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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如何让孩子不发烧 （三）08

调好脾和肺
孩子不生病

孩子感冒的第二阶段俗称
“寒包火”

很多家长在孩子生病的时候，问
我用哪些中成药好。在给出答案之
前，我一般要仔细询问孩子的情况后
再给出一些建议。实际上，绝大多数
人的感冒都是因为受寒引起的。当外
寒侵入人的身体里的时候，会出现寒
热错杂、外寒里热的情况，然后逐步发
展成纯粹的里热。

也就是说，如果在孩子感冒的第
一阶段——外寒阶段，我们没有及时
控制病情，错失了良好的治疗机会，那
么外寒就会深入人的身体内部，与里
面的正气激烈战斗，表现出很多热症，
而体表的外寒依然存在，形成了一个

“外寒里热”的状态，中医称其为“寒
包火”。

刚感冒时，是第一个外寒阶段，因
为症状不明显，大家一般不会重视，所
以我们通常见到的感冒，大多已到了

“外寒里热”的第二个阶段。

孩子感冒的第二阶段会流清
鼻涕、吐黄痰

在这个阶段，外寒的症状和里热的
症状并存，孩子流的是清鼻涕，但咳嗽
出来的痰呈黄色，或者鼻涕和痰是黄白
相间的，这说明孩子体内的寒热是错杂
的，但一般情况下是外寒里热。

如果我们非要分出到底孩子是风
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恐怕是分不清
的。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昨天还
感觉身体冷得发抖，直打喷嚏，到了第
二天，症状却变成发烧，鼻涕和痰都呈
黄色的了。

其实，寒与热是不同阶段的不同
状态，更多的时候是寒热并存的。

在《伤寒论》里面，医圣张仲景就
特别提到了调理这种寒热错杂的问

题。比如，他曾经创立过一个方子，叫
“麻杏石甘汤”，具体的药物是：麻黄、
生石膏、杏仁、炙甘草。其中，麻黄是
温热的药物，能够使人发汗，是用来散
外寒的；生石膏是一味凉药，是用来清
里热的。

孩子流绿鼻涕、白鼻涕是怎
么回事

流绿鼻涕是比较严重的热象，说明
外寒与正气交战得比较激烈，交战的场
地主要是在呼吸系统。这个时候，鼻涕
会变成绿色。

白鼻涕有点像白乳胶，是在感冒快
痊愈的时候，外寒又回到体表残留，聚
液为痰形成的，与感冒初期风寒在表的
清鼻涕不同。孩子流白鼻涕，要用化痰
的药往外清。我们经常说鼻涕清白，其
实这样说是不对的。

所以，在感冒的最初阶段，一定要
注意观察孩子的鼻涕，看看是白的还是
清的，病是在表还是在内。只要发现了
清鼻涕，我们就可以确定寒邪仍在体
表，这时就好正确用药了。

鼻涕的颜色从清、黄、绿、白、清，
到最终消失，代表着感冒的外邪从体
外侵入，到身体里，然后再退到体表，
最终被驱赶出去的过程。所以，鼻涕
的颜色是感冒的一个重要症状，必须
学会观察。

孩子感冒的第一阶段，可用
取嚏、泡脚等方法治疗

一个纸卷治感冒：取嚏法
古时候有一种取嚏法，医生会用一

些具有辛味的药，比如皂角等研成末，
撒进鼻孔，刺激人打喷嚏，这种方法在
宋金元时期特别流行。

采用取嚏法，流出来的鼻涕都特别
黏。这样的方法我曾经给人用过，用完
后人会连着狂打喷嚏，流出来的全是黏
液。打完喷嚏后，上焦气机一下就通畅
了，身体会出汗，寒邪也就随之而解
了。但是这种方法对一般人来说猛烈
了点，所以现在基本上不用了。其实，
可以用卫生纸捻成一个细细的纸卷，然
后伸到孩子的鼻子里面，刺激鼻黏膜，
让孩子打喷嚏。

泡脚驱寒暖身法
用热水洗身体固然可以暖经络，但

泡脚的效果也非常好。为什么要泡脚
呢？因为泡脚能够疏通人体的肝经、脾
经、肾经、膀胱经等主要经络，常常让经
络保持畅通，人就会不生病，或者少生
病。孩子刚感冒的时候，如果你在第一
时间给他处理，即使简单地用热水泡泡
脚，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如果在水
中加入一些药物，能更好地增强孩子身
体的免疫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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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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计划向朝鲜派兵

1885年9月6日，上海《申报》第一
次报道了日本企图窃取钓鱼岛的消息。
不过，这个消息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
视，无论是大清国还是日本，都没有出现

“保钓”人士，不就是几个光秃秃的石头
岛吗？直到几十年后，由于海洋石油勘
测技术的出现，在钓鱼岛附近发现大量
石油天然气，老问题才被翻出来。

在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国之后，
睦仁上台后的第一次出兵活动结束

了。用3000多人就换来了一个县，成
果很大，但睦仁脸上的表情不是欢喜，
而是郁闷，他对手下说：为什么台湾还
没有得到？如果连一个小小的台湾都得
不到，我们又如何能实现“大陆政策”？

大臣们低头思索良久，然后告诉睦
仁：陛下！这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
我们只有等待，耐心等待！

这一等就是15年。日本人的野心
引起了大清国的警惕，在这15年的时
间里，双方都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大
清国财大气粗，买军舰、买枪炮，而日本
人的本钱不多，只能边买少量武器装备
边引进技术，但日本为了军备的发展绝
对达到了不惜血本的疯狂程度。

从1883年开始，睦仁宣布：从今往
后的8年时间里，国内收入最多的两项
税收——酿造业、烟酒业的税收，政府
不能拿走一分钱，全部用于建设海军和
陆军！

1885年，大清国从德国购买亚洲最
大的装甲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
装备北洋舰队。睦仁突然发现日本海军
中还找不到一艘军舰的大炮可以击穿

“定远”号和“镇远”号的甲板，他深受刺
激，于是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每年从生活
费中挤出1/10（约30万日元），并且要
求大小官员每年也要献出工资的1/10，
作为日本购买和建造军舰的费用。

1894年，朝鲜发生了东学党动乱，
通过袁世凯的运作，大清国即将向朝鲜
派兵，虽然日本驻朝鲜大使信誓旦旦地
向袁世凯表示：日本只注重保护商业利
益，即使你们派兵，日本也不会派兵，和
平共处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主题。

但是，日本人真正的计划是：一定
要向朝鲜派兵。日本先根据之前的中
日《天津条约》，把日军光明正大地开进
朝鲜，让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短兵相
接。然后想办法擦枪走火，将朝鲜国内
的动乱直接演变成中日两军的冲突，引
发中日战争。

1894年6月2日，在袁世凯去日本
驻朝鲜大使馆打探日本人态度的前一
天，睦仁接到了内阁总理伊藤博文提交
的两份奏议，都等着他的批示：第一份是
解散议会，第二份是立即向朝鲜派兵。

这两份奏议看上去没有关联，实际
上却有很大的关系。

内阁总理奏请解散议会，是因为议
会要逼内阁成员下台。由于长期的军
备竞赛，从1893年开始，日本国内出
现了经济危机，各大党派吵得不可开
交，在议院中占有多数席位的反对党
要求内阁成员集体引咎辞职，让反对
党上台，他们在这年的6月1日通过了
决议案。

此时摆在伊藤博文面前的只有两种

选择：一种是率领内阁成员集体辞职；
另一种是拒不辞职，奏请天皇下旨，解
散议会，从而保住这届政府。

但要天皇解散议会、保住政府总
要有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我们需
要打仗。

对于一届政府来说，每当政局出现
危机时，选择对外开战，就是转移矛盾、
凝聚人心的灵药。于是就出现了向朝
鲜派兵的那份奏议。

睦仁在这份奏议上留下了同样的
御批：同意！

睦仁和军部之前一直担心伊藤博
文的政府不会支持战争，现在这个担心
消除了，接下来就是如何打的问题了。

而军部之前担心政府里的那些文
职人员会反对开战是有道理的。我们
假设当时在东京和北京，分别有两个大
臣向各自的皇帝汇报本国的兵力，那情
况绝对是截然不同的。

东京这边。“陛下，在您的英明领导
之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
兵力大为增强了。现在，常备军的总兵
力是7.5万人，其中炮兵6千人、骑兵4
千人。”

大家不要笑，日本地方小，总人数
本来就不多。

（摘自《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
1911）》作者 黄治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