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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国秦汉 的服食文献概述

厦门 大学 福建 孙孝忠

摘要 ：服食是指服用 药物 以 求延年长 生的养生方术 。 文章搜罗条列 了 战国 秦汉期 间 问世的有关服食的文献 ，
史

料来源是《史记》 、 《汉书 》 、 《抱朴子》及出土文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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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食是指服用药物 以求延年长生的养生方术 ， 初期 。

也称为服饵 、服药 只服石药的 ， 亦称为
“

服石
”

。 据《史记 扁鹊仓公列传》记载 ’高后八年 公元

服食的药物 ，既有植物 、矿物 、动物等天然药物 还 前 年 ） ，齐国医生阳庆将 自 己珍藏的
一

批医书授

有炼制的金丹 药金 、药银和丹药 ） 。 服食本为战国 给弟子淳于意 仓公 ） ， 《药论》乃其
一

。 后来淳

时神仙家发明 ，他们认为服用药物和金丹后 ，
可 以 于意诊病时曾引用过 《药论 》中的话 云

“

《论》曰
‘

中

不死成仙 热衷于此者遂演变成服食养生派 。 历代 热不溲者 ，不可服五石
’

，这里所说的 《论》就是

都有很多服食著作问世 但我们现在看不到几本汉 《药论》 。 这是
一

部临床用药书 ，类似后世的本草 ，

以前的服食派作品 了 。 究其原因 ，

一

是此类著作皆 内容涉及服食石药的问题 属于服食派作品 。

为隐秘之书 ，
师徒间率私下秘授 不可能在社会上 ③《淮南中篇》八卷 西汉淮南王刘安撰 ，

书虽

公开流行 二是年移代革 岁 月 既久 逐渐失传。 笔 佚 但有佚文存世。 亦名 《枕中鸿宝苑秘书》 、 《鸿宝

者搜爬文献 条列战国秦汉服食派著作如下 。 经》 、 《淮南鸿宝万毕》 、 《鸿宝枕中书》 、 《枕中鸿宝》 、

由
，

力、
《淮南万毕经 》 、 《淮南王万毕术》 、 《鸿宝万毕经》 。

王淑 ■

“

廳宾■术之士数千人 ，
作

①《邹衍重道延命方 》 ， 已佚 成书不晚于西汉 为《 内书》
二十

一

篇 ， 《外书 》甚众 又有 《中篇 》八卷 ，

初期 。 书名 中 的
“

邻衍
”

， 即战 国的阴 阳家邹衍 其 言神仙黄白之术 ，亦二十余万言
”

。 《淮南中篇 》

阴阳五行理论 ， 是神仙家养生理论的源头之
一

。 书 在 《汉书 刘 向传 》中称为 《枕中鸿宝苑秘书 》
”

。

若果为邹衍所著
，
则此书当是已知最早的服食派作 该书在流传过程中 ，产生很多别名 ： 《抱朴子 遐览》

品 ， 当然 也不排除西汉学者托名著书的可能性 。 著录为 《鸿宝经 》
一

卷 ， 同 篇又 云 《淮南鸿 宝万

此书本为西汉淮南王刘安所藏 。 刘安因谋反 毕 》
，

《抱朴子 论仙 》则曰
“

夫作金皆在神仙集

身死 ，刘德治狱而得书 后其子刘 向将此书与《枕中 中 ， 淮南王抄 出 ，
以 作 《鸿宝枕 中书 》

”

《抱朴

鸿宝苑秘书 》
一并进献汉宣帝 ， 事见 《汉书 刘 向 子 黄 白 》引桓谭说

“

汉黄门 郎程伟 ，
好黄 白术⋯ ⋯

传 。 《抱朴子 遐览 》著录有 《邹生延命经》
一

按 《枕中鸿宝 》 ，作金不成
”

《隋书 经籍志 》著录

卷
”

，
王 明先生认为 ：

“

淮南有 《郞衍重道延命方》 。 为《淮南万毕经 》
一卷 《新唐书 艺文志 》著录为

后人依托为 《部生延命经》欤 ！

‘
“

《淮南王万毕术 》
一卷

”

；
宋代郑樵《通志 艺文略》

②《药论》 ， 已佚 。 著者不详 ， 成书不晚于西汉 著录为 《鸿宝万毕经 》六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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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艺文类聚》 、宋《太平御览》等类书 中有很多 为古本 ，其余为后人以别本附之而成今本
【

。 《黄帝

《淮南万毕术》的佚文 清代学者对其进行了辑佚 ，
九鼎神丹经诀》卷八明化石序中 ，

在提到八公三十

可观者有孙冯翼 、丁晏、茆泮林所作的三种辑佚本 六水法时说 ：

“

昔太极真人以此神经及水石法授东

孙 、茆辑本并见于丛书集成初编 ， 丁辑本见《续修 海青童君 君授金楼先生 先生授八公 ，
八公授淮南

四库全书 》子部第 册 ） ，但所辑得的内容 多是 王刘安 ，
安升天之 日授左吴。

”

据此 ，
三十六水法在

巫术变化之内容 ， 服食内容亦有一些 ，
如

“

白青得 淮南王之前很久便流传了 。

铁 ， 即化为铜
”

是属黄白术的 ；
涉及服食药物的如 ⑩《九鼎丹经》

一卷 ，全称《黄帝九鼎神丹经》 。

“

曾青为药 ，令人不老
” “

八月 榆橘 令人不饥
”

，

“

天 成书于西汉末东汉初 撰人不详。 其书叙述玄女向

雄雄鸡 ， 志气益
” 」

。 可见《淮南万毕术》是
一

本 黄帝传授还丹至道情况。

神仙家的综合性书籍
，
非黄白法专著 ，

故其名称初 《抱朴子 金丹》曾 引 《黄帝九鼎神丹经》部分文

由
“

中篇
”

’

一

变为
“

鸿宝
”

，再变为
“

万毕
”

， 《通雅 释 字 ，叙述黄帝九鼎神丹之神效 ，并介绍了三本丹经

估》曰 ：

“

万毕 言万法毕于此也。

”

的传授情况 ：

“

昔左元放 （按 左慈 ） 于天柱山 中精

④《黄帝杂子芝菌 》十八卷 ⑤《黄帝杂子十九 思 ，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经 ，
会汉末乱 ，不遑合作 ，而

家方 》二十
一卷 ， ⑥《泰壹杂子十五家方 》二十二 避地来渡江东 ，志欲投名 山 以修斯道 。 余从祖仙公

卷 ，⑦《泰壹杂子黄冶 》三十
一

卷 ， ⑧《神农杂子技 （按 即葛玄 是葛洪的伯祖 ） 又从元放受之 。 凡受

道》二十三卷 ， 以上 书著录于《汉书 艺文志 方技 《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
一

卷 、 《金液丹经 》
一

略》之神仙类
【

，
作者不详 早 已亡佚。 诸书前冠 卷 。 余师郑君者 按 指郑隐 ，乃葛玄弟子 ） ，则余从

以黄帝 、泰壹 、神农者 ， 皆为托名 。 泰壹 也称泰一 、 祖仙公之弟子也 ， 又于从祖受之 ，
而家贫无用买

太
一

、太乙 ， 是方士们崇拜的最高天神 ，书托为太 药 。 余亲事之 ，洒扫积久 乃于马迹山 中立坛盟受
一

，
盖以 自重耳 。 五书 中 皆有

“

杂子
”
一

词 ，
该词的 之 并诸口诀诀之不书者 按 ：原文如此 ） 。 江东先

含义 ’古今学者鲜有论及 ’唯段逸山先生主编的《医 无此书 ，书出 于左元放 元放以授余从祖 ，从祖以授

古文 》中 曾注释
“

杂子道
”

曰
“

神仙家修真养性以求 郑君 ，郑君以授余 ，故他道士了无知者也。

”

这三

长生的方法
”

据此说 ，则
“

杂子
”

是神仙家养生之 本书 的传承顺序是 ：仙人—左慈—葛玄—郑隐—葛

义 。 《黄帝杂子芝菌》 讲服食芝菌之法 。 《黄帝杂子 洪 。 陈国符先生指出 ，今 《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有

十九家方》 ，托名黄帝 荟萃十九家服食法 。《泰壹杂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 》二十卷 其第一卷即 《黄帝九

子十五家方》 托名泰壹 荟萃十五家服食法 。 《泰壹 鼎神丹经》原文 卷二以下为唐人所撰 ，并根据用韵

杂子黄冶 》 讲黄 白之术 。 《神农杂子技道 》 ，
陈 国符 等情况考证出 《黄帝九鼎神丹经》于西汉末东汉初

先生在 《中 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
一文中将之归 出世 其后东汉末左慈 、张陵 张道陵 皆得之 左慈

入服食书 目
， 但随后又说了

一句两可之语 ：

“

中 国各 往江东 ，此书始流传于江东 。

种方术
，渊源甚古 ， 其书籍 《汉书 艺文志 》多见著 《太清丹经》三卷 ，全称《太清金液神气经 》 。

录 ，盖非徒服食而已
”

。 这本书实际是
一本神仙 西汉王褒 清虚真人 撰 。

家综合性方术书 ，服食乃其中一项内容 ，

一如 《淮南 葛洪在《抱朴子 金丹》 中说 ， 自 己 曾从老师处

中篇》 。 受三本丹经 ， 即
“

《太清丹经》三卷及 《九鼎丹经》
一

《抱朴孑 》砻录的服合立献
卷 、 《金液丹经》

一

卷
”

。 笔者以为 ’
其《太清丹经》

三卷即 《纖 》中 《太清金液神气经》祖本 。 今《道

⑨《三十六水经 》
一

卷 ，著者不详 ，成书 当不晚 藏》洞神部众术类有《太清金液神气经》三卷 ， 卷上

于西汉初期 。 亦称 《三十六水法》 。 这是现存最早 录有大篇幅的清虚真人歌诀 陈国符先生根据韵脚

的
一

部炼丹学专著 。 考证认为
，

“

《太清金液神气经》卷上大概于西汉出

《抱朴子 遐览 》首先著录 《三十六水经》
一卷 ， 世

”
“

，原撰者为清虚真人 后世增益而成今本《太

陈国符先生认为是汉代作品 ， 即今 《道藏》洞神部众 清金液神气经》 。 但陈国符先生未将此书与葛洪所

术类 《三十六水法 》
一卷 。 孟乃 昌先生则认为 ， 提到 的 《太清丹经》联系在

一

起。 清虚真人即西汉

《三十六水经 》至迟为东汉著作 乃今《道藏》中 《三 王褒 ，与刘向同朝为官 ， 皆因精通神仙方术而得皇

十六水法》之祖本 ，今本《三十六水法》的 个药方 ， 帝器重 。 据《清虚真人王君内传 》 弟子南岳夫人魏

可分为两个系统 而方中有
“

纳华池中
”

之语者
，
当 华存撰 ） ：

“

华存师清虚真人王君 讳褒字子登 范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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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平人也 ，安国侯 按 王陵 七世之孙 君以汉元帝
“

今之《灵宝经 》 ， 东晋末 叶葛巢甫 （葛洪从孙 ）所

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 日诞焉
”

。 造 。 至宋文明二帝时 ， 陆修静更增修 立成仪轨 。

《金液丹经 》
一卷 亦称《太清神丹经 》 ，

全称 于是《灵宝 》之教 ，大行于世 。

”

后出 的《灵宝经 》反

《太清金液神丹经》 。 著者不详 成书于西汉末东汉 倒成了 《灵宝经》的正宗 。 今道藏本《太上灵宝五符

初 。 经序 》卷上前半部分的序 ，为汉末天师张陵所撰 ，可

《金液丹经》
一卷 是葛洪从郑隐处所继承的三 见古本《灵宝经》成书不晚于汉末

“

。

本丹书之
一

， 即道藏本《太清金液神丹经》 。 《道藏 》

洞神部众賴有《讀金麟般 》三卷 ，社細
一部分为

“

正一天师张道陵序
”

卷中题为
“

长生阴 《五十二病方》 ， 《养生方》 ，⑩《杂疗方》
，
三

真人撰
”

。 陈 国符先生在《 中国外丹黄 白法经诀出 书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帛书 。 年底 ， 马王堆三

世朝代表》
一文中认为 ，该书

“

卷上 、卷中第一至第 号汉墓 出土 了 种 本医 书 （其 中两本 内容重

四页
”

为古经原文 ， 自
“

郑君 曰
”

以后 为后人掺人之 复 ） 。 年
，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吸收了学术界

本 ，并根据用韵情况 认为古经是西汉末东汉初 出 十几年的研究成果 ，编成 《马王堆汉墓帛书 肆 》
一

世 原著者不详 。 据《神仙传》记载 汉时齐国 书 ， 由文物出版社印行 此后周
一

谋 、马继兴 、魏启

临淄人马鸣生 （

一作马 明生 ，
本姓和 ） 曾从其师处 鹏等先生都有考释本问世。 三书除了治病内容外 ，

“

受 《太清神丹经 》三卷
”

而为地仙 ，鸣生复传书于弟 亦有相当多的服药养生内容 。

子阴长生
— °

。 阴长生传下来的 《太清神丹经》 ， 《万物 》 ，是 年于安徽阜阳汉墓中 出土的

即 《抱朴子 金丹》中提到 的 《金液丹经》 。 在葛洪的 医方书
【

，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五年 公元前

《抱朴子》和《神仙传》 中 ，
以

“

太清
”

为名 的丹经书只 年 ） 墓主为汝阴侯夏侯灶 夏侯婴之子 ） 。 《万物 》简

有两本 ，

一是《太清丹经 》 ，

一

是《太清神丹经》 但二 破损严重 所载方药内容涉及约 种药物 有
一些

者非一本书 ，前者是道藏本 《太清金液神气经》的祖 是服食方药 。

本 ’后者是道藏本《太清金液神丹经》 《金液丹经》 《神农本草经》三卷 ，简称《本草经》 、 《本经》 ，

的祖本 。 古人亦有此认识 ， 如唐 王松年 《仙苑编 三卷 是中 国药物学的奠基性著作 。

一

般认为成书

珠》说马明生所受书为
“

太清金液丹经
’ ’

， 明 李贤 于东汉
，而托名于神农 炎帝 ） ，

实际著者不详 。 单

《明一统志 》卷三十 《南阳府 仙释》

“

阴长生
”

条亦说 行本早佚 清以来有多家辑佚本 。 《神农本草经》虽

马明生授阴长生为
“

太清金液神丹
”

，
可为佐证 。 为医家之本草书 但所言药物服食养生 内容甚多 ，

《金液丹经》在东汉末年传到左慈和张陵之手 ，左慈 书中所谓服之
“

轻身
”

、

“

飞行千里
”

、

“

通神明
”

、

“

通

那本辗转传给葛洪了 。 神
”

、

“

神仙
”

、

“

神仙不死
”

、

“

不老
”

、

“

不饥
”

者皆是 ，

《灵宝经 》三卷 著者不详 ，成书不晚于东汉 因此该书 可视为服食文献 。 书 中收录先秦以来沿

末 亦称《灵宝五符经 》 、 《仙 隐灵宝方 》 。 包括《正 用 已久的药物 种 ，分为上 、 中 、下三品 。 另 《抱朴

机》 、 《平衡》和 《飞龟授秩》各
一

卷 。 子内篇 仙药》 中曾提及
一

本叫 《神农四经 》的书 也

《抱朴子 辨问 》载 ：

“

《灵宝经 》有 《正机 》 、 《平 是采用上 、 中 、下三品分类法 有学者认为即是 《神

衡》 、 《飞龟授抶》凡三篇 ，皆仙术也 。

”

《抱朴子 遐 农本草经》 ，亦有人持不同意见 。

览 》著录三书则称为 ： 《正机经 》
一卷 、 《平衡经 》

一

《周易参同契 》 ，东汉道士魏伯 阳著 王 明先

卷 、 《飞龟振经 》
一

卷 。 今本 《神仙传》卷
一

《华子 生认为 撰 著 时 间 约 当 东汉 顺 帝 至 桓帝 之 间

期传》云
“

华子期 ，
淮南人也 。 师禄 角 ）里先生 受 （ 年 。 古单行本已佚

，
现存世为其注

《仙隐灵宝方》 ，

一

曰伊洛飞龟秩 ，
二曰伯禹正机 ，

三 本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外丹理论著作 被誉为
“

万

曰平衡方。

”

这个《仙隐灵宝方》也是《灵宝经》 。 古丹经王
”

。 因文辞古奥 晦涩 ， 后世注者见仁见

陈国符先生对《灵宝经》的来龙去脉考证甚详 ，
智 。 朱越利先生认为 ，

“

《周易参同契》既包括内丹 、

称葛洪所说的 《灵宝经》为古本灵宝经
“

古之《灵宝 外丹 也包括房 中术
”

。 但晋葛洪 和当代学者

经 》 见东晋葛洪 《抱朴子》 ， 即今之《五符经》 《灵宝 王明先生―都认为该书只是修炼金丹而已 。

五符经》之简称广
。

。 认为今道藏本《太上灵宝五

符经序》 书名衍
一

“

序
”

字 ） ， 即葛洪所说的古本 《灵

’

宝经》 该书在道藏中归人五符经系统 ， 而道藏中 除此而外 尚有
一些服食派著作 仍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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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汉以前成书 。 汉 刘 安撰 清 節 泮林辑 ：淮 南万毕术 北京 ： 中 华书局 ，

《抱朴子 遐览》著录 《木芝图 》
一卷、 《菌芝图 》

，
，

一

卷 、《肉芝图 》
一卷 、 《石芝图》

一卷 、《大魄杂芝图 》
明 方以智 通雅“景印文 渊阁 四库全书 ： 第 册 台 北 ：台 湾

一卷 、 《黄白要经》
一卷 、 《八公黄白经》

一

卷 、 《枕中

黄白经》五卷 、 《箕山经》十卷 、《凤纲经》
一卷、 《小饵

段逸 山 医古文 北京 人民卫生 出版社 ’細

经》
一卷 、《采神药治作難》三卷 、《服食禁忌经》

一

符 道藏源流考 增订版料北京 中华书局
’ ’

’ ’

卷 维
碌 ，寺 。

孟乃昌 道藏炼丹原著评述 续 宗教学研究 ，

《抱朴子 金丹 》著录 ： 《五灵丹经》
一卷、 《眠山 佚名 道藏 第 册 北京 文物 出版社 上海 书店

，
天 津古籍

丹法 》 、 《务成子丹法 》 、 《羡门子丹法》 、 《立成丹 》 、
★

《赤松子丹法》 、 《石先生丹法 》 、 《康风子丹法》 、《崔

文子丹法 》 、 《刘元丹法》 、《乐子长丹法 》 、 《李文丹

法》 、 《尹子丹法 》 、 《太乙招魂魄丹法》 、 《采女丹法》 、

晋 葛洪 神仙传 景 印文渊 阁 四库全书 ：第 册 台北 ： 台湾

《稷丘子丹法》 、 《墨子丹法》 、 《张子和丹法》 、《绮里 商务印书馆 挪 赢

丹法》 、 《玉柱丹法》 、 《李公丹法》 、 《刘生丹法》 、《王 佚名 道藏 第 册 北 京 文物 出 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

君丹法》 、 《陈生丹法》 、 《韩终丹法》 ，等 。

出版社 穩

唐 梅彪《石药尔雅 叙诸经传歌诀名 目 》著录 ：

明 明一统志 景印 文渊 阁 四库全书 ：第 删 台 北 ： 台

《陵阳子经 》 、 《角里先生诀 》 （注 ： 角 当为 角 之
周 一谋 萧佐桃 马王堆 医 书 考 注 天津 ： 天 津科学技术 出版

误 、《八公枕中记》 、《李少君诀》 等 。 社 ，

衾去力
■

由
文化部 古文献研究 室 ’

安徽車 阳地 区博物馆車 阳汉 简 整理组 牟

曰汉简 《万物 》 文物 ，

汉 班 固 汉 书 北京 ： 中华书局 ，

胡平生 ， 韩 自 强 《万物 》略说 文物
’
測 ’⑷别

常 存 库 中 国 医 学 史 第 版 ， 北 京 ： 中 国 中 医 药 出 版
晋 葛 洪撰

，

王 明校释抱朴子 内篇 校释 增订本 北京 ： 中华
社

，

书局
，

，

王 明 道 家 和 道 教 思 想研 究 北 京 ： 中 国 社会 科 学 出 版

汉 司马迁 ■ 史记 北京 ： 中 华书局 ’
’ 社

唐 魏征等 隋书 北京 ： 中华书局 ，
： 朱越利 道经总论 沈阳 ：辽宁教育 出版社

，

宋 欧 阳修 ，
宋 宋祁 新唐书 ■ 北京 ：中 华书局 ， 收稿 日 期 ：

宋 郑樵 通志 影 印本 北京： 中 华书局 ，

文献文摘

於發爽性 能及其 临束务值

针刺腧穴对机体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 ，研 究腧穴的性能对提高 临床疗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 归纳起来有 ： 腧穴的整体性 。

针灸能疏通经络、 宣导气血 、调和 阴 阳 、扶正袪邪 ，
对全 身 产生治疗影响 。 针灸刺 穴对机体的许多 系统的功 能都有积极的调整

作 用
，使机体原来失调的病理生理和生化功能得到新的平衡 调动机体 内 的抗病的 能力 ，

达到 镇静、止痛 、消 炎 、抗敏 、调整免

疫和脏腑功能的 目 的 。 腧穴的 多样性 。 大致表现为 ： （ 针刺 一个穴位
，
可影响 多个器官的功能 。 针刺 多个 穴位 对同

一

个 器官的功能都有影响 。 针刺 同
一穴位 在不 同 的条件下 ，

对某一 器官功能的影响不是绝对的 。 腧穴 的双相性 。 针刺对

机体有一种 良性的 双向调整作用 ，
其影响主要决定于针刺 时的机体状态 。 腧穴的特异性。 腧穴的特异性不是绝对的 ，

而是

相对的 。 关 于穴位在针剌调整作用 中的相对特异性的解释
，

目 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

一是神经观点 ，
另 一种是经络观点 。 必须

强调的是针刺 穴位的相对特异性 ，
不仅取决 于穴位本身所在的部位及其 内 在联 系 ，

而且还 包含有针刺技巧及朴泻 问题 。 腧

穴 的层次性 。 某些穴位随着针刺 深浅度的不同 ，
其针感和适应症也就各弄 。 针刺 内 关 、 次髎 、 大推、 阳 陵泉 、 光明 、委 中 、 睛明

等穴均 可以发现穴位这种层次性能及治疗特点 。 腧穴的 方向性。 某些 穴位随着针刺 方向的 不 同 ，
针感和适应症也就各异 。

针刺 三 阴 交 、合谷 、 翳风、风池 、 阳陵泉 、秩边 、血海等穴均可 以发现穴位这种方 向性能及治疗特点 。 综上
，
全面把握灵活运用

腧穴性能
，
有利 于提高临床疗效 。

王岱 中 医药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