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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医家罗天益里籍考 

王妮 

罗天益是“金元四大家”之一李呆的弟子，关于 

其里籍，诸说不一： 

①“真定人”。《新元史》记载：“弟子罗天益，字 

谦甫，亦真定人，能传其学。”_】 

② “镇人”。元代刘因《内经类编序》云：“镇人 

罗谦甫，尝从之学。”l2 

③“藁城人”。明嘉靖十三年(1534)《藁城县 

志》记载：“元罗天益，别号谦甫，藁城人。”l3j1 

④“廉台人”。元代砚坚《东垣老人传》云：“廉 

台罗天益谦父，性行敦朴，尝恨所业未精，有志于学， 

君欲传道，斯人其可也。”_4 

笔者经过考证，认为罗天益是元真定路藁城县 

人。 

1． 罗天益、李杲同为真定人 

元代的真定路，唐代为恒山郡，又改镇州，至宋、 

金改作真定府，治所皆在真定县 (今河北省正定 

县)。镇州，简称镇。宋元时期，仍以“镇州”或“镇” 

称真定府或真定路。真定府或真定路的属县有真定 

县、藁城县。 

罗天益的老师李杲，史载或为“镇人”，或为“真 

定人”。如《元史 ·李杲传》载为“镇人” 5_4 。，元代 

砚坚《东垣老人传》称“其先世居真定”l4 J。陈高华 

考定“李果应是真定府真定县人” 。按《元和郡县 

图志》：“真定县，本名东垣，属中山国。以河东有垣 

县，故此加东字”l6l4 。李杲自号“东垣老人”，就是 

以其里籍之名为号。 

至于罗天益，《新元史》称为 “真定人”，《内经 

类编序》称为“镇人”，与李呆里籍同为真定路，“真 

定”为“真定路”之省称，“镇”为“真定路”之别称。 

二人所不同者，只是属县不一，故陈高华断定“李果 

应是真定府真定县人”的同时，指出“罗天益则是真 

定府藁城县人” J。李杲生活在金、元，时为“真定 

府”，而罗天益主要生活在元代，时为“真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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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天益为真定路藁城县人 

关于罗天益里籍在真定路的属县，或称“廉 

台”，或称“藁城’’，其实元代“廉台”即“藁城”之别 

称。结合罗天益行医之地主要在藁城、真定，可以断 

定其为真定路藁城县人。 

2．1 元代“廉台”为“藁城”之别称 

罗天益里籍“廉台”说的相关记载，除前引砚坚 

《东垣老人传》外，还有罗天益自著《卫生宝鉴》。书 

中载《古风》诗后半阙日：“先生饮恨卧黄壤，门生赖 

汝卓卓医中英 ；活人事业将与相，一旦在 己权非 

轻；连年应召天策府，廉台草木皆欣荣。”l 罗天益 

壬子年(1252)应郎中曹通甫之邀为杨德参谋治头 

痛，次年春又应征到忽必烈王府，此诗即当时由曹通 

甫所赠。 

廉台，即廉颇点将之台，传战国时期赵国大将廉 

颇带兵所筑。最早记载廉台的，是晋人王隐所著的 

《晋地道记》，日：“魏昌县有廉台。”_9 

廉台之地，在历史上最显名的一次，是在十六国 

时期慕容恪于此地擒获冉闵。南朝刘宋范哗《晋 

书 ·载记 ·石季龙下》：“时慕容侑已克幽蓟，略地 

至于冀州。闵帅骑距之，与慕容恪相遇 于魏 昌 

城。”_l。。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转引《十六国春 

秋》日：“冉闵遇慕容恪于廉台，十战皆败。”l 6J ∞记 

战场位置已具体至廉台。 

论述此战最详尽者，当属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及胡三省注：穆帝永和八年(352)“闵军于安喜，慕 

容恪引兵从之。闵趣常山，恪追之，及于魏昌之廉 

台。”胡注：“魏昌县。属中山郡，本苦陉，汉章帝改 

为汉昌，魏文帝改为魏昌，唐为定州唐昌县。魏收 

《地形志》：中山毋极县有廉台。盖晋省无极县，廉 

台遂在魏昌界。”ll 

按魏收《魏书 ·地形志》：“魏昌二汉、晋属，前 

汉日苦陉，后汉章帝改为汉昌，⋯⋯毋极二汉属，晋 

① 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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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太和十二年复，治毋极城。有新城、廉台。”_1 J 

两汉、曹魏、北魏，廉台属毋极县，晋代因罢毋极 

县而属魏昌县，故史籍著其所属，或无(毋)极县或 

魏昌县。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 “廉台”有二，皆 

注为慕容恪大败冉闵处，然一在“沼州永年县”、一 

在“定州陉邑县”_6】5 。沼州永年县，相去无极、唐 

昌(唐改魏昌为唐昌)200余里，亦与史载慕容恪追 

击冉闵的路线不符，故廉台在永年县误。陉邑，即所 

谓魏昌，“武德 四年，改日唐昌，天宝元年改 日陉 

邑”，然唐有无极县，疑廉台改属陉邑。 

两汉、曹魏、北魏，廉台属毋极县，元代仍有无极 

县。《元史 ·地理志》：“真定路，唐恒山郡，又改镇 

州，⋯⋯领中山府”，“中山府⋯⋯领三县：安喜、新 

乐、无极。”_5l】 然明清以来无极县志皆不载罗天 

益，而明嘉靖十三年《藁城县志 ·人物》却为“廉台 

人”罗天益立传，说明廉台在元代已不属无极县。 

元人作传著籍常以“廉台”作为藁城县别称。 

如董巨源，王恽《碑阴先友记》：“董瀛，字巨源，廉台 

人。精力有干局，常从王滹南问学，今为淮东按察 

使”_l ；而苏天爵《元故少中大夫江北淮东道提刑 

按察使董公神道碑》记日：“董氏之族居真定桌城者 

为最盛，公其一也。公讳源，字巨源”，“公享年八十 

有七 ，⋯⋯合夫人尚氏之丧葬桌城县安仁乡南董村 

先茔，董氏葬是二百余年矣。” 1 ]1 。《碑阴先友记》 

著董瀛为“廉台人”，《神道碑》明指为“藁城”，可知 

元人心中，“廉台”、“藁城”是一回事。 

关于王庆端籍贯的记载也是“廉台”、“藁城”互 

见。罗天益《卫生宝鉴》卷 16提到“廉台王千户年 

四十有五，领兵镇涟水” 如。据陈高华考证，王千 

户即“王庆端”_8 ，为“王善”次子，父子皆人 《元 

史》。《元史 ·王善传》：“真定藁城人”_5 。明嘉 

靖十三年《藁城县志》亦为王庆端立传 ̈  。船。 

考明嘉靖十三年《藁城县志 ·邑名》日：“肥累 

春秋时名，高城北齐名，廉州隋唐具名，桌平唐名，永 

安元名，廉台今郡名”l3_】 。 

综合以上文献，可知“廉台”为“藁城县”之别 

称，明时人《藁城县志》。 

2．2 罗天益行医多在藁城、真定 

《卫生宝鉴》中记载的罗天益医案，除随驾和随 

军行医所得外，其余多是在河北藁城县、真定县一带 

行医所记。 

《卫生宝鉴》中最早的医案是 1246年，罗天益 

受藁城县尹董公所托为全城百姓治疗传布极广之疔 

疮 ，历时一年，成效斐然l 。可此时应是罗天益随 

李杲学习期问，而李杲居真定，罗天益居藁城，此种 

情况只有一种解释，即藁城是罗天益家居所在地，是 

其拜师前主要行医地，这在此后罗天益的行程中也 

多有体现。李呆 1251年去世，1252--1253年罗天 

益即在藁城行医 儿 。1253--1260年罗天益随军 

行医，1261年回乡后，又与中书左丞董彦明(即前之 

藁城县尹董公)在藁城讨论治疫之方 』2’。之后， 

罗天益在随驾行医间歇地，也是以真定、藁城为主， 

《卫生宝鉴》全书未曾发现其在无极行医的踪迹，也 

证明当地已不属无极。观罗天益行医踪迹，早期以 

藁城为主、真定次之，晚期则以真定为主，藁城次之。 

真定县作为真定路治所，各种条件应优于藁城，罗天 

益活动重心的转移符合一般的规律， 

综上所述，罗天益是元真定路藁城县人。所谓 

“镇人”之“镇”，乃真定路之古称“镇州”之省；因当 

时流行以“廉台”代称 “藁城县”，所以又称“廉台 

人”。罗天益与李杲的里籍是邻县，师生二人可算 

路府同乡。 

志谢 承蒙宋珍民老师指导，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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