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译佛典中的古代印度药师形象

王大伟!高永翔

!摘要"!在汉译佛典中!有许多涉及古印度#药师$的典故或论述!这些药师并不是今人所熟悉

的#药师佛$!而是实实在在的医生" 佛教文献中所记载的这些药师!主要为僧俗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他们中有的人!还被视为#神医$乃至#医王$!其影响已经波及古代东亚地区"

!关键词"!汉译佛典&!古代印度&!药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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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佛教中!一般意义上的#药师$往往指的

是药师佛" 药师佛信仰作为中国佛教信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早已深入到信众的宗教生活中" 近代

以来!药师佛信仰又逐渐兴盛起来!这与近代国难深

重及民众疾苦日深有很大关系!

" 在当代!药师佛

信仰也成为佛教信仰体系中非常有特色的一支!这

与当代社会环境和医疗保障等直接相关" 有学者指

出,#其以药师为名!呈现医疗神的特质!可能于形

成之初受到外来文化刺激222地中海医神信仰的影

响" 但就佛教内部传统而言!在佛教既有的医疗思

想及强调诸佛菩萨济度众生的慈悲二者结合的基础

上!为满足信众治愈疾病!免除痛苦的愿望!拥有超

自然的治疗能力!以其愿力除愈一切病苦的药师如

来因应而生"$

-<.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药师佛

的产生并非凭空而来!姑且不论其是否受地中海医

神信仰影响!就是在汉译佛典中!也有许多涉及#药

师$的典故或论述" 这些药师并不是#药师佛$!而

是实实在在的医生!他们出现在佛教文献中!为僧人

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即使是佛陀!也都曾接受过他们

的诊治" 他们中有的人!还被视为#神医$乃至#医

王$!其影响甚至波及到东亚地区"

所以!对印度传来的医药文化!不能忽略隐藏于

佛典中的药师人物!他们是最人间化的药师!也是真

切体现印度药师文化的群体"

758耆婆药师

耆婆药师恐怕是佛教中最著名的医学人物了!

他是佛陀最重要的俗家弟子之一" 同时!中国学者

对古代印度医学人物研究最多者也是耆婆" 据/佛

光大辞典0的解释,#'耆婆(梵名 Gb9$K$" 又作耆婆

伽%癨婆%时婆%耆域%时缚迦" 为佛陀时代之名医"

曾至希腊殖民地附近之德叉尸罗国'梵语 J$K)

+

$)

c

&/d(学医!后返王舍城'梵语 +dG$4+

+

7$(!为频婆娑罗

王与阿釺世王之御医" 虔诚信仰佛教!屡次治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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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学者指出,#= 世纪末至 >M 纪初!东亚佛教涌现出人间

化%社会化的新思潮%新趋向" 以资生救患的现实关怀为重要特色的

药师佛信仰被重新发掘重视!并由此呈现出与时代相适应的人间性%

社会性%多元性特征!这无疑是近代佛教转型时期整体发展趋势下的

一个重要个案和缩影"$'能仁5近代药师佛信仰的复兴风潮'<=NN2

<=NT(-D.5佛学研究!>M<T'<(,NR>5(



弟子之病" 曾引导弑父之阿釺世王至佛陀面前忏

悔" 其名声可媲美我国战国时代之扁鹊"$

->.

#耆婆

以医术高超著称!是宫廷御医和僧团专门医生!主要

为瓶沙王%阿世王的宫廷和佛陀以及僧团患者治

疗$

-N.NTP

"

在佛典中!有一部/佛说奈女耆婆经0!这部经

中记载了奈女与其子耆婆的因缘故事" 经中记载奈

女由于容貌端正!曾被七王争娶,#有七国王!同时

俱来!诣梵志所!求娉奈女以为夫人" 梵志大恐怖!

不知当以与谁!乃于园中!架一高楼!以奈女着上!出

谓诸王曰,8此女非我所生!自出于奈树之上!亦不

知是天%龙%鬼神女耶4 鬼魅之物4 今七王俱来求

之!我设与一王!六王当怒!不敢爱惜也" 女今在园

中楼上!诸王便自共议!有应得者!便自取去!非我所

制也"3于是七王口共诤之!纷纭未决" 至其夕夜!

萍沙王从伏窦中入!登楼就之共宿" 明晨当去!奈女

白曰,8大王幸枉威尊!接近于我!今复相舍而去!若

其有子!则是王种!当何所付43王曰,8若是男儿!当

以还我&若是女儿!便以与汝"3王即脱手金环之印!

以付奈女!以是为信" 便出语群臣曰,8我已得奈

女!与共一宿!亦无奇异!故如凡人!故不取耳"3萍

沙军中皆称万岁!曰,8我王已得奈女"3六王闻之!

便各还去$

-T.=M>

" 在这部经中!奈女生于奈树之中!

由于和萍沙王有一夜因缘而生下耆婆!#奈女后生

得男儿!儿生之时!手中抱持针药囊出" 梵志曰,

8此国王之子!而执持医器!必是医王"3名曰耆

婆$

-T.=M>

"

在其他文献中!耆婆的出身就没有这么高贵了!

如/善见律毗婆沙0中!记载耆婆为淫女弃子,#耆婆

者!外国音!汉言8活童子3" 何以名之活童子4 时

无畏王子!晨朝乘车欲往见王!路见小儿!问傍人言,

8此儿为死活43傍人答言活!是故言活童子" 王子

问曰,8其母生已!何以掷置路上43答曰,8此淫女

法!若生女教习为淫女种!若生男则掷弃!是故生弃

路上"3 王子无畏!抱取养育渐渐长大!即立为

儿$

-R.

" #耆婆$这个词可能本身就有#活$之意!如

/一切经音义0记有,#大医耆婆,此云8能活3!是釺

王家兄!奈女之子!初王手执药印!及其长大!乃是医

王也$

-P.

" 所以!耆婆之名不仅反映出他自己的出

身!也与他所从事之活人性命的职业息息相关"

根据/善见律?婆沙0记载!耆婆所学之医术是

由帝释所传,#问曰,8耆婆所以善学医道者43耆婆

就师学时!天帝释观见此人!医道若成必当供养佛"

是故帝释化入耆婆师身中!以教耆婆!于七月中得师

法尽" 过七月已!帝释所教如是!满七年医道成就!

耆婆还国$

-R.O=T

"

耆婆学成之后!一直为社会上层服务!而且也展

现出极高的医术!如/四分律0中就记有他曾以手术

方式治疗瓶沙王'萍沙王(的痔疮,#尔时瓶沙王!患

大便道中血出" 诸侍女见!皆共笑言,8王今所患!

如我女人"3时王瓶沙闻已惭愧!即唤无畏王子言,

8我今有如是病!汝可为我觅医"3即答王言,8有耆

婆童子!善于医道!能治王病"3王言唤来" 无畏王

子唤耆婆来!问言, 8汝能治王病不43答言能治"

8若能!汝可往治之3" 时耆婆童子!往瓶沙王所!前

礼王足!却住一面" 问王言,8何所患苦43王答言病

如是如是" 复问,8病从何起43王答言从如是如是

起" 复问,8患来久近43王言患来尔许时" 如此问

已!答言能治" 时即取铁槽!盛满眗水!语瓶沙王言,

8入此水中"3王即入水" 语王坐水中!王即坐" 语

王卧水中!王即卧" 时耆婆以水洒王而鮌之!王即

睡" 疾疾却水!即取利刀破王所苦处!净洗疮已!持

好药涂" 药涂竟!病除疮愈" 其处毛生!与无疮处不

别" 即复还满槽水!以水洒王而鮌之!王即觉" 王

言,8可治我病43答言,8我已治竟"3王言善治不!答

言善治" 王即以手扪摸看!亦不知疮处" 王即问言,

8汝云何治病!乃使无有疮处"3耆婆报言,8我治病

宁可令有疮处耶"43$

-O.这个故事说明耆婆不仅掌

握了一定的外科手术技术!同时还精通#咒术$!也

即是利用咒术对患者施加催眠!

" 也正因他在当时

代表了最先进的医术!所以他才有#医王$之称!#汉

译佛经以及注疏中!耆婆的医疗事迹大约有 WM 多

种" 所治疗的疾病主要涉及外科%内科%小儿科%皮

肤科等多种$

-N.NTP

"

耆婆曾多次为佛陀及僧团治病!如/十诵律0中

记载了一个故事,#佛在王舍城!佛身冷湿!须服下

药" 佛告阿难,8我身冷湿!是事汝自知"3阿难受

教!往耆婆药师所!语耆婆言,8佛身冷湿!须服下

药!是事汝自知"3耆婆言,8长老还去!我随后往"3

耆婆思惟!佛德尊重!不宜进木药%苦药如余人法!当

取青莲华以下药草熏之!持用上佛" 即取青莲华以

下药熏作已!持诣佛所!头面礼足白佛言,8是优钵

罗华!熏以下药!可以治身!愿佛受之" 此药一嗅十

下!二嗅二十下!三嗅三十下"3佛受已!默然" 耆婆

欲还!具教阿难侍病!节度而去" 佛一嗅其药十下!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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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咒疗法恐怕是世界医疗史中曾广泛存在的一个医疗手

段!这不仅在印度佛典中经常出现!唐代的太医署和尚药局的编制中

都还设有#禁咒博士$" 相关研究可参考,范家伟5中古时期的医者

与病者-B.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M<M5于庚哲5唐代疾病%医疗史

初探-B.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5



二嗅二十下!三嗅二十九下" 耆婆明识时数!复来瞻

佛问讯,8世尊5 不审下不43佛言,8向嗅汝药二十

九下"3耆婆知佛身病未尽!白佛言,8须饮少暖水"3

饮已更一下!如是随顺满三十下" 耆婆还家办随病

药饮食软饭粥羹!尝伽罗药奉进所须!起居轻利无复

患苦$

-W.

"

在/四分律0中!也记有这个故事!不过称佛陀

之病为#患水$" 在/摩诃僧癨律0中!对疾病进行了

大类的划分,#病者!有四百四病!风病有百一%火病

有百一%水病有百一%杂病有百一" 若风病者!当用

油脂治" 热病者!当用酥治" 水病者!当用蜜治" 杂

病者!当尽用上三种药治$

-=.

" 在/大般涅?经0中!

也提到病之种类,#譬如良医!善八种术!先观病相"

相有三种" 何等为三4 谓风%热%水" 有风病者!授

之苏油" 热病之人!授之石蜜" 水病之人!授之姜

汤$

-<M.R<<

" 在佛教中!#四大'地水火风(不顺$为起

病的因缘之一!#四大不顺者!行役无时!强健担负"

棠触寒热!外热助火!火强破水!是增火病" 外寒助

水!水增害火!是为水病$

-<<.

" 在/圆觉经0中!还进

一步说明人体各组成部分分属于四大中的哪一类,

#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

唾涕%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

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

-<>.

" 从中可见!归于水的

部分基本属于中医所谓#精津液$的范畴" 那么上

文中佛陀自述患冷湿之苦!实际有点类似于中医讲

的#寒湿$之症!而佛教四大不顺导致疾病的观念与

中医的#六淫致病$思想也有相似之处"

可以说!正是由于耆婆高深的医术!以及他作为

佛陀信徒的身份!才使他能借佛教传播的契机!从一

个印度药师成为影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名医"

#作为佛陀释迦牟尼同时代的著名医生!耆婆在佛

教史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并在西域%中原和东亚!成

为印度古代神奇医术的代表!可以说!他同龙树菩萨

一样!在佛教医学东渐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

用" 他的声名%事迹与医药方流布东方!成为世人医

疗活动中崇拜的对象!取得类似于神灵的地位!带给

世人健康的赐福$

-N.NPN

"

958其他药师

在佛教传统中!佛也被视为#大医王$!不过佛

所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精神层面!也正是如此!所

以在有的经典中!会以#药师$为喻!借以传达一番

佛理"

如/佛说大般泥洹经0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佛

言,8善哉5 善哉5 诸比丘5 汝等欲除吾我惑者!应

如是问" 譬如有王?钝少智!时有药师!亦不明了!

欺诳天下!受王奉禄!唯知乳药!复不善解!而常以此

疗治!国人又复不知风痰耲唾病之所宜!而?钝王谓

为上医" 时有明医晓八种术!从远方来语旧医言,

8汝为我师!我为弟子!当从汝学"3旧医言,8善哉5

当教汝不死药法!汝当勤学四十八年!令汝尽知无上

医术"3便将后医出入王宫!是?钝王亦相爱乐" 彼

后医便白王言,8大王5 应当学诸技艺"3王大欢喜!

便从受学!智慧渐增!乃知旧医无智欺诳!驱令出国!

加敬后医" 彼后医知时已至!复白王言,8欲有所

请!当随我意"3王答言,8尔"3医言,8大王5 先医乳

药!毒害危险!不复可服!应舍此法"3王即从教!普

下国内!自今已后服乳药者当重罚之" 尔时后医以

五种药甘酢
&

苦辛等五味用疗一切" 时王得病!请

医治之!医观王病!应用乳药!便白王言,8唯有乳药

能令不死"3王语医言,8汝今狂耶4 先言是毒!令我

驱彼!而今复言应服乳药"3后医答言,8不也!大王5

此言有意!譬如板木有虫食迹似王名字!不善书者谓

是真字!其善书者乃知非真&先医如是虽合乳药!不

知分别时节所应!当知乳药有能杀人亦不杀人!不杀

人者养乳牛时!放在旷野无毒草处择水而饮!不加杖

捶!出入以时!眐彼乳时!泡沫不起!当知此乳救一切

病!为不死药"3王言,8大善"3便服乳药" 时!国人

民闻王服乳!皆悉惊怖!来诣王所!咸言,8c此师将非

鬼耶4 先言杀人!今令大王还服乳药"3时!王即为

人民广说乳之升降" 王及人民增加恭敬!供养后医!

奉用其法!常服乳药"$

-<M.WP>1WPN

上文这个故事其实正传达出#大药师能以毒为

药$

-<N.的理论!而且也告诉信众!不能拘泥于一端!

当视具体情况而有所分别" 在汉译佛典中!有许多

佛教的义理就是通过以#药师$为喻进行表达的"

如,#但众生肉眼不见!智慧薄故而生邪疑!虽修福

事!所作浅薄" 譬如药师为王疗病!王密为起宅!而

药师不知&既归见之!乃悔不加意尽力治王$

-<T.

"

#善男子5 譬如大药师!善能疗治一切诸病" 自无

有病!见诸病人而于其前自服苦药" 诸病人见是药

师服苦药已!然后效服!各得除病" 善男子5 如来亦

复如是!自除一切烦恼病已!于一切法无有障碍!能

示现一切法!以是不善业故得如是报" 现如是缘!欲

令众生除一切身口意业障行于净行"$

-<R.在佛典中!

#药师$不仅只是借以传法的譬喻!他们在多数情况

下!还起到医生的作用!为僧团等提供医疗保健" 不

过!有时这些药师开的处方!往往令僧人比较为难!

因为他们不知道服用这样的药物是否有违戒律" 所

以!在律典中!就出现了许多因比丘生病而制定的戒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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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如,#佛故在舍卫国!有一比丘痔病!药师名阿

帝利瞿鮅路!以刀割大行处" 时近癨桓门间露现处

治!苦痛切身" 时佛欲入癨桓!药师遥见佛来!合掌

请佛看是处" 佛言,8恶口人中!阿帝利瞿鮅路此最

第一!乃请如来示如是处" 从今不应示语大行处!若

示语犯罪" 从今大行处不应听刀治!若治犯偷兰遮

罪"3$

-<P.<WO估计药师为比丘割痔疮的场面让佛感到

非常不适!所以故事中的佛陀颇有愤意!乃至称其为

#恶口人$!也正因受到这个场面的刺激!佛才制定

此戒律" 从这个故事中也能看出!药师阿帝利瞿鮅

路也许经常为僧团诊病!故佛陀好像对他很熟悉!能

直呼其名"

在汉译佛典中!也有药师因为给比丘疗痔疮而

与僧团发生冲突的故事!如/根本说一切有部?奈

耶药事0中就有类似的记载,

#时胜光王为性慈鳭!每于晨朝!至?诃罗!亲

礼佛足!问讯起居!遍观大众!知其安不" 见一絆刍

痔病婴身!羸瘦无力" 王既见已!遂便问曰,8圣者!

何故羸瘦无力43絆刍答曰,8大王!为患痔病!是故

羸瘦"3时王还!?医人阿帝耶为之疗疾" 时彼医人

奉教而往!然此医人不信三宝!于其病者!不肯疗治"

王于后时还见病者!怪而问曰,8圣者!医人不为治

耶4 身尚羸损"3病者对曰,8大王虽遣医人!彼竟不

来相为救疗"3时王闻已!即便责!遂遣使者!追捉

将来" 王曰,8我先令汝看病絆刍!何为至今竟不救

疗4 若不治者!我当夺汝官位"3此医人素无信意!

因被王责!更加忿!恶言毁骂,8岂为汝辈夺我官

耶53捉病絆刍至寺门外!遂缚手足!为割痔病" 时

彼絆刍既遭逼迫!苦痛缠心!即便大叫!复作是念,

8我遭极苦!世尊大慈!宁不哀愍43如来常法!于一

切时!无不知见" 由大悲力之所警觉!至絆刍所" 时

彼医人遥见佛来!嗔犹未息!作如是语,8汝来5 婢

儿!看汝弟子下部如何5311尔时世尊告阿难陀

曰,8如是阿难陀!非无因缘!如来应正等觉!辄现微

笑" 阿难陀!阿帝耶医王是自残害" 由于佛所作恶

骂言,8云是婢子"3我念从昔大三末多王以来!乃至

我身!无有诃骂为下贱人" 此阿帝耶恶口骂詈!乘斯

恶业!却后七日!必当吐血而致命终!堕地狱中!多时

受苦" 是故絆刍!如阿帝耶无信医人!不应令遣看病

絆刍"311王曰,8若如是者!驱出我国"3是时大臣

即便奉教!驱出国界!至娑鸡多城!既到彼城!善神呵

骂!极苦骂已!还驱出界" 告曰,8愚痴之人!汝已骂

三界大尊作下贱婢子!岂容此住43从此而去!到波

罗
'

斯城!从彼又被善神驱出" 从彼到薜舍离城!还

被驱出" 又到王舍城!亦被驱出" 又到瞻波城!更被

驱出" 到一树下!暂时憩息!树神驱出" 从此至流泉

池处!皆被驱摈!不容止息" 既被驱已!作是思惟,

8野干之类!于赡部洲!尚得停止" 我是人流!至于

树下!乃至亦不容受"3彼思念已!内心焦恼!吐血而

死" 死已!堕阿?大地狱$

-<O.

"

阿帝耶药师由于毁谤佛及伤害僧徒而堕入地

狱!故事中的矛盾双方因信仰冲突而发生争执!这也

说明!当时的药师对待病人时!也会根据个人好恶而

有所选择" 不过在汉译佛典中见到最多的!依然是

药师如何给僧徒治病" 如,#长老舍利弗热血病!药

师语言,8应食池物"3舍利弗言,8佛未听我食池

物"3白佛!佛言,8从今日听食池物"3长老大目犍

连!至漫陀耆尼池中取藕!大如人髀!极美!如淳净白

蜜!其汁如乳" 以授舍利弗!舍利弗问, 8何处得

来43目连言,8至漫陀耆尼池中得来"3舍利弗言,

8是池非人处!何谁授汝43目连言,8非人授我"3舍

利弗言,8佛未听我非人授食豼"3白佛!佛言,8诸比

丘从今日非人授!听食" 是池物多得来!食残与诸比

丘!诸比丘不受"3诸比丘言, 8我食竟!不受残食

法"3诸比丘不知云何!白佛!佛言,8从今日饥饿时

听!诸比丘食竟!不受残食法" 听豼池物!何等池物4

若莲根%莲子%菱%芡%鸡头子!如是种种池物听

食$

-<W.<=M1<=<

" 故事中舍利弗患热血病!藕节正是治

疗这类病症的药" 出产这种藕的漫陀耆尼池!在佛

典的记载中!也是一处极其美好的所在!#尸漫陀耆

尼池!亦云漫陀紧尼$

->M.

" 在/十诵律0中!佛陀曾

介绍,#北方有是漫陀紧尼池!纵广五十由旬!周围

二百由旬" 底布金沙!八功德水常满其中!甜美如真

蜜" 青黄赤白红紫种种杂色莲花遍覆池上!种种众

鸟哀声相和!甚可爱乐" 绕池四边种种华树果

树$

-><.

" 上文之所以说此池所采之藕为非人所授!

乃因为此处多为龙%象居住之处!在/瑜伽师地论0

中记有,#复有大池名漫陀吉尼!五百小池以为眷

属!善住大龙与五百牝象前后围绕!游戏其池" 随欲

变现!便入此池采莲花根以供所食$

->.

" 如此环境

中长出的藕!恐怕其化瘀清血热之功会更好" 佛也

因药师之建议!才从戒律角度确定了水中所产的莲

子%莲藕%芡实等食物进入僧人的食药谱"

前文曾提到!佛教认为#风病$当用酥油治疗"

事实上!佛也曾患过此类疾病!当时的药师就是以酥

油为治疗的药物,#佛在舍卫国!时世尊患风脊痛"

时药师教言!酥%油涂身!涂身已!槽盛眗水!入中卧"

佛语阿难,8眗水着槽中持来"3阿难受教!槽盛眗水

来" 时佛酥%油涂身入中卧!卧已!病得除愈" 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语诸比丘,8从今听若有风病以酥%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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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涂身!眗水中卧3$

->N.

"

在佛教中!酥和油是 > 类物品!属于佛教认可的

#五种药$范畴!#今有五种药世人所识,酥%油%生

酥%蜜%石蜜!听诸比丘服此五种药$

->T.

" 在/善见

律?婆沙0中也提到,#舍卫国五种药者!生酥%熟

酥%油%蜜%石蜜$

->R.

" 笔者发现!汉译佛典中提到的

#酥$其实指的是奶制品!而#油$则是植物油脂"

#酥者!牛%水牛酥!?羊%?羊酥!骆驼酥" 油者!胡

麻油%芜菁油%黄蓝油%阿陀斯油%?麻油%比楼油%比

周缦陀油%迦兰遮油%差罗油%阿提目多油%缦头油%

大麻油及余种种油!是名为油$

->P.

" 在佛教看来!乳

的加工品有逐渐递进的关系!#酥!亦作苏!是牛羊

等乳!钻抨成之!或以草叶!药而成之" 所谓从牛出

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

醍醐" 而醍醐最为上药也$

->O.

" 从中可见!印度文

化传统中的#酥$!是从酪进一步加工而来的" 另外

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所见的藏族传统饮食#酥油$!

很可能并不是佛教中提到的#酥$" 这在/饮膳正

要0的记录中就可得到说明,#酥油!牛乳中取?凝!

熬而为酥11马思哥油!取?牛奶子不住手用阿赤

'即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 今亦云

白酥油$

->W.

" 这说明!虽然都属乳产品!但现代的酥

油与汉译佛典中出现的酥并不相同!而是属于#马

思哥油$的范畴"

佛所患的风脊痛!似乎与/伤寒论0中#太阳中

风$之证颇为相似,#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

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N.>P

" 所谓 #项背强几

几$!指的就是项背发紧!僵硬" 桂枝加葛根汤是由

桂枝汤加麻黄%葛根而成!葛根具有解肌升阳之功!

#辛甘性凉!辛能透散!凉而不寒!入脾胃经!有良好

的发表解肌作用!为解肌之代表药!常用于外感六淫

之邪侵袭肌表引起的恶寒发热%头疼%项背拘

急$

->=.

" 上文中的药师以酥%油涂身并让佛卧暖水

中治疗此病!其恐怕也有让佛以发汗的方式解肌或

疏通气血的意图"

:58余论

由上文可知!佛陀的弟子中!不乏耆婆这样的一

代名医" 同时!佛教僧团也需要药师为他们提供医

疗保健服务!就算是佛陀!也曾多次患病!要按药师

之嘱医治" 汉译佛典'尤其是律典(中出现的这些

药师是实实在在的医生!不同于理想化的药师佛!他

们更有#人$的属性" 所以!透过这些药师!对古印

度的医疗情况!以及当时印度社会主要药材的使用

情况等!都有所了解"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汉译佛典

中药师形象进行分析!也可对古印度医疗史有所认

识!更对佛教中的僧人是如何面对疾病!以及如何治

疗疾病有所认识"

另外!佛典中记载的那些有着精湛医术!尤其是

有过起死回生医疗经历的药师!难免会引起社会对

其的尊崇与膜拜!就算是僧团!恐怕也会对其多加赞

叹" 而这些人物的出现!恐怕对佛教中逐渐形成药

师佛信仰!也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其实无论是古

代中国还是印度!但凡有功于社会!有功于民众的

人!都很容易被X神圣化X!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正

因古代印度社会存在X药师X这个社会群体!才令现

今依然存在的药师佛信仰更有文化基础和现实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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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MMOMM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至宝丹!与安宫牛黄丸%紫雪散!合称#温病三宝$"

至宝丹!学术界最初认为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0!后

认为出自沈括/灵苑方0"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0编成于元丰

年间'<MOW2<MWR(" /灵苑方0具体成书时间不详!据/苏沈

良方0#神保丸$条下#熙宁中!予病病项筋痛!11忆琪语!

方向已编入 /灵苑0$之语!则 /灵苑方0成书当在熙宁

'<MPW2<MOO(之前" 从时间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0晚于

/灵苑方0!故至宝丹当出自/灵苑方0" 那么!北宋时人是否

因/灵苑方0而知晓至宝丹呢4

北宋王皀的诗文因喜用金玉珠璧!时人称之为#至宝丹

体诗$" 王皀诗文被称为#至宝丹$的具体时间不详" 王皀

于庆历二年'<MT>(举进士!欧阳修任考官!> 人因此有师生

之分" 此时!欧阳修等发起的诗文新运动已取得决定性胜

利!镂金错彩的#西昆体$受到了打击!文坛风气因此而变"

除欧阳修外!王皀与梅尧臣%苏明允亦有来往!梅%苏均为诗

文革新的领袖" 所以!庆历举进士后!王皀诗文的风格逐渐

发生变化!多有清丽悠远之作" 那么!王皀诗文被称为#至宝

丹$很可能是在庆历举进士之前" 也就是说!至宝丹很可能

在庆历之前已为世人所熟知!否则不会被用来讥讽王皀诗文

的富贵"

再看沈括对至宝丹的记载"

沈括生于 <MN< 年!庆历中年仅十几岁!开始编撰/灵苑

方0的可能性不大" /灵苑方0的编撰%流传需要一定时间"

因此!北宋时人因/灵苑方0而知晓至宝丹的可能性也不大"

/灵苑方0已佚!对至宝丹的记载不得而知!但/苏沈良

方0中有转引,#本池州医郑感!庆历中为予处此方!以其屡

效!遂编入/灵苑方0" 11旧说主疾甚多" 此丸专疗心热

血凝!心胆虚弱!喜惊多涎!眠中惊魇!小儿惊热!女子忧劳!

血滞血厥!产后心虚怔忪尤效" 血病!生姜%小便化下$"

值得注意的是沈括的行文!#旧说主疾甚多" 此丸专疗

心热血凝!心胆虚弱$" 庆历中!沈括之父沈周因说真话遭他

人报复而调任江南东路按察使" 环境的变化以及对父亲遭

遇的不平!是沈括庆历中患病的主要原因" #心热血凝!心胆

虚弱$当是沈括庆历患病的真实写照" 可见!沈括#旧说主

疾甚多" 此丸专疗11$的行文!意在强调至宝丹重镇安神!

对#心热血凝!心胆虚弱$的治疗作用"

因/灵苑主0已佚!/苏沈良方0的转引是否有节略不得

而知!故难以知晓沈括所指的#旧说$为何"

至宝丹见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0卷 </治诸风0,#疗卒

中急风不语!中恶气绝!中诸物毒暗风!中热疫毒!阴阳二毒!

山岚瘴气毒!蛊毒水毒!产后血晕!口鼻血出!恶血攻心!烦躁

气喘!吐逆!难产闷难乱!死胎不下" 以上诸疾!并用童子小

便一合!生姜自然汁三五滴!入于小便内温过!化下三圆至五

圆!神效" 又疗心肺积热!伏热呕吐!邪气攻心!大肠风秘!神

魂恍惚!头目昏眩!睡眠不安!唇口干燥!伤寒狂语!并皆疗

之$!#又疗小儿诸痫急惊心热!卒中客忤!不得眠睡!烦躁风

涎搐搦" 每二岁儿服二圆!人参汤化下$" 至宝丹还见于钱

乙/小儿药证直诀0!记述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0基本相同"

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0的记述中!只有#又疗小儿诸痫

急惊心热11$与重镇安神有关!其余大段内容都与重镇安

神无关" 结合沈括#旧说主疾甚多" 此丸专疗11$的行文

语气!可以推论沈括所言的#旧说$很可能便是/太平惠民和

剂局方0关于至宝丹的大段记述" 也就是说!/太平惠民和

剂局方0的记述更接近至宝丹的原来的主治病症"

从王皀的诗文被时人称为#至宝丹体诗$及沈括#旧说$

的行文可以推论!在沈括将至宝丹记入/灵苑方0之前!至宝

丹已为世人所熟知"

'收稿日期,>M<P1MR1MT(

'本文编辑,王振瑞(

+TW>+

中华医史杂志 >M<P 年 = 月第 TP 卷第 R 期!U7&# DB,% A&)';,2'>M<P!V(/TP!I(5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