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大疫出良药”。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筛选出临床证实
有效的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
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
方、宣肺败毒方“三药三方”，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清瘟解毒、宣肺
泄热，对治疗轻型、普通型有确切疗
效的连花清瘟胶囊，其成分包括连
翘、金银花、鱼腥草等 10余味药物。这
让有的人感到诧异——在云南随处可
见的鱼腥草，原来还有这样的功效。

鱼腥草是一种在云南作为菜来吃
来卖的植物。经过长期认识的不断积
累，人们逐渐发现，鱼腥草浑身都是宝，
根、茎、叶既可作为药物使用，又可以作
为蔬菜食用。在云南，鱼腥草通常是与
别的蔬菜摆在一起售卖，基本上是人人
都认识的植物。

鱼腥草曾是一种不被待见的植物。
世间万事万物，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一种植物亦然。
而鱼腥草这种植物之所以不被人们喜
爱，被列入下品，也是有原因的。在宋代
以前，鱼腥草一直称作“蕺”（jí）。此物最
早见于汉佚名、南朝梁陶弘景集《名医
别录》。其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
南朝梁陶弘景集《本草经集注》、唐苏敬
等《新修本草》、五代韩保升《蜀本草》都
沿此称。至宋代，王介《履巉岩本草》作
鱼腥草、紫背鱼腥草。到明代，李时珍
《本草纲目》称蕺、鱼腥草。清代，据吴其
濬《植物名实图考》考证，蕺，又称鱼腥草、
侧耳根。鱼腥草之所以得名，宋唐慎微
《证类本草》卷二九《菜部下品》称：蕺，“臣
禹锡等谨按《蜀本图经》云：茎叶俱紫赤，
英有臭气。”明周孺予《树艺篇·草部》卷四
云：“鱼腥草，《本草图经》不载……以指
撚之，其臭气与鱼腥相似，故名。”又，《康
熙字典》卷二五载：“蕺……山名。《会稽
志》：蕺山，在府西六里，越王采蕺于
此。”越王采蕺事，《吴越春秋》有载。

鱼腥草曾经是一种长期用来治疗
痔疾的药物。鱼腥草作为药物具有悠久
的历史。在我国古代，鱼腥草一直是作
为医治痔疮的药材来使用的。至明代，
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鱼腥草《释名》：

“时珍曰：蕺字，《段公路北户录》作蕊，
音戢。秦人谓之菹子。菹、蕺音相近也。
其叶腥气，故俗呼为鱼腥草。”关于鱼腥
草的主治，李时珍《本草纲目》云：“散热
毒痈肿，疮痔脱肛，断痁疾，解硵毒”，还
列有治疗痔疮肿痛、疔疮作痛、小儿脱
肛的附方。明周孺予《树艺篇·草部》卷
四明确记载：“鱼腥草……古人用以疗
痔疾，殊验”，其用法是“患者取一握，煎
汤熏洗，仍以生草浥其庤，不日而愈”。

鱼腥草是一种明清时期云南就用来
治疗肺痈咳嗽之症的药物。作为明清时期
云南各民族用药经验的总结，《滇南本草》
成书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比李时珍
《本草纲目》成书早142年。《滇南本草》清
初本已载：“鱼腥草，味辛苦，性寒。治肺痈
咳嗽，吐脓血痰腥臭；解大肠热毒，疗痔
疮。”并仅附“单方”：“消痔疮，不拘内外，单
剂水煎，微点水酒服三次；薰洗，有脓者
溃，无脓者散。”至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
昆明务本堂刊刻的《滇南本草》，对清初本
除文字表述作了改头换面而致有所区别
外，在内容上还增加了“治肺痈吐脓、吐
血”附方：“鱼腥草、天花粉、侧柏叶，煎汤服
之即愈。”这一记录，使鱼腥草在治疗此症
方面显得更加丰富而具体。这就告诉我
们，利用鱼腥草“治肺痈咳嗽”，是云南人
早在明清时期就认识到了的。

鱼腥草也是一种在不少情况下被人
们误读的药物。说起鱼腥草被人们误读，
我们可以列举一二。其一，吴其濬在《植
物名实图考》一书中，《卷四·蔬类·蕺菜》
云：“蕺菜，《别录》下品。即鱼腥草……”。
但《卷十三·隰草类·鱼腥草》附图，却与卷
四有别。从图形来看，卷四附图与实物一
致，后者附图当有误。其二，鱼腥草所治
肺痈指的是“肺疮”还是“肺壅”说法不一。
《辞海》：痈，病名，繁体作“癰”，脓疮。《康
熙字典》：癰，“音邕。《说文》：肿也。……

《释名》：癰，壅也。气壅否结，裹而溃也。
《正字通》：恶疮也。”从有关鱼腥草的记载
来看，“癰”虽然简化为“痈”，但我们不能

简单地将“痈”理解为“毒疮”“恶疮”，将肺
痈简单化为“肺叶生疮”，而应取《说文》
《释名》之义慎而用之。

最后，还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李
时珍《本草纲目》引《别录》称鱼腥草叶

“辛，微温，有小毒。”吴其濬《植物名实
图考卷四·蔬类·蕺菜》也载：“《山阴县
志》，味苦，损阳消髓，聊缓沟壑瘠耳。”
这就提醒人们，能食用的鱼腥草，也不
是想吃就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的，而
应当引起人们对其“小毒”予以重视并
加以研究，在食用时做到科学和适时适
量，以确保身体健康。

（作者单位：昆明市政协）

7文史哲2020年4月25日 星期六
编辑/耿嘉 郭笑笙 美编/赵行伟 制作/王玉敏

今年是赵醒吾烈士牺牲 90周年。
赵醒吾同志于 1924年在广州秘密加入
中国共产党，是云南宾川籍最早入党的
革命先驱、推进北伐的勇士、罗炳辉将
军的革命启蒙人，1930年2月在江西吉
安英勇就义。

心怀苍生 追求真理

赵醒吾（1897~1930 年），原名必
馨，字维香，1897年 7月 5日出生在宾
川县大营街。1917年，赵醒吾离开家
乡，徒步 10日到昆明求学，考入云南
法政学校预备科，1919年升入法律本
科。在校期间，他除完成学业外，阅读
了《觉悟》《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大
量进步书刊，被誉为“提着脑袋追求
真理的青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昆明学生
纷纷响应。赵醒吾带领同学走向街头，
声援北京学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由于赵醒吾在斗争中表现突出，在1922
年毕业之际，被反动当局勒令校方予以
开除。

赵醒吾被迫辍学后，1923年底，他
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追随宾川籍好友
赵镕离开昆明，途经越南河内和香港等
地到达广州，投身孙中山创建的革命军。
赵镕（1899~1992年），1927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红军长征、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中国
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
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广州驻粤滇军杨希闵部，赵醒吾
当了一名参谋。驻粤滇军一直是孙中山
先生依靠的重要武装力量。1924年 9
月，赵醒吾在广州秘密加入中国共产
党，把原名“必馨”改名“醒吾”。从此，他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实现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直至英勇献身。

北伐勇士 勇担重任

1924年秋，赵醒吾被调到孙中山大
元帅府朱培德拱卫军任参谋。不久，广
东革命政府准备出师北伐，按战略部
署，赣南是北伐的重要通道。驻守赣南
的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第六师，该师将领
是从滇军杨希闵部分离出去的杨如轩
和杨池生。赵醒吾与杨如轩是宾川同
乡，他主动提出争取杨如轩、杨池生部，
为北伐扫清障碍。宾川人杨如轩（1888~
1979 年）、石屏人杨池生（1891~1962
年），二人均为国民党陆军中将，参加过
辛亥革命、护国起义、北伐战争，历任滇
军团长、旅长、国民革命军师长等职。

1924年冬，赵醒吾与赵镕前往赣南
对杨如轩开展工作。杨如轩对赵醒吾的
见识和才华十分赞赏，一再挽留他任师
部中校参谋。为了推动北伐，赵醒吾决
定留下任参谋，继续做杨如轩、杨池生
的工作，二人最终同意支持北伐。

临危受命 争取起义

1929年，中共江西省委了解到赵醒
吾与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在滇
军中共过事，关系较好，经江西省委请
示党中央同意后，便派赵醒吾去做罗炳
辉的工作，争取其率部起义，壮大革命
武装力量。

罗炳辉是云南昭通人，出生贫苦，
早年在滇军时，正直勇敢。1927年蒋介
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朱培德投
靠蒋介石，罗炳辉毅然离去，经国民革
命军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举荐，担任吉安
靖卫大队大队长。1929年春，毛泽东和
朱德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时，曾一度写
信与罗炳辉联系，做他的工作。同年夏，
赵醒吾接受中央和江西省委争取罗炳

辉的指示后，连续 3次分别由上海、南
昌等地给罗炳辉写信，希望与罗炳辉见
面。罗炳辉把赵醒吾视为兄长和良师益
友，非常敬佩赵醒吾为人公正、思想敏
锐，认为他是比较优秀的军政人才。

赵醒吾由南昌乘船赴吉安与罗炳
辉见面，罗炳辉毫不掩饰地表明对蒋介
石叛变革命的不满和对官僚政客失望
的态度。赵醒吾见罗炳辉正义感很强，
便进一步作了引导。这一次谈话，使罗
炳辉的思想深受震动，开始深入思考中
国的前途和命运。

1929年7月，赵醒吾再次由南昌来
到吉安，与罗炳辉详谈，深入浅出地阐
明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经过赵醒吾做工作后，罗炳辉在思想上
实现了由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赵醒吾将几次接触罗炳辉的情况向江
西省委汇报，省委派中共赣西南特委书
记刘士奇、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蔡升
熙，到吉安和赵醒吾一道找罗炳辉谈
话，认为罗炳辉已具备入党条件。1929
年 7月，经赵醒吾、刘士奇、蔡升熙 3人
介绍，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根
据党的指示，罗炳辉派出可靠人员进入
遂川、万安、泰和、吉水等县靖卫大队控
制武装。1929年11月16日，罗炳辉成功
地率部举行了起义。

罗炳辉起义后，历任红五团团长、
红十二军军长、红九军团军团长、八路
军副参谋长。抗战胜利后，罗炳辉任山
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二
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 6
月 21日，罗炳辉在山东峄县因连日劳
累旧病复发，抢救无效，不幸逝世。毛泽
东、朱德曾称赞他是“一心追求真理的
起义将军”。1989年，在中央军委确定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36位军事家中，罗炳
辉将军是唯一名列其中的云南人。

临危不惧 壮烈牺牲

罗炳辉起义前夕，正当暴动计划日
趋完善的时候，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曾
道懿叛变，省委机关被抄，敌人在文件
底稿中发现了赵醒吾的共产党员身份。
赵醒吾明知自己的身份已暴露，但为了
革命事业，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毅
然决定与罗炳辉接头，准备提前组织暴
动，最终不幸被捕。

赵醒吾被捕后，赵镕等人遵照党的
指示，想尽一切办法积极开展营救活动。
无奈因赵醒吾的身份已完全暴露，合法
营救已不可能，武装营救又毫无成功的
希望。敌人逮捕到赵醒吾后，如获至宝，
企图从他嘴里抠出口供，把吉安地下组
织和参加暴动的人员一网打尽。在审讯
时，敌人问赵醒吾是不是共产党员，赵醒
吾深知事已泄露，于是挺胸直答：“我不
但是共产党员，还是一个老共产党员！”
赵醒吾被关押4个多月，被提审80多次，

敌人用皮鞭抽、棍子打、烙火印、夹手指、
拔眉毛等种种酷刑，妄图使他屈服。赵醒
吾威武不屈，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
的崇高气节，只字未露党的秘密。

1930年2月中旬的一天，遍体鳞伤
的赵醒吾被国民党反动派捆绑着押赴
刑场。他目光炯炯，气宇轩昂，在奔赴刑
场的路上，他一步一个血印，从容坚定。
行刑前，他放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
岁！”“无产阶级革命必胜！”声震天地，
气贯长虹。赵醒吾牺牲时，年仅33岁。

缅怀先烈 继续前行

赵醒吾同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
一生、革命的一生，他用生命诠释了什
么是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革命精神。
缅怀赵醒吾烈士的革命事迹，给我们以
深刻启迪。

─信念坚定是共产党人攻坚克
难、勇往直前的力量之源。赵醒吾在白
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毅然加入中国共
产党，终其一生，无论遇到怎样严峻的
考验，都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
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赵醒吾烈士的
事迹启迪我们：只有始终保持坚定的理
想信念，始终紧跟党中央的步伐，才能
够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挫折面前不退
缩，勇于接受挑战，勇于攻坚克难，获得
最后的胜利。

─勇于担当是共产党人的政治
本色。赵醒吾在民族危亡面前总是挺身
而出：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推动武装起
义……他用一生书写着“勇于担当”的
精神。赵醒吾烈士的事迹启迪我们：勇
于担当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党对
我们的基本要求，在时代需求面前，在
国家和人民利益面前，共产党员必须站
在前列，冲在前面。

─严守党的秘密和纪律是共产
党人的本质要求。赵醒吾烈士是严守党
的秘密和纪律的模范。1930年在吉安不
幸被捕后，他始终保守党的秘密和纪
律，不惜牺牲，决不叛党，体现了一个共
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浩然正气。赵醒吾
烈士的事迹启迪我们：革命战争年代，
党的秘密和纪律决定着生与死；和平年
代，是否严守党的秘密和纪律，同样决
定着一个政党的存与亡。每个共产党人
必须自觉严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
律，才能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才能保证
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在新的时代，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
传统，弘扬先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向
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
标不断奋进，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碧血映英魂
浩气荡乾坤
——深切缅怀革命烈士赵醒吾同志

□ 苏红军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许多感人

肺腑的动人故事。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云南是全国党史资源的富矿，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

的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付出巨大牺牲，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药说云南

鱼腥草治疗肺痈咳嗽
明清云南的创新运用

□ 苏国有

“昆明”一词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
大多数学者认为，“昆明”最初是我国西南
地区一个古代民族的族称，这个族群分布
于云贵川广大地区。“昆明”，在中国古代
文献中又写作“昆”、“昆弥”或“昆渳”。

见诸记载，“昆明”一词的出现，可追
溯到汉武帝时期。当时的著名史学家司
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道：“西
自同师（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巂、
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
长，地方可数千里。”由此可见，“昆明”一
词是古代云南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称。

“昆明”作为地名出现，则是在唐
代。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元和郡
县图志》载：“武德二年，于镇置昆明县，
盖南接昆明之地，因此为名。”但此处所
置昆明县，非今之昆明，乃四川定笮镇
（今盐源县境）。唐代为什么把定笮镇命
名为“昆明”，记载当中已写得很清楚，
系它接近昆明之故。此处“昆明”仍指昆
明族而言，盖汉唐以前，昆明族大部定
居云南西部地区。直到南诏、大理时期，
乌蛮、白蛮兴起，昆明族居住的地方，渐
为乌蛮、白蛮占有，昆明族才被迫东迁
滇中，聚居于滇池周围。宋宝祐二年
（1254年)，元灭大理，在鄯阐设“昆明千
户所”，“昆明”始作为地名出现。

元代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
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元十三年
（1276年）赛典赤正式设立云南行中书
省，并把云南省的行政中心从大理迁到
昆明，至此，昆明正式成为全省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云南成为全国十一个行
省之一，此名称延续至今。当年赛典赤
改昆明千户所为昆明县，隶属中庆路。
明代改中庆路为云南府，昆明县属云南
府。清代因袭明制，昆明县仍属云南府。
民国元年（1912年）全国废府存县，撤云
南府，存昆明县。1922年8月，改设昆明
特别市，设市政督办，直属省政府。1928
年，正式成立昆明市，实行市长制。

“昆明”一词的含义，晋常璩在《华阳
国志》中解释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
叟。”这句话可解释为人口众多的昆明族。

有意思的是，昆明作为地名出现

还有两种有趣的说法，分别见于 1924
年昆明市政督办张维翰修的（民国）
《昆明市志》。第一种说法，即大禹时
代，云南洪水退出，昆明北面的梁王
山，又名昆仑山，山的南方有离（黎）明
景象而得名。

据（民国）《昆明市志》“名义及沿
革”载：“按《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
入于南海’，可为禹王治水至云南之证。
相传昆明北之梁王山，名昆仑，止（此）
山即禹王旧日泊舟处，遗址尚存，水道
亦复可稽，殆不能以臆说论。昆明之名，
取义于云南洪水退除，昆仑山南方有离
（黎）明景象，当属非虚。且洪水之退除，
由盐源而大理而云南，亦复秩然有序，
前说固多可信。”

按：文中的黑水即昆明黑龙潭，汉
代称黑水祠；三危即三危山，又称三崇
山，在云龙县境；梁王山，昆明境内有大
小梁王山，此处指横跨嵩明、寻甸两县
的大梁王山，因元代梁王曾驻兵山顶而
得名；小梁王山在呈贡境。

第二种说法，即昆明得名不外乎标
榜云南的文明景象，日月相推而明生，
烛照一切。（民国）《昆明市志》“名义及
沿革”如是说：

“究之县以昆明名，取义不外标识
云南之文明景象。考昆，同也，谓比之是
同；明，照也，谓日月相推而明生，可以
烛照一切。盖云南僻处边徼，开辟较后，
以昆明名省会，谓自后当可比同腹省，
或其光明更著，可以照耀各先进省也。
更就字形言，昆为‘日’‘比’二字并合而
成，即日日相比之意，言其文明将日比
一日进步也；明为‘日’‘月’二字并合而
成，即日月合璧之意，言其前途之发达
将如日月之升恒也。昆明之取义如是，
如本市名义所以一如旧贯欤。”

此说认为，昆是同，与各省相比相
同；明是照耀，可以烛照一切。云南地处
边疆，开发滞后，以“昆明”命名省会，可
以媲美其他省，或可照耀其他省。它认
为这两个字，喻昆明前途的光明，就像
冉冉升起的太阳和月亮。

历史上，昆明一词还在湖泊地名中
出现。著名的大观楼长联中“汉习楼船”
一句，指的就是汉武帝为攻打西南的昆
明族，而在长安开凿昆明池练习水兵。
清代乾隆皇帝追念汉武帝拓土开疆的
伟烈丰功，将北京著名的颐和园西湖改
为“昆明湖”，沿用于今。

（作者单位：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

文史随笔

“昆明”的由来与释义
□ 马颖生

赵醒吾烈士画像 2014年7月2日民政部颁发的赵醒吾烈士证明书

鱼腥草（原载《滇南本草》整理本第一卷）

1922 年 9
月昆明市政公
所制定昆明市
市徽，说明“是
徽为两球相衔
形，取象于昆明
二字”

务本《滇南本草》卷二对鱼腥草的记载鱼腥草根

赵醒吾故居所在地宾川县大营完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