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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统道藏·洞真部》共收道书３２６部，其中有３５种道书涉及方剂和药物，独具特色。经统计，《洞真部》载有方剂
１６首，药物１４２种，方剂可分为治病类和养生类，药物可分为草木类、金石类、动物类和其他类。本文通过对《洞真部》方
药文献的整理分析，总结了该部的方药文献特点，并阐述了这些文献的当代价值，以期为当代中医药研究提供思路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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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书的汇集编撰始于魏晋时期，唐有《开元道
藏》，宋有《宝文统录》，至明代前朝《道藏》已先后失

传，永乐皇帝遂下令重新编修道藏，于公元 １４０６
１４４５年间，历经数十载，终于完成了明朝的第一部
道藏，即《正统道藏》，共４８０函，５３０５卷。后又经万
历皇帝下令在《正统道藏》基础上增补内容，撰成

《万历续道藏》，共５１０函，５４８５卷。《正统道藏》分
为三洞四辅，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三部；四辅即太

清、太平、太玄、正一部的总称，是对三洞的解说和补

充。三洞之下各分十二类，总为三十六类，故称三十

六部。《正统道藏》作为道教的文献经典，收集了明

代英宗时期以前的大部分道教文献，其中就有很多

有价值的医学文献。［１］然而《正统道藏》所包罗的医

药文献十分庞繁，非一文所能概述。本文遂以白云

观所藏《正统道藏·洞真部》为研究对象，探析该部

方药文献的特点，为《道藏》医药文献研究提供思路

和方法。

１　《正统道藏·洞真部》方药文献特点
《洞真》者，灵秘不杂，故得名真。［２］《洞真部》多

记载道家修炼的秘术，主要强调内炼，即练气于内，

养就真元，因此关于外辅的金丹或药物的记载较《洞

玄部》《洞神部》少，而且也没有专门的医药专著。

《洞真部》涉及医药类文献典籍主要分布在方法类、

记传类、众术类和玉诀类中。本文类、灵图类和谱

类的个别篇章有医药记载。威仪类、戒律类、神符

类、赞颂类、章表类皆没有关于医药的记述。其中最

重要的有众术类的《修真精义杂论》和方法类的《修

真十书黄庭内五脏六腑图》《还丹众仙论》。另外记

传类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茅山志》，是以传记的

形式收录道家色彩浓郁的书籍，藉以弘扬道旨，收录

有道家修行服食的药物。

１１　药物多用于服食辟谷　据统计，《洞真部》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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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药物有１４２种（包括方剂中的药物），可分为草木
类１０３种、金石类３０类、动物类６种和其他类３种。
其他类是指制作丸剂所用的麻油以及酒汁、商陆酒。

草木类药物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黄精，共计６０次。
黄精是道家辟谷养生代替五谷之物，是服食辟谷中

最常用药物，如《茅山志》卷十三记载：“淳于斟……

少好道，明术数，服食胡麻、黄精饵。”［３］６１１《本草纲
目·草部》第十二卷记载“时珍曰

,

黄精为服食要

药，故《别录》列于草部之首，仙家以为芝草之类，以

其得坤土之精粹，故谓之黄精……补五劳七伤，助筋

骨，耐寒暑，益脾胃，润心肺。单服九蒸九曝食之，驻

颜断谷（大明）”。［４］３３８３３９草木类药物中出现次数
第二的是茯苓和胡麻，各３６次。茯苓除了作为方药
的组成成分，也作为服食辟谷的药物，如《列仙传》

卷下记载：“犊子，邺人也。少在黑山采松子、茯苓饵

服之，且数百年，时壮时老，时美时丑，乃知是仙

人。”［５］７１《本草纲目·木部》第三十七卷也有关于
茯苓的记载：“久服，安魂养神，不饥延年（《本

经》）。”［４］１４３８胡麻也被用于服食辟谷，如《汉武帝
外传》记载：“鲁女生者，长乐人也。少好道，初服饵

胡麻及水，绝谷八十余年，日更少壮，色如桃华。”［６］

《神农本草经》卷一《上经》载胡麻曰：“主伤中虚羸，

补五内（《御览》作藏），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久

服，轻身不老。一名巨胜。叶名青閒。”［７］金石类药

物用于服食辟谷的如丹砂、雄黄、云母等。如《历世

真仙体道通鉴》卷七记载：“戴孟…入华阳山，服白

术、黄精，兼能种植，及服云母，雄黄、丹砂、芝草”［８］

１４５；又如卷十二记载：“刘京…饵云母、朱英方，服之
百三十余岁，视之如三十许人。”［８］１７０囿于当时的
科学技术水平，人们将金石类药物用于服食，而导致

健康受损，甚至导致中毒，这对今人具有很强的警示

作用。

１２　方剂多用于治疗疾病　《洞真部》所收方剂１６
个，其中１０个用于疾病的治疗，其余６个用于调理
机体。消风散“人参八分，玄参七分，防风八分，沙参

五分，天雄八分，薯叶十分，丹参七分，苦参八分，秦

艽七分，小茱萸。右捣罗为末，空腹以防风汤下三

钱。”［９］８３７用于治疗肺藏劳热所导致的鼻塞，鼻息
肉，或皮肤瘙痒，恶疮疖癣，咳嗽，咳唾脓血等病症。

五参圆“秦艽七分，人参七分，玄参十分，干姜十分，

沙参五分，酸早八分，丹参八分，苦参八分。”［９］８３８
用于治疗心藏劳热所导致的舌强，咽喉肿痛，口内生

疮，记忆力减退等病症。八味圆（即《金匮要略》八

味肾气丸）“干地黄八分，牡丹三分，泽泻三分，桂心

二分，茯苓三分，附子二分，薯蕨四分，山茱萸四

分。”［９］８４２用于治疗肾阳虚衰所导致的腰胯膀胱冷
疥或痹，小便余涩，疝症。治眼方“生熟地黄，切焙，

取川椒去枝，目及闭口者，微炒三物，等分。末之炼

蜜为丸，空心米汤，服五十丸。”［１０］７２８（原文无方名，
笔者加）用于治疗目昏多泪，言之当晚即可视物。灵

宝膏方“括蒌五枚，取好乳香五块如枣大，二味各细

研，以白砂蜜一斤，同煎成膏。每服三钱，温酒化

下。”［１０］７１８用于治疗恶疮肿漏。治骨折方“山中道
人教令服地黄、当归、羌活、独活、苦参散，服之一岁，

而不嗜食，病愈身轻。”［５］７２（原文无方名，笔者加）
用于治疗坠马所致的骨折，患者服后骨折痊愈身体

轻便而且达到了辟谷的效果。吐阴痰饮方“甘草二

两生用，茯苓二两”，［１１］９５７与茶汁同煮令患者服下，
再以物剔喉催吐，用于引导痰液吐出。泻阴宿泽方

“大黄、白术、赤茯苓、生姜，已上各二两，大槟榔三枚

去皮，切碎水浸，文火煮过，别筛为末，吴茱萸、甘草

炙、枳壳炙，已上各一两，右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汤

欲成，纳大黄煮一沸，绞去滓，分温再服，纳槟榔末一

半。”［１１］９５７用于通利宿便。祛丹毒方包括两个祛毒
方剂均出自《还丹众仙论》：“驭丹散”和“出火毒

方”。驭丹散的组成为“麦冬、天门冬并去心，各四

两，干地黄五两，甘草一两，人参三两，茯苓二两，紫

苑二两半去芦头，并地榆三两半，大赭、海藻各一两

半，山栀子四两半。右件药为散，每服二钱，米饮调

随丹吃下。”［１２］３４０出火毒方的组成为“五加皮、地
榆、余甘子，已上各一斤，硝石、甘草各四两”。［１２］３４１
由于道家外丹派会服食金石类丹药，导致体内会产

生丹毒与火毒，因此发明了此种方剂，此“丹毒”与

今天外科临床上的“丹毒”有所不同。养生类方剂

安和藏府丸方“茯苓，桂心，甘草炙，人参，柏子仁，薯

蓣，麦冬去心，已上各二两，天门冬四两。右捣筛为

散，白蜜和为丸，丸如梧桐子。每服三十丸，日再服，

以药饮下之。”［１１］９５６用于调和脏腑阴阳。理润气液
膏方“天门冬、黄精、地黄、术，已上各五升，各煎讫相

和匀，茯苓二两、桂心、甘草炙，已上各三两，薯蓣、泽

泻已上各五两，右并捣，以密绢筛令极细，纳诸煎中；

又纳熟巨胜、杏仁屑三升、白蜜二升，搅令调，重汤

煮，搅勿住手，令如膏便调强为佳，冷凝，捣数千杵，

密器贮固之。”［１１］９５６用于调理修行服气辟谷之术时
造成的气机失衡，津液不足的现象，但只适用于身体

没有痼疾的情况。虫细丸“杀之方，用附子五两、麻

子七升、地黄六两、茱萸根大者七寸、术七两、桂四

两、云芝英五两，凡七种。”［８］１８１用于杀三尸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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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虫：三尸，亦三虫。人身体里有三尸虫代表任由三

种恶欲。杀三尸虫也可理解为“破执”），使人精神

集中，断绝恶欲的。治口齿乌髭药方是一首方歌“猪

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

细辛荷蒂（剪荷叶心子也）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

毁，研细将来使最良。揩齿牢牙髭
-

黑，谁知世上有

仙方。此希夷先生之方也。”［１３］用于牢齿，乌发。服

茯苓法及服胡麻法二法即是将茯苓或胡麻炮制成膏

状，用以调理机体，延年益寿

１３　方剂中药物炮制方法详尽　《洞真部》记载的
１０个治病类方剂，明确说明了其主治、组成、适用证
等，炮制方法详尽。如上文说到的“治眼方”：“生熟

地黄，切焙，取川椒去枝，目及闭口者，微炒三物，等

分。末之炼蜜为丸，空心米汤，服五十丸。”［１０］７２８方
中详细介绍了生地黄、熟地黄及川椒的炮制方法：先

将生地黄与熟地切片，采用烘的炮制方法将二者烘

焙，再去掉川椒的枝节末端，若病情稍严重出现眼口

紧闭的症状，就需要将三味药物微炒，之后将三者等

分，研成细末，加入蜂蜜揉成丸剂。又如泻阴宿泽

方：方中槟郎需要特别炮制，先将三枚槟郎去皮，切

碎后放入水中浸泡，再用小火煮，煮后将槟郎筛出，

研磨成末待用。将以上所有药物纳入五升水中，煮

成两升之际加入大黄，煮沸后将药渣滓滤除，加入炮

制好的槟榔末即可。另外《还丹众仙论》中记载的

出火毒方，即用药物将金丹中的火毒排出，否则人服

食后容易中毒，所用药物为“五加皮、地榆、余甘子，

已上各一斤，硝石、甘草各四两”［１２］３４１。书中记载
将以上药物捣成粉末与金丹同煮七日七夜，取出再

放入寒泉中一个月，再用牛奶煮一日，再用以上药物

煮成的汤剂熬七日，取出晾干，研成细末与枣肉做成

丸，这样就可以排除火毒。

２　《正统道藏·洞真部》方药文献当代价值
“古为今用”、“以史为鉴”是当今医史文献研究

的重要意义之一。方剂和药物是中医药理论体系的

重要组成，古今方药存在着传承关系，本文通过对

《洞真部》方药文献的整理归纳，总结其药物方剂特

点，分析研究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当今中医药学的

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尤其是对中药学、方剂学以及

养生学的研究。

２１　药物研发价值　《洞真部》收录药物１４２种，大
多都有功效的记载，能为当今的药物研究提供线索，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茅山志》曰：“黄精，九蒸

九曝，服之驻颜。”［３］６２９此处指出九蒸九曝的“黄
精”具有“驻颜”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精

中的黄精多糖具有抗衰老、降血糖、降血脂、防动脉

粥样硬化、提高和改善记忆、抗肿瘤、调节免疫、抗

炎、抗病毒等广泛的作用。［１４］黄精“抗衰老”的药理

作用，验证了《茅山志》中“黄精”具有“驻颜”功效的

记载。《修真十书玉隆集》卷三十三记载：“此茅味

异，植于兹地，久服长生，甘能养肉，辛能养节，苦能

养气，咸能养骨，滑能养肤，酸能养筋，宜和苦酒服

之，必效。”［１５］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仙茅中含有的有

效成分酚苷类化合物能够明显地促进骨细胞增殖和

抑制破骨细胞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活性，具有潜在

的抗骨质疏松活性。［１６］由此证明仙茅确实有养骨的

作用。由此可见，道家用药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对道

家药物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

２２　毒药警示作用　中药的不良反应不明确，一直
以来为现代社会所诟病，尤其是医书中记载的被现

代科学所证明的毒药竟然用于治疗疾病，让人胆战

心惊。如《还丹众仙论》中记载：“初服丹砂，令人四

肌无力，腰膝沉重，脐下结痛，口中常有臭气，牙齿动

摇，腥血满口，夜间焦渴，或吐或逆，日有微利，饮食

无味，渐渐赢瘦，眼目劳闷，精神恍惚，身上疮肿，遍

身疼痛，身上长似虫行，口中生疮…”此文详细记录

了服食丹砂所造成的不良反应，值得今人警示。出

于对朱砂毒性的担心，１９９５年《中国药典》将朱砂的
安全剂量范围由原来的０３～１５降至 ０１～０５。
朱砂的急性毒性很低，说明朱砂单次口服用药是安

全的，但是期用药的确可造成肝、肾毒性。［１７］此外，

《洞真部》中还记载雄黄、云母等作为服食辟谷的内

服之品，显然是不科学的，有害健康的。如现代药理

研究显示服食雄黄可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

长期服用可致癌、致畸，现多用于皮肤疾病的治疗。

然而现代科学研究也证明了在小剂量或者说安

全剂量的情况下使用一些所谓的毒药是具有治病功

能的，如著名的血液病专家张亭栋教授用砒霜治疗

白血病，就证明了这一点。

２３　养生启发作用　洞真部中多次提到修道之人
将胡麻、茯苓等常被用于饵食之品。胡麻是我国五

大油料作物之一，胡麻籽和胡麻油具有重要的用途。

胡麻油是一种优质食用油，富含 α亚麻酸及各种不
饱和脂肪酸，具有促进人体智能、强身健脑、防止心

血管疾病、抑制疾病基因等重要作用。［１８］同时现代

研究证明，胡麻中能制备出出一种胡麻分离蛋白，对

所制备的胡麻分离蛋白进行氨基酸分析，显示其氨

基酸种类较为齐全，必需氨基酸全面，含量丰富，具

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是一种较优质的蛋白质，在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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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中将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１９］；而茯苓两大主要

成分———多糖和三萜的活性，二者均具有调节免疫、

抗肿瘤、抗炎、保肝等多方面作用，在临床上应用广

泛［２０］。相信这些服食类的药物也许已经用于制作

养生保健类药膳餐食，而研发相关的保健药物或周

边产品，也许可以成为养生学未来的一种研究方向。

３　结语
通过研究发现《正统道藏·洞真部》在药物记

载方面虽然不如《洞玄》《洞神》和《四辅》丰富，也没

有专门的医药专著，但《洞真部》方药文献有药物多

用于服食辟谷、方剂多用于治疗疾病、方剂中药物炮

制方法详尽等三大特点，且对当今药物研发具有参

考价值，对金石药的现代运用具有毒药警示作用，对

现代养生学研究具有启发作用。同时通过对《洞真

部》方药文献特点的探析，也能为《道藏》医药文献

研究提供思路和方法。《道藏》医药文献资源的挖

掘和利用是当代中医人的重要任务，是中医学研究

的重大课题。因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道藏》医药

文献中也有不少错误之处，这就需要我们要去伪存

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以科学严谨的研究整理

总结出有利于当代中医药事业的精华，发挥《道藏》

对人类健康事业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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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联络病专业委员会中马学术交流会在吉隆坡召开

　　世界中联络病专业委员会中马学术交流会于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６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

来自马来西亚中医药界和中国北京、上海、河

南、河北、山东、重庆等地的络病专业委员会１００余
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此次会议在马

来西亚召开，既体现了中医药的国际化，又加强了中

国境内中医药专家和马来西亚中医师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

会议安排了马来西亚中医师暨针灸联合总会会

长黄保国，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王文健教授，新郑

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闫建萍教授做了学术报告，

获得参会专家热烈欢迎。世界中联国际标准部主任

助理包文虎讲话，络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张辉先

生致欢迎辞。

参会专家还前往马来西亚当地最大的同善中西

医结合医院、吉隆坡太子阁国际医疗中心以及 ＫＰＪ
西医医院进行参观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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