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史杂志 2014年3月第 44卷第2期 Chin J Med Hist Mar 2014，Vol 44，No．2 

喜面痒，然后胸、臂、脯皆悉瘙痒，面为起肿，绕眼微 

赤。”_1 _】叭 《五十二病方》共收录 7首治“鬃”病方， 

其中祝由有3方，以上 2条例文即为其中2首祝由 

方。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过敏性疾病认识不深，而认 

为是“奈(漆)”、“栾(漆)王”作祟，故而用祝由疗法 

来驱逐疾病。 

8． 小结 

出土简帛文献中涉及病因思想的条文虽然较为 

原始、零散，但大体可视为后世病因学说的萌芽。宋 

代陈无择提出“三因学说”，即六淫邪气侵袭为外 

因，情志所伤为内因，而饮食劳倦、跌打金刃以及虫 

兽所伤等为不内外因。本文已涉及到风邪、寒邪侵 

袭，七情内伤、跌打、金刃、虫兽所伤等内容，均属于 

“三因学说”的范围。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简帛文献 

成书年代较早，其中有不少“迷信”、“巫术”的内容， 

但不能全盘否定这些内容，因为它们是人类医疗发 

展都必须经过的这一重要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认识和 

客观事实，更何况其中还蕴含着值得今人思考和利 

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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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出版 

史泠歌《宋代皇帝的疾病 、医疗与政治》于2013年 12月由河北大学 

出版社出版。 

在古代中国，皇帝一直是政治的核心，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 
一 直是历史研究的重镇。抛开帝王的身份，皇帝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 

员，也有着生老病死。但与普通人的生老病死不同，作为政治权力的核 

心，皇帝所患的疾病、致病因素，以及他所能享受的医疗条件，都与普通 

人有着一些区别，都与他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书共分 5章，从“疾病”、“致病因素”、“医疗条件与医疗保障”、 

“养生与防病”、“疾病与政治”等几个方面，对宋代皇帝的疾病 ，以及其与 

医疗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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