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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葉是我國民間使用較早的植物，《詩經》中「王風‧採葛」條載：「彼採艾兮，一日不見，

如三歲兮」。《禮記‧曲禮上》有：「人生……五十曰艾，服官政」之說，這裏五十曰艾，喻指

人到半百，霜染雙鬢如艾，此時閱歷已豐富，可以充當領導者的角色了。可見，艾與中國人

的日常生活與習俗已經密不可分。我國自古民間就有五月初五，掛艾葉、懸菖蒲、灑雄黃的

習俗，有些地區新生兒還要用艾葉洗澡，這些習俗一直流傳至今。艾葉殺菌消毒、潔淨空氣，

對預防疾病的傳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清明時節，客家人習慣採集鮮嫩的艾草做成「艾」，

服之以避邪，據說可長年百病不侵。艾之原植物從不生蟲，這也使古人賦予「艾」神聖不可

侵犯，甚至能「除毒氣辟邪」的特性。用現代話講，就是預防瘟疫。中醫傳統強調「治未病」，

薰蒸艾葉便是其中一種有效方法。中醫對於流行性感冒以辯証論治為主，從多環節、多層次

進行預防與治療。史載每逢瘟疫之年，都是艾葉豐產之季，這是大自然賜予人類抵禦病邪的

武器，可謂天賜良藥。 

談到艾葉，不能不提到針灸，因艾葉最早用途是「灸」，針與灸二者密不可分。針灸英文應當

譯為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但一般外國人只知「針刺」，而對「灸」為何物幾無所

知。我試從大家常上的 google互聯網上搜索了一下，針刺（Acupuncture）與灸（Moxibustion）

的出現率相差 8倍。艾灸，在國內的使用也日趨減少，有的中醫藥高等學府乾脆叫做針推學

院，而把灸冷置一旁。一位在美國執業的中醫朋友給我講過這樣一個的真實故事。一日，他

正在用灸法給患者治病，樓下突然間警鈴大作，幾輛消防車風馳電掣而至，原來是屋內的煙

霧觸發了大廈的煙霧探測器。他還告訴我，在美國曾遇到過有人將燃艾灸卷當成大麻吸毒投

訴。不同文化與醫藥背景的差異，對於艾灸走出國門，也造成了一大障礙。 

「艾」藥用之名與艾灸療法，始見於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五十二病方》。艾葉在複方中也

較常見，早在《金匱要略》中有兩個用到艾葉的處方：膠艾湯與柏葉湯，前者用於養血調經，

後者用於吐血不止。艾葉在中國民間的應用極為廣泛，又有「醫草」之代稱。唐代孫思邈宣

導 「蒸臍」療法，內病外治、簡便實用，在神闕穴溫灸可治久病沉屙。 

艾葉在名稱與品種上自古就出現了混淆。以艾葉之名在本草書中的正式出現是在南北朝問世

的《名醫別錄》，位列中品。此後，中國歷代本草中多有著錄。可是，為何這樣常用的中藥，

在著名的《神農本草經》中沒有提及呢？根據梅全喜教授的考證，在《神農本草經》中艾是

以「白蒿」之名入藥的。 

在最近一次到內地中醫院考察時，薰蒸治療室中「艾葉」的異味引起了我的注意。將該處所

用的艾條與我在湖北收集的艾草（蘄艾）進行性狀鑒定與顯微分析對照後，我發現二者來源

截然不同。 

李時珍之父李言聞曾有專著《蘄艾傳》，李時珍在《本草綱目》對蘄艾倍加推崇，有「艾葉，

本不土產，但雲生田野，自成化（明憲宗年號 1465-1487）以來，則以蘄州者為勝，用充

方物，天下重之，謂之蘄艾。」點明了地道艾葉所在。「蘄艾」除氣味芳香之外，具有易燃、

不起火焰、不落灰、不易引起燙傷的優點。而價廉質次的「艾葉」，僅僅起到加溫效果，難以

達到預期療效，嚴重影響中醫的信譽。難怪不少針灸師談到灸法便搖頭，說艾葉沒有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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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藥典》（2005版）收載菊科植物艾 Artemisia argyi L l. et Vant作為中藥艾葉的

法定原植物來源種。林有潤研究員經過植物分類學研究，將蘄艾定位為艾的栽培品種 

Artemisia argyi L l. et Vant. cv. qiai。其主要鑒別特徵為：植株高大，高 1.5-2.5m, 

有濃烈香氣；葉厚紙質,被毛密而厚，中部葉羽狀淺裂，上部葉通常不分裂。 

我與好友余醫師將兩種艾絨在左右足三里交替施灸對照，結果發現兩者的穿透力及藥效差別

很大。經進一步調查，發現如今市場商品艾葉的原植物除蘄艾外，還有同屬多種植物的葉作

為艾葉使用或混用，如朝鮮艾、寬葉山蒿、野艾、蒙古蒿、紅足蒿、五月蒿等。更有不法之

人，將木屑摻入人為造假，謀取暴利。 

艾葉的採收與加工是十分講究的。通常端午時節採艾葉，正是枝繁葉茂之時。但新鮮的艾葉，

含揮發油過多，火力過強，不宜灸用。須將艾葉曬乾、去除枝梗、搗成細絨。存放數年後的

艾葉，火力溫和，穿透力強，直透肌膚，正如古人所形容的「力可穿酒甕」，進而達到理氣血、

逐寒濕、通經絡的效果。這裏，我們似乎對《詩經》為何用艾喻比三歲光陰找到了答案。《孟

子》中有：「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之說，指的也是痼疾需用陳艾。 

艾葉新鮮或曬乾者均可藥用，根據炮製方法不同，又可分為醋艾葉、艾葉炭、醋艾葉炭。現

代化學研究表明，艾主要含揮發油類成分、黃酮類成分和類成分。現代藥理研究表明，艾具

有凝血止血、平喘止咳、抗菌等作用。也有人通過動物實驗證明艾葉的凝血止血等作用。生

艾葉水提物灌胃能縮短小鼠的凝血時間，醋艾葉炭、艾葉炭、煆艾葉炭水提物灌胃均能縮短

小鼠斷尾的出血時間和凝血時間。醋艾葉炭水提物灌胃對熱板和醋酸所致的小鼠疼痛還有明

顯的鎮痛作用。這與中醫理論認為艾葉具有溫經，止血，散寒，止痛等功效的認識相一致。

中醫臨床用於：虛寒性出血,尤宜於崩漏；下焦虛寒或寒客胞宮所致的月經不調、痛經、宮冷

不孕、胎漏下血、胎動不安；寒性咳喘。現代臨床還用於肝炎、肝硬化、慢性氣管炎等病的

治療。目前還研製出各種複方及微型灸劑、膠囊劑、片劑、油劑、β—環糊精包合物、浴劑、

酊劑、滴丸劑等劑型，廣泛用於臨床，並向保健、美容等方面擴展。適應現代人的需求的無

臭、無煙型的艾絨也在研製中。 

27年前，我在中國中醫研究院跟隨謝宗萬教授攻讀碩士研究生，當時謝老正在編著《中藥材

品種論述》，同辦公室的劉素娟老師為謝老的著作配圖。提到劉老師，她本是中央美院徐悲鴻

大師的末班弟子。在那非常的年代，因為政治原因，劉老師遠離人物畫像。劉老師創作的眾

多植物墨線圖，自然流暢，獨具特色，其中一幅艾葉墨線圖，令我印象尤深，珍藏至今。（見

附圖）。從那時起，我對蘄艾、對李時珍故鄉蘄春一直懷憧憬與嚮往。 

27年間，我前後兩次到訪蘄州，站在伴隨李時珍成長的瀕湖之畔，我為「石蘊玉而山輝,水

含珠而川媚」的勝景所陶醉，心似波湧，思緒萬千。蘄艾與其潛在功力相比，還應發揮更大

作用，蘄州與歷史上的知名度相比，更應大有可為。 

此文擱筆之時，我分別打電話給在蘄州擔任藥業領導和行政負責的兩位朋友，希望再多幫我

買些艾條。對方的回復令我驚愕，「雖說蘄艾家家種植，戶戶收藏，但多為自用，蘄艾栽培並

沒有形成規模，因為價格上與其他地區沒有競爭力，農戶並無意欲多生產，故無法滿足市場

需求。如需要，今年可以幫助多採些、多留些。」早些時候，我得知這些年因農藥的過量使

用，當地名藥蘄蛇已難覓蹤影，如今三年之艾又無處可尋。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中

醫亡，亡於中藥之說」，看來並非聳人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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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思邈曰：「只針不藥、只藥不針、只針不灸、只灸不針皆非良醫」。繼承發揚祖國醫學寶貴

遺產，弘揚時珍精神，醫藥需並舉，任重亦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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