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末元初儒士的从医特点

李玉清

!摘要"!蒙元灭金朝和南宋后!儒士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大量的儒士主动或被迫成为医生"

他们或是动乱之际!避难入医!以求安身立命&或是借医入仕!以裨益政治!有少数人甚至官居极品&

或借医术转换户籍!脱出军籍!改隶医籍!改善社会身份与地位&或是隐遁入医!以金%南宋的遗民身

份生活&或是因元初科举不兴而入医" 大量儒士进入医学领域!提高了金末元初医生整体学术水平

及素养!为医学理论的发展与突破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金末元初&!儒士&!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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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于 <><< 年开始伐金!经过 >N 年征战!

<>NT 年金亡" TM 余年后!<>O= 年!蒙元灭南宋" 战

争期间!百姓生灵涂炭!儒士的生活也受到巨大影

响!大量的儒士主动或被迫进入医学领域" 金元之

际儒士从医有其独特之处!现聊述如下"

758避难入医以安身立命

蒙古军队南下攻金!许多官员及儒士家业荡尽!

许多人甚至被俘成为奴隶!#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

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

-<.><O

" 蒙古军队在征伐

过程中!凡遇抵抗!动辄屠城!#旧制!凡攻城邑!敌

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抗命!既克!必杀之$

->.>NM<

" 但

蒙元统治者对工匠%医%道之人有较高需求!既使屠

城!也会留下技艺之人供其使用" 因此!儒士避乱而

入医者甚多" 如王弘毅!为唐宰相王皀后人!初习举

子业!#宋末诣京试赋!会元兵克汴!家族离散" 乃

避难习医!管太医院事!治疾如神$

-N.RPOR=

" #元兵克

汴$即壬辰年'<>N>(正月!金元军队在三峰山决战!

蒙军以少胜多!金军大败!金朝精锐尽失!已无复兴

之军力!灭亡已成定局" 三月!元军围攻汴京!金无

解围之师!金哀宗完颜守绪突围东去" 后!京城西面

元帅崔立叛金!将汴京城拱手奉与蒙军!金之京都陷

落" 金之宗室及大臣被押往内蒙和林!普通官员被

押往山东东平等地!普通百姓及部分官员%士大夫子

孙成为驱口!金国大势已去" 许多儒士在兵乱%疾病

中丧命" #诸大臣子孙多死于兵!士之北渡者百不

二三$

-T.><O

" 如麻知几!与名医张子和交好!#北兵

+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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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南!知几挈其妻孥入确山避乱" 后复出!为兵士

所得!驱之北边!至广平病死$

-T.R=<=

" 名医李东垣的

老师翰林冯叔献!曾教授李氏/春秋0!#壬辰之乱北

归!由东平至镇阳以殁!年七十有九$

-T.R=TW

" 医者系

技艺之人!其境遇较儒士%官员%普通百姓要好" 汴

京城破!蒙古大将贵曲乃使颜天翼招集城中良医"

因此!城中知名之良医及亲属!在蒙军入城抢掠之

前!被颜天翼带出汴梁城!数十家因此免遭屠戮" 蒙

古军队在灭金过程中!对儒士并不重视!因此!元好

问曾专门写信给中书耶律楚材!请求其对当时知名

的数十名儒士加以保护" 事实上!颜天翼也是战争

俘虏" 壬辰年!元兵破金军于三峰山!颜天翼为贵曲

乃所掠!因医者身份!成为贵曲乃幕下宾!后因医术

高超成为元宪宗蒙哥侍医!曾治愈庄圣太后之疾"

又如赵友!其家三世业医! #幼事科举!有声场屋

间$

-R.OO>

!#壬辰崔立以汴降!公为军士所掠!天成万

户纪侯知其为书生且善医!遂加礼敬$

-R.OO>

!后于至

元年间任京兆医学"

958借医入仕以裨益政治

古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但金末元初!

却出现了既为良相!亦为良医的一小部分人!这是中

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是金末元初特殊历史环境下

形成的!代表人物有郑景贤%许国祯%窦默等人"

如许国祯!字进之!绛州人" 祖父许济!曾任金

朝绛州节度使!父许日严!曾任荣州节度判官" 祖%

父皆业医" #国祯博通经史!尤精医术$

->.>PTT

!是亦

儒亦医" 蒙古军队攻金!为避战乱!曾离开家乡!后

至太原居住" 后元世祖忽必烈在潜邸!#国祯以医

征至翰海!留守掌医药$

->.>PTT

" 国祯医术高超!庄圣

太后有疾!召国祯治疗!#刻期而愈$

->.>PTT

&也曾治疗

元世祖忽必烈因过饮马奶酒而致之足疾" 他还参与

政事!#宪宗三年癸丑!从征云南!机密皆得参与!朝

夕未尝离左右$

->.>PTR

" 忽必烈领军围攻鄂州!俘宋

人数百!诸将要将被俘之人全部活埋!国祯请求只杀

凶暴者!其余释放" 回师途中!被招降的数十万口百

姓严重缺粮!沿途饿倒!国祯发蔡州所储军粮赈救"

忽必烈对其甚是尊重!不直呼其名!而称其许光禄

'许氏时任光禄大夫(" 许国祯后升为翰林集贤大

学士!正二品" 去世时赠金紫光禄大夫!正一品!谥

号#忠宪$

->.>PTR

" 大臣去世!除非有大功大德之人!

一般很难得到谥号" 许国祯以一医人见招!终至一

品!可见皇帝对国祯之优待"

又如窦默'<<=P2<>WM(!幼而好学!喜读儒书"

#年二十!值国朝兵南下!亲属亡没!家业荡尽!惟余

一身11!居三年!有清流河医者王氏妻以其女!且

授公以方脉之术!公由是生理赡足$

-<.>O<

!虽窦默自

幼习儒!但在#家业荡尽$之际!转而习医!并由医术

得到生活上的保障" 壬辰年'<>N>(!窦默时年 NP

岁时!河南破!为避兵乱!由陈走蔡" 在蔡州时!师从

名医李浩!习得铜人针灸之术" 后金哀宗奔蔡州!窦

氏知蔡州必不保!故由蔡州渡过淮河!再至湖北德

安" #孝感县令谢宪子者一见如故交!遂馆于其家!

日相与讲明伊洛%程张义理之学!比之在北方时!又

益精切矣$

-<.>O<

" 己酉岁'<>T=(!窦氏已 RN 岁!忽

必烈派使者召见" 窦氏入见!对忽必烈谈及三纲五

常及帝王之学!受到忽必烈的赏识"

窦氏以医名昭著而见招" 如任乃宏赴实地考察

/昭文馆大学士正议大夫窦公神道碑0!发现/全元

文0及地方志转载碑文时!均对其内容进行了删节!

仅载#乡人问学者接踵!道誉益重$

-<.>O<

!而碑文原

文为#乡人好学者来问经书!疾病者来求医药!率皆

欣然应答!人无贫富贵贱!视之如一" 针石所加!医

药所施!病辄痊安!而未尝有一毫责报之心$

-P.

"

详元代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0载,窦氏#寻返

乡里!以经术教授邑人" 病者来谒!无贫富贵贱!视

之如一! 针石所加! 应手良已" 久之! 道誉益

著$

-O.<R>

" 可见!/全元文0明显是将与医学有关的

内容删除了" 苏天爵/左丞许文正公0载,#时窦默

子声以针术得名!累被朝廷征访$

-O.<PP

!由此可知!窦

默以医术济世救人!故道誉益重" 但其却以儒学打

动忽必列!为忽必烈推荐了姚枢%许衡等人!二人日

后均成为朝庭重臣" 窦氏对儒学的教育与传播做出

了贡献" 其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正议大夫 '正三

品(" 去世后追赠太师!封魏国公!谥文正!故后人

多称其#窦太师$"

总之!蒙元初兴!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医者

并无鄙视!反因医者以技术医人!较重视医者!对医

者涉足政治无有禁忌!因此!有小一部分儒士虽以医

进!但能裨益政治!甚至官居极品"

:58借医术以转换户籍

蒙元政府将百姓按照职业及其他某些条件划分

成若干户!称诸色户!如军户%站户%匠户%灶户%儒

户%民户%医户%运粮水手%火佃%舶商等" 蒙元户籍

制度管理较严格!户籍不同!承担的赋税%差役及社

会地位不同" 一经入籍!不许随意改动" 政府曾多

次下令!凡任意变更户籍!以刑罚处置" 若要变更户

籍!须经皇帝同意!可见变更户籍之难" 但从文献可

知!有一部分人成功地变更了户籍" 如个别人有功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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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皇帝特别给予恩赐!准以更改户籍&或是国

家出于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将部分军户集体转为

民户&或是有人出家!入释道!从而改变户籍" 其中!

有人借助于医术!将所属的军籍改为医籍"

如宋超!太原乐平县人!高祖及曾祖分别为宋及

金之名进士!父宋文康!虽幼值乱离!犹习/六经0不

缀!且因 #慨然有及物心!遂刻意为方!无所不

习$

-W.=P

!因通医道" 宋超少时!#幼已不群!经方兼

诵$

-W.=P

!时蒙元朝廷划分户籍!其家被划为军籍"

宋超深以为耻!立志改变户籍!#世儒而今兵耶不

脱!非夫也$

-W.=O

" 军户在蒙元时代是较受重视的!

且享有一定赋役减免!但军户子弟须世袭为兵!不得

随意出脱军籍" 但凡行军打仗!即会有伤亡之事!故

在百姓心目中!其地位不高" 宋超祖上曾为进士!一

直以儒士自居!现被划入军户!故深以为耻!欲脱出

军籍的愿望十分强烈" 宋超欲以医术改变户籍!遂

徒步至京师!于中山名儒忽吉甫处习医" #日啖齑

粥!戴星往来$

-W.=O

!遂有所成!后治愈名将哈喇楚巴

图!受到皇帝称赞!#因乘间以儒而为兵请$

-W.=W

!请

求脱却兵籍!改隶医籍!得到皇帝允可" 皇帝专门下

诏曰,#哈喇楚巴图!万人敌也!宋超活之!与活万人

同!其削兵籍而隶医" 二府奉诏施行$

-W.=W

"

窦氏家族为真定名医!传承已有百年!至窦行冲

其名更著" 忽必烈即位之后!搜访各地才俊及#郡

国有名能艺术者$

-=.>>T

!窦氏名气较著!遂被征选"

忽必烈#亲询其人!以察其所学!而其人非真有所能

则亦不敢应也$

-=.>>T

" 敢于应诏者!必有真才实学"

窦氏被召见后!因赐对称旨!遂被任命为尚医" 后忽

必烈皇孙梁王开国云南!诏选窦氏尚医从行!忽必烈

待窦氏甚厚!赐之以衣裘%鞍马!且#君先时名籍隶

枢府!至是改隶尚医!又锡玺书护其家!俾永蠲其徭

役焉$

-=.>>T

" 窦氏其家原在军籍!后因护送梁王至云

南有功!皇帝特赐其改隶医籍"

;58金&南宋遗民遁于医

金%南宋灭亡之后!有部分人遁于医!以遗民身

份生活" 如阎蠫!曾祖曾任金宛丘县令" 其舅申琏

医术高超!曾与名医张子和同为英王完颜守纯侍疾"

阎蠫以医为业!并尽得舅父之医术" #壬辰!逾河而

北!侨居宣德府!以所取医直衣食$

-=.PWW

!并以其收入

接济金流亡儒士" 元朝庭#时召诸道医!悉领于奉

御田阔!将以君偕北进尚医列!固以8学识浅浅!不

可亲上3辞$

-=.PWW

"

又如元好问!任职金朝!受朝庭恩惠!金亡之后!

虽然耶律楚材倾心结纳!欲延请出仕!但推辞不就!

以著述为己任!其著述内容!成为编撰/金史0的重

要参考资料" 元好问还将其家传医方结集!名为

/元氏集验方0!其谓,#予家旧所藏多医书!往往出

于先世手泽" 丧乱以来!宝惜固护!与身存亡!故卷

帙独存" 壬寅冬!闲居州里!因录予所亲验者为一

编!目之曰/集验方0$

-O.N>P<

" /元氏集验方0所载医

方为其家祖先百年间仕宦南北所集!#室乏百金之

业!其所得者!此数十方而已$

-O.N>P<

!因此珍而重之!

集结成书" 今此书已佚!但在元氏另一著作中尚可

窥其一斑" 如/续夷坚志0卷 > 载有背疽方%延寿

丹%揩牙方%神人方%梦灵丸等!当是元氏所集医方"

南宋灭亡后!许多儒士不愿出仕!而隐于医" 如

何凤#元有天下!耻于折节当世!业医药" 为人治

病!不避风雨寒暑!治之常若不及!无富贵贫贱!必具

善药与之" 或不偿其直!置之弗较$

-<M.

" 又如吴良

贵!其祖先为临安县人!后居京口" 吴氏#涉猎经

史!精于医" 遇人有疾! 咸与治疗! 且施以善

药$

-<<.O=W

!宋亡之后!#至元间!尝被搜访!不起!盖隐

于市廛者也$

-<<.O=W

" 又如赵才鲁!为宋之宗室后裔!

#业儒安贫!常遇异人!得禁方!医有奇验$

-N.RPOPO

"

<58因科举不兴而为医

蒙古政权有其独特的官员铨选方式!对于自隋

以来以科举选拔官员的方式!蒙元统治者花了较长

时间才接受" 元宪宗蒙哥曾对儒一无所知!认为其

不及巫医!更无从论及从儒士中选拔官员了" /元

史+高智耀传0载,高智耀曾向元宪宗蒙哥提议任

用儒士!蒙哥问道,#儒家何如巫医4$

->.>MN<高智耀答

曰,#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

->.>MN<

" 元世

祖忽必烈对科举亦不感兴趣" 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

元年即位!曾与许衡谈及科举!忽必烈曰,#卿言务

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

-O.<PW

" 直至 <N<N 年!元仁

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才下诏恢复科举" 元仁宗恢复科

举之前!仅元太宗窝阔台戊戌选试以科举选拔儒生

入仕" 此举在统治集团内部阻力极大!考试及格者

多未能入官!此项政策也很快被废止" 元仁宗复科

举!距 <>NT 年金国灭亡!北方停科!已有 WM 年之久&

距 <>O= 年南宋灭亡!对南方士人而言!停科已有 NM

余年" 数十年间!数代儒士科举无望"

如奔清甫!自幼而孤!#强学自爱!视取高科都

美官如指掌" 积勤十二年!而国亡科举废" 又连遭

大丧!征徭风火!巨室瓦解" 乃尽弃其田畴!取神农%

黄帝之书!日夜读之!心通理解!天授神设!以之察脉

视疾!论生死%虚实%寒热!虽世业鲜能过之" 四方无

贵贱富贫!求者如归市!遂以名医闻$

-<>.

" 又如陈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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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尝从赵文学习儒学!目的是应举觅科!宋亡之后!

元初亦无科举之设!遂#折节为医$

-<N.

" 又如严存

性!#年少而力学!博涉经史!旁及医药百家之言"

方将以儒术取进士第!以是用于世!而科举废矣" 于

是益取医家之书而读之!求尽其术!以游四方!而行

其志焉$

-<T.N<=

" 又如葛应雷!少从其季父受/周礼0!

攻读举子业!蒙元灭宋后!因科举事废!退而取/灵

枢0/素问0读之!终成一方名医!其子葛可久撰有虚

劳专著/十药神书0!在中国医学史上有一席之地"

儒士学医!由于其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学

医之时!对医学理论之理解较普通靠验方行医者之

理解力要高" 如严寿逸!元朝设立医学!其以儒家子

入选!#学官庐陵曾某昭先!授以/内经0" 同辈无能

领悟!君独贯穿!会其指趣" 暨长!以能医称于

乡$

-<R.

" 儒士从医提高了医学队伍的知识水准" 元

代学者傅若金亦认为!凡以儒为医者!其术必良!其

谓,#其术针人血脉!涤人五脏!投之药石以攻其疾!

养之谷味以卫其生!11非夫人通六籍之义%明万物

之故!而能识其理者亦鲜矣" 是故!医之良虽不必尽

儒者!而儒者为医!吾知必良也$

-<T.N<W

"

总之!金末元初!有许多儒士在动乱之际!避难

入医以求安身&有一小部分人借医术涉足政治!并终

官居极品!既为良相!亦为良医&有人成功地借医术

转换身份&或是隐遁于医!以金%南宋遗民身份生活&

元初科举不兴!亦促使部分儒士进入医学领域" 凡

此种种!均促使儒士入医!提高了医生整体学术水平

及素养!为医学理论的发展与突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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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一稿两投问题处理的声明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为维护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声誉和广大读者的利益!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一稿两投和一稿两用问题的处理声明如下,

!

本声明中所涉及的文稿均指原始研究的报告或尽管 > 篇文稿在文字的表达和讨论的叙述上可能存在某些不同之处!

但这些文稿的主要数据和图表是相同的" 所指文稿不包括重要会议的纪要%疾病的诊断标准和防治指南%有关组织达成的共

识性文件%新闻报道类文稿及在一种刊物发表过摘要或初步报道而将全文投向另一种期刊的文稿" 上述各类文稿如作者要

重复投稿!应向有关期刊编辑部做出说明"

"

如 < 篇文稿已以全文方式在某刊物发表!除非文种不同!否则不可再将该文投寄给他刊"

#

请作者所在单位在来稿介绍信中注明该文稿有无一稿两投问题"

$

凡来稿在接到编辑部回执后满 N 个月未接到退稿!则表明稿件仍在处理中!作者欲投他刊!应事先与该刊编辑部联系

并申述理由"

%

编辑部认为文稿有一稿两投嫌疑时!应认真收集有关资料并仔细核实后再通知作者!同时立即退稿!在做出处理决定

前请作者就此问题做出解释" 期刊编辑部与作者双方意见发生分歧时!应由上级主管部门或有关权威机构进行最后仲裁"

&

一稿两用一经证实!期刊编辑部将择期在杂志中刊出其作者姓名%单位及撤销该论文的通告&对以该作者为第一作者

的一切文稿!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 > 年内将拒绝其发表&并就此事件向作者所在单位和该领域内的其他科技期刊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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