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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如何保养好孩子的脾和肺 （下）05

调好脾和肺
孩子不生病

孩子咳嗽是肺功能“软弱”

中医认为，肺除了呼吸，还有宣发和
肃降的功能。孩子咳嗽就跟肺的宣发功
能不足有关。在生活中为什么有些孩子
的咳嗽老治不好，而有些孩子喝了两三
服中药就搞定了？原因就在于肺的宣发
和肃降功能有的强大，有的不强大。

什么是宣发？中医认为，肺像一个
灌溉机器，宣发就相当于伸到草坪里的
一根根喷水管，用喷出来的水滋润草
坪。相当于人的肺能将津液散布到全

身各个部位，让全身都得到滋润。还
有，比如肺里有浊气，身体就会通过宣
发把它排出去。

很多患有干燥综合征的朋友之所
以要调肺，就是因为其肺的宣发功能受
损，体内的津液输送不到相应的位置。

什么是肃降呢？肃降就是指肺吸
入清气往下沉。往下沉的动力是哪儿
来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肺。凡是热
的就往上走，凉的就往下去。

因此，我们给孩子治疗咳嗽的时
候，就要找出咳嗽各个阶段的特点来
治疗，知道什么时候要帮着肺气往上
走，什么时候帮着肺气往下走，如果处
理反了就麻烦了。

少让孩子喝冷饮

很多大人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
熬夜到很晚才睡，天热的时候吃冰糕、
喝冷饮等。并且把这种习惯也带给了
孩子，直接导致了孩子水湿重的毛病。

古代时没有冰箱，人们如果想要喝
凉的水，就要挖个深地窖储冰——可以
说只有皇上才有这个条件。但现在冰箱
普及，很多人贪食冷饮，如果孩子喝冷饮
太多，就会把脾阳给伤了，造成体内的湿
气越来越重。有的家长甚至在冬天都要
喝冰啤酒，喝冰啤酒也会伤脾阳。这些
喜欢冬天喝冷饮的人，把舌头伸出来一
看，舌体边有齿痕，舌苔很多，舌体肥大，
舌苔上面的唾液特别明显，这就是水湿

重的舌象。
经常喝凉啤酒的人大多有慢性腹

泻的毛病，这其实就是脾肾阳虚的表
现。我们学习中医其实就是在学习一
种生活的智慧，像喝冷饮，家长们在孩
子小的时候就应该教导他们不要这么
做。当然，自己更不能做。

让孩子多晒太阳，少吹空调

很多家长不喜欢孩子出汗，觉得腻
腻的不干净。其实，出汗正是孩子身体
气血运行、排出湿气的一个途径。现在
的孩子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室内，很少有
大量出汗的机会，这样不利于水湿的排
出。所以家长们在平时要多让孩子参
加户外活动。

夏天，很多人把家里空调的温度调
得很低，这样孩子体内的阳气很容易被
伤到。要知道，我们的身体会随着季节
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到了夏天，人体毛
孔张开，肺气会推动津液往外走，它的表
现就是冒汗。这个时候如果吹着空调，
汗出不来，喝的水没有地方排了，就会把
肺的阳气给伤了。而肺又主水，其结果
是没办法运化水了，这样体内的水湿就
重了。所以，有小孩的家庭夏天千万别
长时间开空调。

孩子大量喝水心脏易出问题

现在有些家长让孩子喝很多水，

认为这样有利于排毒，其实这是一种
错误的观念。水要喝得适量，并不是
越多越好。

一天，有一位朋友的孩子心脏
出了问题，请我到她家里去看看。
我一问才知道，朋友一天让孩子喝9
大杯水，而且是在运动量很少的冬
天，这肯定是不对的。

喝水量的多少是要分季节的，在热
天和冷天，孩子身体的需水量是不一样
的。天热的时候，汗出得多，所以给孩
子多喝水没问题。但如果天冷了，毛孔
开始慢慢收敛，水分本来就很难被蒸发
掉，孩子没出多少汗，喝那么多水干
吗？水从哪儿出去？孩子的肺、脾、肾
有那么强的运化功能吗？

大人身体好，元阳足，可以多喝
点水。小孩的运化能力相对较弱，喝
那么多水就是在跟身体作对了。当
孩子体内的水湿严重时，会蒙蔽其心
阳。因此，孩子大量饮水会导致心脏
出现问题。

当然，孩子还是要补充足够的水。
如果饮水量不足，会出现上火的症状，
影响其身体健康。这里要告诉大家的
是，孩子的本能反应很关键，当他需要
水的时候，你给他水，他就会喝；当他不
需要的时候，他会拒绝。因此，家长不
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强行让孩子喝水，
适当饮水即可。

（摘自《让孩子不发烧不咳嗽不积
食》作者 罗大伦 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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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算计
权力斗争

明治维新的核心内容

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天皇的权力
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制约。
跟西方君主立宪制中“君权民授”不同，
它的本质是“民权君授”，也就是说西方
君主（国王或者总统）的权力是民众通
过议会授予并制约的，而睦仁是将天皇
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下放给了普通民
众。这样的体制，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开明的专制”。

与此同时，日本虽然“脱亚入欧”，
但没有完全西化。他们穿上了西服，
但和服仍然受到民众的欢迎。在正式
场合行握手礼，在一般场合行鞠躬
礼。更重要的是，尽管废除了武士，但
也保留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武
士道精神。这种精神对后来的日本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睦仁来说，他的权力原本就
是被幕府占有的，慕府还不给他吃饱
饭。现在他过上好日子了，没有必要
死握着权力不放，因此就把一部分权
力分了出去。睦仁将原来的封建君
权改为君主立宪，普通国民对政治的
参与度更高，大家切身感受到，所谓
政治就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政府就
是这个利益的代言人。为了自己的
利益，每个人都会为国家提建议、出
力气。当政府做得好时，民众会真心
支持；当政府出现差错时，民众会积
极监督；当政府遇到困难时，民众也
会砸锅卖铁、变卖家产支持政府。总
之，它成功地将政府的利益和民众的
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日本人由此更加强化了“国家”的
概念，虽然国土面积只有巴掌大，又穷
得吃不上肉，但“大日本帝国”的观念开
始逐渐深入每一个人的内心。这就是

利益捆绑带来的好处，当一个政府真的
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根本利益时，不用什
么“忠君爱国”的宣传，大家也会尽全力
支持它。

而通过开放舆论监督，让知识分
子享受到自由，他们可以随便骂骂政
府和其他人，也可以随便被其他人骂
骂，在这样长期的骂战中，他们磨砺
了自己，提高了骂的水平和其他水
平，然后全社会人员的思想理论水平
也提高了。

总之，这是一种既可以维护政权
利益，又可以换来全民效忠的好方
法，它顺应时代潮流，在体制上和精
神层面上解放了这个国家，更是一种
让大家安心勤劳致富，然后自己多收
税的好方法。这实在是一笔很划算
的买卖。

这就是“明治维新”的核心内容。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它给日本的社会和
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的正能量，但它在
本质上，还是为了加强睦仁的集权的。
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外，通过另外的一
项工作，睦仁的权力不仅得到进一步加
强，也让日本这个奇怪的国家变得更加
奇怪，最主要的就是军队改革。

前面我们提到，在废除武士阶层
时，日本颁布了征兵令，实施全民皆兵

的义务兵役制，这使得日本的兵力大为
增强，但这不是奇怪之处，奇怪的是对
这支军队的管理。

经过多次兵制改革，日本军队中征
兵、养兵等属于行政的部分（军政）归
政府管，而派兵、调兵、作战等属于命
令的部分（军令）归另外一个机构——
参谋本部管。所谓参谋本部，也就是
总参谋部。古代的参谋就是那些摇摇
鹅毛扇子的人，负责给大将提建议，具
体该怎么打，还得将领拿主意。但在
日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它是独
立于政府之外的。

也就是说，政府只管招兵和养兵，
至于这些兵要干什么，准备如何干，政
府无权过问。在军队里，指挥士兵的是
军官，而指挥军官的就是参谋。参谋归
上一级参谋管，上一级参谋又归再上一
级参谋管，直到最后的参谋本部。

那么，参谋本部又归谁管？它归天
皇睦仁管。

有人说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实际上
就是睦仁通过参谋集团来控制军队，这
跟我国宋朝的皇帝通过文臣驾驭武将
差不多。问题是日本的这些参谋并不
是什么文臣，而是一群特殊的军人。

（摘自《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
1911）》作者 黄治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