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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開心有機會參加由中華文化傳播基金主辦的「網絡時空百草
園」計劃，學習中醫藥基本知識、植物藥的概念以及種植中草藥的
技巧。過程中，我們得到專業中醫師、中藥師和園藝師的指導，不
單能夠親身體驗種植和園藝設計的樂趣，更重要的是明白到中醫藥
文化和我們生活的關係。 
  
現在就讓我們和大家一起分享這個有趣而難得的經驗吧! 

大家好! 我們是慈幼葉漢千禧小學五年級的學生。 

中藥園圃學習之旅現在開始，我們一起啟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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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去年11月份開始，我們便跟隨三師學習，參與「網絡時空百草園 
(2021/2022)」計劃的課程。 
 
全體五年級的同學都能夠一起參與中醫師、中藥師和園藝師的講課：中醫
師淺白而生動地解說平衡與健康間的互動，讓我們領悟到「藥食同源」的
理念；中藥師，拿著鹿角、蛤蚧等原藥材，帶領同學從新奇中發掘中藥材
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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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千百草園種植之日常｣影片連結 : 
https://youtu.be/3NQT8apFz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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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農氏 --- 中醫藥發明始祖  
 

據說神農氏的樣貌特別奇特，長有一個水晶肚 ，內臟清晰可見，因此可以觀察嘗藥草
後體內產生的改變 ，只要藥草有毒，他的內臟就呈現出黑色。 
 
此外，他有一條紅色神鞭，名為赭鞭，用來鞭打各類花草，可令到花草的藥、毒、寒、
熱等特性顯露出來。 

 

神農氏是黃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的祖先。相傳 
「神農嘗百草」、教人醫療與農耕，中國人 
視之為傳說中的農業之神和醫藥守護神的發 
明者，尊稱為「藥王」、 「神農大帝」等。 

西漢的書籍告訴我們中藥的發明始祖是神農氏。
神農氏通過親自嘗試藥物，總結經驗，記錄了最
早的中藥知識，現存最早的中藥理論著作命名為
《神農本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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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農嘗百草》的故事 
神農的出現 
 
上古時代，藥物和百花長在一起，沒人分得清楚。誰要是生病，無醫無藥！神農氏想
出了一個辦法。他親自採摘花草，放到嘴裏嘗試。他更把這些花草詳細記載下來：哪
些草是苦的，哪些熱，哪些涼，哪些能充飢，哪些能醫病，都寫得清清楚楚。 

神農嘗百草 
 
有一次，他把一棵草放到嘴裏一嘗，霎時一頭栽倒。他明白自己中了毒，可是已經不
會說話了，只好用最後一點力氣，向臣民指著面前一棵紅亮亮的靈芝草，又指指自己
的嘴巴。神農吃了靈芝草，毒氣解了，頭不昏了，會說話了。從此，人們都說靈芝草
能起死回生。 
 
臣民們擔心他這樣嘗草，太危險了，都勸他停止嚐草藥。他卻又搖搖頭說：「不能回！
黎民百姓餓了沒吃的，病了沒藥醫，我們怎麼能回去呢！」神農為了尋找藥品，曾經
在一天當中中毒七十次，神農被毒得痛苦萬分。可是憑著他強壯的體力，又堅強地站
起來，繼續品嘗更多的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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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農百草經 
 
神農發現了不少療效顯著的草藥，例如甘草可以治療咳嗽，大黃可以治療便
秘，黃蓮可以消腫等等。根據記載，神農嘗出了三百六十五種草藥，並寫成
《神農本草經》，叫臣民帶回去，為天下百姓治病。 
 
可是有一次，神農在品嘗一種小黃花的藤狀植物時，把花和莖吃到肚裏以後，
沒有多久，就感到腸子好像斷裂了一樣，痛得他死去活來。最後神農就被這
種草毒死了，所以人們給它起名叫斷腸草。 

《神農嘗百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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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戰國時期，中醫師扁鵲總結前人的經驗，提出

“望、聞、問、切”四診，奠定了中醫臨床診斷和治

療的基礎。 

 
「望、聞、問、切」是中醫瞭解病人病情的方法，統稱「四診」。 
 

  望診：觀察患者的精神、形態、面色、五官、皮膚、舌苔、排出物等 

  聞診：聽病人說話、咳嗽、呼吸等聲音及嗅病人所發出的口氣、體臭等氣味 

  問診：詢問病人的症狀，以及以往所患過的疾病等 

  切診：探查脈象及以手觸按病人相關部位等 

  
  中醫師通過「四診」 ，綜合分析病人的病因，作出相應的診斷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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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食同源」意思是指中藥和食物的來源皆為天然的有機之物，人們期望通
過日常飲食來調養身體，達至延年益壽的目的。 
 
我們注意到飲食調補的重要性，在日常的生活中，希望藉由天然食物達到
「食而治病，食而防病，食而補身」的目的。「藥食同源」是傳統中醫學的
特色，主張由天然食物中吸收營養、進行身體修補工作並重視養生保健之道。 
。 
中國人的膳食菜譜中，常將藥性較為溫和的藥物加入菜餚之中，若了解各種
材料的自然屬性，即是「藥性」或「食性」，包括「四氣」：寒、熱、溫、
涼；以及「五味」：酸、苦、甘、辛、鹹，只要食用得宜，可達到養生的功
效，甚至可以改善體質；相反，若不理解藥材或食材本身的特性，即使吃再
名貴的補品也只會吃出病來。 
 
  「藥食同源」反映了中國人的智慧，這些都是古人經驗的結合，是世代
相傳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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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喜歡喝湯與廣東潮濕暑熱的地域性天氣有
著相當大的關係。很多同學的爸媽們都很擅長
煲湯，煲湯用的食材都是對身體有保健作用的
食物。這就說明了「藥食同源」就在日常的湯
水中，喝湯成了我們的一種飲食養生文化。 
 

據相關調查發現，全香港有255萬戶
家庭，每日煲湯90萬次，每個家庭平
均每星期煲湯2.5次。 

我們喜愛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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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的使用在同學們當中也十分普遍，我
們可以在藥房購買中成藥作居家常備之用。
以下都是同學們家中常見的中成藥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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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有助阻斷2019冠狀病毒病的病情發展， 
能改善患者的症狀、促進康復。 
 
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根據現時本港疫情，
制定了中成藥使用建議，建議我們可以參考附圖
中適應情況去選擇使用中成藥。由此可見，中醫
藥是很有療效的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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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診所 
我們中有些同學也曾到過仁濟醫
院的中醫診所看病，其中一位同
學因為感冒咳嗽看了多次西醫也
未能痊癒，於是嘗試看中醫，經
過多次中醫看診後，終於康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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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三大來源是什麼？ 

中藥可分成植物藥、動物藥和
礦物藥三大類。 

植物藥佔了中藥的大部分(大約氏八成)，所以常人會認為中藥
是植物藥。常聽到的北耆、黨參、當歸、甘草、薄荷、菊花、
淮山、杞子等，都是植物藥。 
 
在常用中藥中，動物藥也佔了一些比例。這類藥的源頭來自動
物的全體，或動物的某些部位，例如石決明(鮑魚殼)、牡蠣(蚝
殼)、阿膠(驢皮)、龜板(龜殼) 等。 
 
礦物藥佔中藥的比例最少，主要是一些非生物性的天然資源，
它們多數是石頭，例如石膏、代赭石(赤鐵礦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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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受到外來入侵或飲食所傷，影響了身體的平衡，因此就會生病。 
 
受外來天氣影響或吹太多空調身體會不適。風、寒、暑、濕、燥、火這六種
氣候的異常變化，超過人體的適應能力，使我們生病，例如:傷風、中暑等。 
           

用藥是為了治療疾病、調整身體的平衡。中醫無論在
治療或發現一個人為什麼病，都是同一個道理，就是
要將身體恢復平衡，因為平衡就是沒生病，有不平衡
的時候，就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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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因為抵抗力不足，較容易生病。常見的兒童疾病有: 
腸胃不適、咳嗽和皮膚病。 

兒童的腸胃疾病徵狀多為脹氣、消化不良、腹痛、嘔吐、便秘與腹瀉等: 

兒童的呼吸系統較成人弱，面對一些外來侵犯時，抵抗力相對也較為薄
弱，尤其是所處環境的溫度與濕度變化出現極大差異時，很容易會出現
咳嗽、打噴嚏、流鼻水等症狀。 

兒童身體上突然冒出了許多疹子、斑點，或
是小腫塊，是常見的兒童皮膚病的徵狀。一
些過敏症、傳染病或其它身體反應也會出現
一些皮膚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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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和中藥一樣都有「四氣五味」之分，所謂的「四氣」即為食物吃入體內時會
表現出「寒、熱、溫、涼」四種不同藥性；而「五味」則為「辛、甘、酸、鹹、
苦」指藥物和食物的真實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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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懂百草由百草園開始 
慈千百草園中的植物均可以作為中藥治療之用，它們適合治療: 
腸胃不適：雞蛋花、九里香、紫蘇； 
皮膚病：馬纓丹、艾葉、金銀花、梔子； 
氣管病：枇杷、桑樹、麥門冬、魚腥草、天冬 
 

21 



學懂種植百草也由百草園開始 

種植植物時，我們要留意植物是否生活在一個對的環境中，環境是否有足夠日照及
通風效果; 我們要管理好各種植物 : 澆水足夠嗎? 施肥、修剪適宜嗎?了解各種植物
適合生長的季節和特性; 以及留意自己是否擁有一個對的心態去栽培植物，其實植
物與人一樣同樣，也有生活的節奏和規律才能健康成長。 

慈千百草園所種的草藥是混合了樹、攀爬、草
本多類，我們除了學懂草藥知識外，還學到園
藝設計視覺美學的重點。例如: 要避免顏色太
多而變得雜亂 : 在慈千百草園中，大多數的草
藥是綠色的，馬櫻丹、桑樹等開花和結果時就
有鮮艷的顏色點綴園圃; 又例如:金銀花像滕蔓
一樣爬上了我們園圃的支架，豐富了園圃的垂
直景觀，使之更有層次。 

四對四美 

園藝設計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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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欣賞慈千百草園吧! 

那些植物屬溫熱類？那些屬寒涼類？ 

它們的味道有什麼分別呢？ 

      

園圃植物的藥用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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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里香 

紫蘇      

溫熱類      

四氣︰温 
五味︰辛 
藥用部分：葉 
主治：咳嗽痰多 

四氣︰温 
五味︰辛 
藥用部位：葉和嫩枝 
主治：胃痛，皮膚瘙癢 

藥用分類 
溫、熱就主治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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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橘 

艾葉 

溫熱類      

 

四氣：温 
五味︰辛 
藥用部分：根、葉 
主治：去瘀止痛， 
             順氣化痰 
 

藥用分類 

四氣︰温 
五味︰辛 
藥用部位：葉和果實 
主治：抗菌，平喘 
 

溫、熱就主治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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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用分類 

寒涼類 

 
馬纓丹 
四氣︰寒 
五味︰苦 
藥用部分：根、葉、花 
主治：感冒發熱，咽喉炎 

桑樹 
四氣︰寒 
五味︰甘、苦 
藥用部分：葉、根皮、嫩枝、果穗 
主治：風熱感冒，肺熱燥咳 

 

寒、涼主治各種熱症。 

26 



梔子 
四氣：寒 
五味︰苦 
藥用部分：果實 
主治：熱病、喉嚨痛 

魚腥草 
四氣︰寒 
五味︰辛 
藥用部分：帶根全草 
主治：痰熱咳嗽 

 

天冬 
四氣︰寒 
五味︰甘、苦 
藥用部分：塊根 
主治：咳嗽吐血， 
             咽喉腫痛，消渴 

藥用分類 
寒、涼主治各種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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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花 
四氣：涼 
五味：甘 
入藥部分：花、莖 
主治：感冒發熱， 
肺熱咳嗽 

 

金銀花 
四氣︰寒 
五味︰甘 
藥用部分：花蕾、果實， 
                      莖枝和花蕾 
                      的蒸餾液 
主治：發熱，熱毒 

麥門冬 
四氣︰寒 
五味︰甘、苦 
藥用部分：根 
主治：肺燥乾咳 

 

藥用分類 
寒、涼主治各種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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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蕨 
四氣：平 
五味︰辛、苦 
藥用部分：根莖、葉、全草 
主治：感冒發熱，肺熱咳嗽 

狼尾草 
四氣︰平 
五味︰甘 
藥用部分：全草、根、根莖 
主治：肺炎咳嗽 

 

平性類 

平性中藥，藥性平和，多為滋補藥，具有健
胃開脾、補虛益氣等作用，常用於調養體質
衰弱，不能適應寒涼或溫熱性質中藥者。 
 

藥用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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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是甚麼? 

中醫的「治未病」概念源自秦漢時期的中醫典籍《黃帝內經》。「治」，
為治理管理的意思，所謂「治未病」，就是能先洞見疾病，採取預防性治
療，減低發病或病情轉變的可能。 

「治未病」含義有三。 
一，是未病先防，減低疾病發生，古稱「養生」。 
二，是已病早治。於發病早期治療，及時控制疾病，不致惡化。 
三，是防止疾病的復發及治癒後遺症。 
總括而言，「治未病」就是防患於未然。 

同時，中醫強調生活方式和健康有著密切關係，主張以養生為要務，我們

可以通過膳食、起居、作息有常等，以養神健體，提高抗病能力，從而達
到保健和防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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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榖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
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人為導引之事，熊經鸱顧，
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為五禽之戲，一曰虎，
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當導
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然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
欲食。 

《後漢書．方術列傳》 

傳揚「治未病」的精神

華佗教導我們要讓身體運動，出汗以増強身體的抵抗力， 
 
達到「治未病」的精神! 
 

華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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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揚「治未病」的精神
華佗提示我們要讓身體運動，出汗以増強身體的抵抗力，達到「治未病」的精神! 
 
因此，我們以製作了一段｢慈千五禽戲｣，讓大家一起運動以増強身體的抵抗力吧! 
 

我們設計了｢慈千五禽戲｣的五種吉祥物，牠們都拿著中草藥，宣傳 
 
「預防勝於治療」的重要!  

｢慈千五禽戲｣宣傳影片連結 :  https://youtu.be/a0YY34IhF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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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所學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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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所學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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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級別:全體五年級 

代表學生姓名 班別 
李亭嫻 5A 

胡昊羲 5A 

李梓欣 5A 

周芷翹 5B 

郭家彤 5B 

梁雪兒 5B 

孫淑靖 5B 

梁溎殷 5C 

馮心怡 5D 

葉梓鍵 5D 

文藹澄 5D 

區芷晞 5E 

梁琪慧 5E 

李彥澄 5E 

參與教師 

孫少瑜 

林藝雯 

潘佩慧 

張美賢 

利翠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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