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侃陽中醫師專欄 

談  中  藥  進  補 

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有著中藥進補的習俗，什麽人參、燕窩、白木耳、冬蟲夏草、

鹿茸等等，都是進補的佳品。這種習俗來源於中醫文化，認爲可以通過進補中藥的方

法來培補自己身體上的虛損。人們經過長年累月的勞累，使得自己的身體會出現某些

虛弱症狀；而中藥和食物一樣，出自於天然，並且對於身體具有培補的效用，因此，

許多人經常使用中藥來培補自己的體質。事實上，不少人經過中藥的調適，體質有所

增強；許多懂得使用中藥調理的人，看上去會精力十足，氣色又好；比起同年人來説，

確實顯得年輕一些。 

的確，中醫療法對於人體體質的改善有著特殊的作用。中醫理論認爲“正氣存

内，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出自《黃帝内經》）；也就是說，祗有在

人體正氣強健的情況下，邪氣纔難以入侵人體；而邪氣之所以能夠侵犯人體，主要的

原因在於機體的正氣不足。因此，使用中醫療法“扶正”成爲臨床治病的重要手段；

因而在民間，也就廣泛地流傳著中藥進補的習俗。譬如，臺灣人喜歡用麻油雞煲中藥

做月子，廣東人喜歡煎“清補涼”作爲飲料來補氣清熱祛濕，還有人常用枸杞子補肝

腎以明目，用洋參以提神等，這些方法對於人體體質的增強確實有著一定的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人由於不懂得中藥的特性及其使用方法，往往在進食補

藥後，可能會出現某些明顯的副作用，出現“虛不受補”的狀況；有的還因此而罹患

疾病，甚至爲此而把命都丟掉，可見使用中藥進補必須慎重。 

人們常說“藥食同源”，其意為中藥和食物都屬於大自然的有機生成之物，因而

許多人認爲可以將中藥當作食物來食用，這種觀點是絕然錯誤的。在中國的傳統文化

中有藥補和食補的概念，也就是說，中藥和食物都能對人體起到調節的作用。其間的

區別在於，中藥力猛，祗能用於患病之時，過則有害；食物力微，是人體生命賴以維

持的必然食品，久食無虞。中藥之所以作爲藥用，主要是因爲其對於人體的作用遠遠

大於食物；也就是說，服食等量的食物和中藥後，機體所出現的反應程度會大不相同，

過食中藥或使用不當，定會傷害到機體，這就是“是藥三分毒”的含義。 

我們知道，絕大多數補藥並不含有毒性，但不含毒性的補藥照樣會傷害到身體，

關鍵在於如何使用的問題。中藥有“四氣五味”之分，分別用於不同的病理形態，中

藥的使用必須符合中醫的“辨證論治”等臨床使用規律。譬如，寒藥用來治療熱病，

熱藥用來治療寒病，如若將寒藥用於寒性體質，或者將熱藥用於熱性體質，所造成的

人體傷害不容小觀。筆者曾經收治一位冬蟲夏草中毒的患者，患者進食蟲草後，立即

出現全身發冷，呼吸不暢等症狀，經筆者一個多月的中藥調治，方才恢復正常。冬蟲

夏草貴過黃金，屬於補藥中的精品，許多人吃後並無不適，爲什麽該患者反而會出現

上述問題呢？究其原因，全在於藥證相反所致。患者原患有甲狀腺腫瘤，屬於陰虛體

質，日常進食當歸都會流鼻血；而冬蟲夏草屬於熱性藥物，食後會給機體“火上加



油”，使得其陰血更傷，陽氣難以敷布，故出現全身發冷；肺陰受損不張，故導致呼

吸困難等等。從這例病案中我們不難看出，雖然冬蟲夏草本身並不含有毒性，但使用

不當則會對身體產生傷害，故而稱爲中毒。人參作爲補氣之上品，對於中氣不足之神

疲乏力、精神萎靡者相當有效。但是必須注意到，並非每個中氣不足患者都能服用。

譬如，體内濕盛者食後會生濕熱，上燔為患，出現口糜舌爛；氣鬰腹脹者食後會加重

腹脹，出現腹脹如鼓等症狀；人參屬溫燥之品，熱性體質者更是不能隨便服用。有位

李姓小姐坐月子時，其父給其服食大量人參以期培補身體，結果使得李小姐患上紅斑

狼瘡症。 

中醫理論認爲“無症不為病”，因爲沒有症狀出現就無法進行辨證（中醫的診

斷），沒有辨證也就談不上進行中醫治療。許多人本來身體就比較壯實，沒有任何虛

像，照理來説根本無需培補，但某些人卻硬要使用中藥來“培補”身體，其結果當然

會適得其反。四川曾有位 30 來歲的壯者，因閑著無事，將朋友送的一枝二兩頭的人

參一次吃掉，沒過幾天其頭髮掉光，一年後則因罹患肺癌去世。有些家長為了使自己

的孩子能夠快點發育，常常超量餵食，有些甚至還餵些人參、燕窩之類的補品，這是

極不恰當的，其結果必定會傷害到孩子。孩子的發育必須遵循其自然規律，過食這些

高能量的補品祗會對孩子的身體造成損傷。我們仔細觀察自己的周圍可以發現，越是

生活條件富裕的地區，自閉症、多動症患兒的比例則會越高，這些還不能説明問題嗎？ 

事實上，不論是中藥、還是食物，當身體需要時，即使是毒藥，也可適當使用；

當身體不需要、或者身體難以接受時，即使是毫無毒性或極富營養者，也會因為不恰

當的使用而導致中毒。因此，服用中藥須得有針對性，切忌亂補。使用中藥保健養生

就是這樣，中藥的作用只能使人延年益壽，並不能使人長生不老。使用中藥保健也必

須進行辨證論治，中藥保健的意義可以說完全在於扶正祛邪，糾正患者輕度的陰陽不

平衡而已。近期有報道，說臺灣某老者因身體畏寒而吃羊肉培補，自我感覺不錯後，

即叫全家老少都來吃羊肉。誰知兒孫輩吃過幾次後，即感到上火，出現頭痛、煩躁等

症狀。這種情況也屬於辨證有誤，老者屬於寒性體質，食羊肉可以培補陽氣，這叫作

“寒者熱之”，屬於證治相符，故感覺很好；兒孫們體質並不虛寒，過食羊肉，就會

“惹火上身”，故而會感覺不適。食補尚且如此厲害，更何況中藥呢？從上述吃羊肉

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食補、藥補都得對證，否則就會給身體造成一定的傷害。 

綜上所述，中藥進補雖然可以增強體質，但由於中藥具有藥物的特點，如果不具

備中藥使用知識，不得亂用中藥。使用中藥進補，首先須得明瞭該藥物的特性，還得

清楚自身體質的屬性。我們必須懂得“中藥是藥”的道理，中藥是中醫師用來調治疾

病的藥物，不能作爲食物；“是藥三分毒”，任何中藥使用不當都會有毒。使用中藥，

必須做到藥證相符方能有效；如若藥證相反，必定會給自己的身體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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