞過「廣東涼

茶」，究竟廣東涼茶是甚麽東西呢?筆者在 2009 年，曾經在這節目中論述。 

 

涼茶是在廣東省流行的一種中草藥複方飲品，是粵港澳民間經常用以治療輕微

不適的帶藥性的配方。所用中藥性味多辛苦寒涼，故稱為涼茶，具有清熱解毒、

生津止渴等功效。由於廣東地處嶺南，氣候潮濕，自古多有瘴氣，因此民間流

行以藥性寒涼、解暑清熱的中草藥煎水飲服，故稱「廣東涼茶」。 

 

2006 年，國務院已批准把涼茶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以彰顯它

對中國嶺南地區歷史和現實的意義。 

 

涼茶品種繁多，常見的有「廿四味」、「五花茶」、「夏桑菊」等等。 

 

究竟飲涼茶有甚麽要注意的地方呢？下回再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