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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道教与佛教、基督教不同，它是唯一脱胎于中国文化的宗教。道教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是道教徒长期医药实践的总结。《正统道藏》是道教经籍书文的集大成者，其中包括许多医药相关文献。虽然这些医

药相关文献记载的药物和药方中的一部分在功效方面有待商榷，但大部分药物和药方在当今依然具备一定理论价值或实

践意义。

关键词　正统道藏；太平部；药方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ａｉｐ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ｎＴａｏｉｓｔＣａｎｏｎ

ＴａｎｇＬｕｊｕｎ，ＬｉｕＳｈａｎ，ＸｉｏｎｇＹｉ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ｙ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ｃｈｕ，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Ｑｉｃｈｅ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ａｏｉｓ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ｉｓｔｈｅｏｎｌｙ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ａｏｉｓｔ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ｎ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ｙ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ｃａｎｏｎｏｆ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ｓａ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ａｏｉｓｍ，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ｍａｎ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ｔｏｂ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ｓｔｉｌｌ
ｈａｖ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Ｔａｏｉｓｔｃａｎｏｎｏｆ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ＴａｉｐｉｎｇＰａｒｔ；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中图分类号：Ｒ２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８．０９．０５６

　　道教是唯一脱胎于中国文化的宗教。它拥有自
己独特的教义、历史和传统，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沉

淀，形成了包罗万象的医药养生文化，涉及医药理

论、养生哲学、养生技术等方面。多年的积淀，《正统

道藏》中有医药知识的记载的文献数量非常可观。

不仅有医药学专著，更有散于典籍中的医药知识记

载。故亟需对《正统道藏》中出现的秘方做一次全

面系统的整理，以期为中医药的理论研究提供资料，

也可为中医药的临床运用提供些许借鉴。目前对

《正统道藏》中药物和药方系统整理与研究较少。

在对《太平部》中的药方整理过程中发现，《正统道

藏·太平部》收录了《急救仙方》《仙传外科集验方》

《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和《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目

录》四本方书专著。有鉴于这四本方书专著临床运

用较多，故本文在此不赘述。

１　药方概况
据统计，《正统道藏·太平部》收录了１６６篇文

献，在这些文献中载有药方的文献共有１１篇（含《急
救仙方》等４篇）。其中，《道典论》和《三洞珠囊》２

篇文献涉及的药方数量较多，《渐悟集》《洞玄灵宝

道学科仪》《丹阳神光灿》《无上秘要》和《马自然金

丹口诀》较少。《太平部》涉及的药方数量约 １１０
个，大部分方子仅有名字记载，无组成、制法、主治、

服法用法、禁忌、加减等相关论述。例如：扁鹊起死

方、胡麻散、茯苓丸、四童散和泽泻鯢实丸。另一部

分则或多或少论及了药方的组成、制法、主治、服法

用法、禁忌、加减等。如：保灵松烟流青紫丸、太一四

镇丸、太一菖蒲丸散方、神枕品和四填丸。

２　药方分类
《正统道藏·太平部》中记载的药方剂型有主

要有丹、丸、散、膏和保健药枕。其中以丹、丸、散这

３种剂型居多，代表方为琅讦华丹、茯苓丸和四扇
散。膏剂较少，代表方为合上元香珠法。保健药枕

药方仅有神枕品。

《正统道藏·太平部》中药方的主治功用可归

纳为养颜、疗疾、益耳目、益脏腑、祛邪、修真、调香、

助孕和其他。其中养颜类药方共１０个，疗疾类药方
共４个，益耳目类药方共 ３个，益脏腑类药方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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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祛邪类药方共４个，修真类药方共１８个，调香类
药方共３个、助孕类药方１个和其他类药方若干个。

《正统道藏·太平部》中收录了１０个养颜类药
方，它们分别是：八景四鱆五珠绛生神丹、九转还丹、

太上八景四鱆紫浆五珠绛生神丹、仙母金丹、太一菖

蒲丸散方、保灵松烟流青紫丸、苣藤威喜蜀椒干姜菖

蒲方、太一四填丸方、神枕品、山隐灵宝方。这些药

方中多为内服，仅神枕品为外用。例如太一菖蒲丸

散方具有“久服紫色如少女之形”［１］。神枕品能“常

枕之百日，面有光泽”［２］，“四年，白发变黑”［２］。

４个疗疾类药方分别是：甘草丸方（甘草丸方出
《南岳魏夫人传》）、太一四填丸方、神枕品、验方１。
例如神枕品的功用“一年中，所有疾病、及有风疾，皆

愈差而身尽香”［２］。验方１可以“既以除?，又辟湿
痹疮痒之疾，且竹芦青而内白桃，即却邪而折秽，故

用此二物以削形中之滓浊”［１］。

益耳目类药方对近视、远视、耳鸣、耳聋这类疾

病有较大的启发。３个益耳目类药方别是：苣藤威
喜蜀椒干姜菖蒲方、神枕品、干石 饭。３个药方中
２个为内服，一个为保健枕。神枕品具有功效“四年
…耳目聪明”［２］。苣藤威喜蜀椒干姜菖蒲方功效能

“满六十日，身轻能行…复六十日，耳目聪明”［１］。

４个益脏腑类药方别是：太一菖蒲丸散方、苣藤
威喜蜀椒干姜菖蒲方、太一四填丸方、干石 饭。太

一四填丸方功效是“服之一年，宿疾皆除，二年易乌，

三年易气，四年易脉，五中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

骨，八年易齿，九年易形体”［１］。苣藤威喜蜀椒干姜

菖蒲方的功效“满六十日，身轻能行；复六十日，四支

通利；复六十日，颜色有光；复六十日，平调腹肠，五

藏皆实，凶邪不伤；复六十日，身体坚强；复六十日，

耳目聪明。此是一岁验也”［１］。太一菖蒲丸散方有

“填凝骨髓，补满脑血”［１］的功用。

祛邪类药方具有驱除人身体内外或人所处的周

围环境中无形之邪气和有形之污秽。此类药方是道

教最具特色的方剂之一，彰显了道教亲清气，远浊气

养生理念。这类药方所用之药多为芳香之品，例如

青木香、白芷、檀香等。４个祛邪类药方是别是：干
石 饭、验方１、验方２、验方３，其中３个验方功效
记载“若履?秽及诸不净处，当先澡浴盥解形以除

之”［１］。

修真类药方旨在延年益寿，飞升成仙，亦为道教

特色方剂之一。部分药方在功效方面有所夸大，但

大部分药方的功效是有一定药物基础的。１８个仙
品类药方别是：八景四鱆五珠绛生神丹、九转还丹、

琅讦华丹、太上八景四鱆紫浆五珠绛生神丹、仙母金

丹、太一菖蒲丸散方、保灵松烟流青紫丸、甘草丸、甘

草丸方（甘草丸方出《南岳魏夫人传》）、苣藤威喜蜀

椒干姜菖蒲方、太极藏景录形灵丸、太一四填丸、山

隐灵宝方、太上八宜飞精之丹、华丹、黄水月华丹、九

转丹。

３个调香类药方为：合上元香珠法、作香玄腴
法、八景四鱆五珠绛生神丹。少数调香类药方有使

人体味芬芳的功效。唯一一个助孕类药方是甘草丸

方。其他类代表药方有耞虫丸、泽泻鯢实丸、九鼎云

散、流明散、四扇散、四童散。这些药方仅提及方名。

３　药方特点
３１　多数药方仅有其名　在统计的二百余个药方
中，三分之二以上的药方无组成、主治、功效、制法等

相关记载。例如饵丹、伏丹、寒丹、华丹、九转霜雪之

丹、七宝玉粒金丹、曲晨丹、深丹等。在这些仅有方

名的药方中，有的可以通过方名携带的信息对方中

使用的药味推测一二，如胡麻散和胡麻丸应该至少

具有一味胡麻中药，泽泻鯢实丸则应至少包括泽泻

和柏子仁这两味中药，泽泻术散应有泽泻和白术，茯

苓丸至少含茯苓一味中药，长桑公子服术方应有白

术。另有部分药方可在《正统道藏》四辅的《太玄

部》里找到相关记载，如唐·王悬河《三洞珠囊》中

的四扇散和四童散可参照《太玄部》中宋代张君房

所著的《云笈七签》中的黄帝四扇散方和王母四童

散方。

３２　药方多冠以美名　这一点表现在方名中“九”
“金”“玉”“宝”“神”“月华”神仙名等字词的运用。

方名中含有“九”的药方较多，如九华丹、九转霜雪

之丹、九泉虹华神丹、中黄八道金书紫文九转霜雪琅

讦华丹、九鼎云散、九琳玉液、九转九鼎云光、九宫右

真公郭少金甘草丸方等。在易经中，“九”为“六”

“七”“八”“九”４个数中最大，为极阳之数，与极阴
之数“六”相对。道家认为“九”代表至高无上的道，

归真之道。天界被称为“九重天”，道士通常在修行

炼药以“九”为旨，体现了道家有对数字“九”代表的

天道的崇拜。金和玉不仅是日常生活珍贵难得之

物，“金”和“玉”亦常引申为美好的事物。通常药方

之名如若冠有“金”字或“玉”字意味着此药方珍贵，

或为不传秘方。如金精冶炼之膏、仙母金丹（又名西

王母停年止老飞丹）、徊水玉精丹、七宝玉粒金丹、水

石流飞龙虎玉胎飞丹。方名中冠有“宝”或“神”则

提示此方宝贵，或药效非常。如七宝玉粒金丹、神

丹、初神丸、制虫神丸、神枕品。月华现代解释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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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通过与其波长相近的小水滴时，就会出现光的强

弱相间分布的情况的一种衍射现象。在道家中日月

之精华为修炼依仗的极品之物，且对丹药命名时常

以“月华”冠之。道家药方中以神仙之名命名的药

方非常普遍。如西王母停年止老飞丹、九宫右真公

郭少金甘草丸方、扁鹊起死方、长桑公子服木方、龟

台王母四童灵方、太极真人遗带白散、太极真人青精

干石 饭、太极真人采服云芽玉方、太一四填丸方

等。西王母尊称王母娘娘，为女性大能之人的尊称，

并不是我们常说的玉帝之妻。《墉城集仙录》记载：

“金母元君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灵九光

龟台金母，一号曰西王母，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

尊…体柔顺之本为极阴之元，位配西方，母养群品，

天上天下三界内外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隶

焉”［３］。王母娘娘在道教的地位非常高，信众极多，

为道教统领三界所有女神仙的祖师，与东王公分别

对男女神仙进行管理。故不少道家医方中以仙人之

名来给药方起名，以彰显药方之妙。

３３　药方凸显道家对逍遥成仙的执着　道家医方
一个重要核心便是通过服食方药逍遥成仙。可以通

过药方的名字，主治功效折射出来。上文中药方名

如西王母停年止老飞丹、龟台王母四童灵方、太极真

人遗带白散、太极真人青精干石 饭、太极真人采服

云芽玉方、太一四填丸方皆是道家之人寄托了对仙

界之人的崇拜和信仰。在药方的功效方面，太上八

景四鱆紫浆五珠绛生神丹、仙母金丹、太一菖蒲丸散

方、保灵松烟流青紫丸、甘草丸方（甘草丸方出《南

岳魏夫人传》）、太一四填丸、山隐灵宝方等皆极力

强调成仙的功效。通过这些丹药的服用便可长生，

不日成仙。对于道家成仙药方，许多人持否定态度，

认为不符合现代营养科学，故有的药方常被束之高

阁。道家的医方，特别是旨在服食成仙的药方，本人

认为它们更多的是寄托了人们对修道成仙的信念，

至于药效多寡，只有通过实践检验方可重新评定。

３４　一方多用现象明显　统计结果显示，单一功效
的药方较少，代表方有“除三尸”之用的验方１，验方
２，验方３，以及制香之用的合上元香珠法。不少药
方，特别是药味多的药方，它们有靶点多，功效面广

的特点。如下文中的神枕品可作用于面部、发、齿、

耳、目，针对所有疾病、风疾。又太一四填丸方可“令

人不修还视万里之外，白发还黑，齿落更生，面目悦

泽，皮理生光”［３］。其次，不少药方的功效是循序渐

进的，从治病防病到服食成仙的递进模式。如苣藤

威喜蜀椒干姜菖蒲方的功效：“满六十日，身轻能行；

复六十日，四支通利；复六十日，颜色有光；复六十

日，平调腹肠，五藏皆实，凶邪不伤…复六十日，白发

还藏；复六十日，牙齿坚刚…复六十日，出入无间；复

六十日，行厨在边，位为仙人。此是六岁验也。长服

不休，与天相倾，变形千化，上升太清”［４］。如太一四

填丸方能“服之一年，宿疾皆除，二年易乌，三年易

气，四年易脉，五中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

易齿，九年易形体，十年役使鬼神，威御虎狼”［４］。对

于服用的剂量和疗程，有些药方要求剂量随时间增

加，持续的时间不等（一般按多少天、月、年计算）。

如太一四填丸方剂量增加模式为“千日之后，二百日

中服七九。二千日之后，三百日中服二十九。三千

日之后，四百日中服三十九，计此为度。填神守中，

与天地相毕”［４］。

３５　方中香药运用较多　道教注重“清气”修养。
清气属阳，清可升天，浊气属阴，浊归地府。故道家

亲清而远浊，修行之要便是养清阳除阴浊正道仙途。

香药可除秽浊辟邪妄，除有形之秽浊，净无形之邪

气。香药多性温，热，如白芷、乳香、鸡舌香、木香、沉

香、石菖蒲、檀香、麝香、苏合香，其中用的最多的药

物是白芷、石菖蒲、青木香。同时，也有少数香药为

寒或凉之性，如大黄、青木香、虎杖、泽泻、甘遂。另

外，值得一提的一味药是商陆，《神农本草经》强调

了它味辛平，有“杀鬼精物”的神奇作用，是少数直

接言明具有驱除鬼邪精妖的药物，这个作用正好满

足了道家除秽辟邪这一强烈需求。香药，在这里不

单指有芳香之气的药物，也包括通过某些途径使常

态下无气味变得可带有芳香之气的药物。香药来源

广泛，有植物的、动物的、矿物的。植物类如白芷、乳

香、鸡舌香、木香、沉香、石菖蒲、檀香等，动物类主要

有蟾酥和麝香，矿物类如雄黄、丹砂、赤石脂等。

３６　部分药方配伍制作讲究　在整理的药方里，绝
大部分的药方记载无配伍理论的论述。仅有少数药

方涉及了药方本身的配伍理论。典型的药方如太一

四填丸方，方中共二十味药物，论述了每一味药物的

剂量和功用地位，二十味药剖为 ４个主体：禹余粮
部、丹砂部、茯苓部、麦门冬部，各有所主每一部计五

味药，代表一个五行小系统，寓意五行俱全，以一味

药为主，其余四味为君药之臣辅，药物之间相须相

使。“五”之数在这里代表五脏，为后天八卦中央黄

土所处之尊位，代表身体之脾胃土。太一，代表先天

之精?，道教中东方所代表的尊神太一帝君、太一

君、太一上元君，借此来点明精?化生五脏六腑，表

明药物针对的是身体五脏六腑之意。原文对此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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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记载“太一神仙生五藏，填六胃，养九窍，和九

关，炼三魂”［４］。“藏”通“脏”，可以看出道家药方常

借助先天之?的生化，神仙所司之职，五行术数等来

阐明药方的理论基础，而不直接言明。

４　药方示例
《正统道藏》中的方剂特色鲜明，虽然与修道升

仙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但是部分方剂的论述应当

引起相当的重视。在组成、制法、主治、服法用法、禁

忌、加减等方面记载较全面的药方有二十余个，如：

太一四填丸方、老子百华散辟兵度世方第三、熏劳

法、诃黎散、老子枕中符及药方第六、甘草丸方（甘草

丸方出南岳魏夫人传）、神枕品、苣
#

威喜蜀椒干姜

菖蒲方、合上元香珠法、镇魂固魄飞腾七十四方灵

丸、作香玄腴法等。下面以神枕品和合上元香珠法

为例。

第一个有特色的药方当属神枕品。神枕品出自

《洞玄灵宝道学科仪》，是以布裹药物为枕以达到治

病保健的目的。其药味组成：“芎隱、当归、白芷、辛

夷、杜蘅、款冬花、藁本（芎隱母也）、蜀椒、桂、干姜、

防风、人参、桔梗、白薇、肉苁蓉、飞廉、鯢实、薏苡仁、

白术、木兰、衡花、秦椒、帘芜、荆实（一云杜荆实），

凡二十四物，以应二十四气，又加八毒者：乌头、附

子、藜芦、皂荚、?石、莽草、半夏、细辛，此三十二物，

各一两”［３］。其制法用法：“先安八味在下，后安二

十四味在上，按之令实，为布囊以衣枕”［５］。其主治

功用：“常枕之百日，面有光泽；一年中，所有疾病、及

有风疾，皆愈差而身尽香；四年，白发变黑，齿落更

生，耳目聪明”［５］。其注意事项：“虽以布囊衣枕，犹

当复以苇囊重包之。须卧枕时，乃脱去之矣”［５］。

药枕这种保健疗法历史悠久，是一种安全便捷

的辅助治疗和养生保健方法。《葛仙翁肘后备急

方》，《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和《本草纲目》都有关

于药枕方治病防病的记载。《肘后备急方》有以火

死灰、虎头、犀角、青木香、决明子、楮木、胡麻、大豆

为枕的记录。《千金要方》载录了大豆、胡麻、菊花、

荆芥这四味制作药枕的药材。《本草纲目》中收录

了较多的药枕方。这些药枕方涉及的中药有荆芥

（荆芥穗）、桃枝、大豆、茱萸叶、绿豆、菊花、苦荞皮、

胡麻、盐、猪肪、鸡肝、田泥、生金、雄黄、松石、霹雳

砧、戎盐、凝水石、飞廉、苎麻、决明、大黄、菖蒲、桃枝

（桃叶、桃皮）、楮木、金荆、琥珀、鸦豆、露蜂房、鼍

龙、头骨、磁石、乌毡、虎骨、茱萸叶。以上三部书中，

仅《本草纲目》记载了神枕品中的飞廉这味药材。

保健枕，主要分为物理原理的保健枕和化学原理的

保健枕。物理枕的原理是通过枕头不同的形状，材

质来达到保健颈部和治疗之用。物理枕的用料有生

金、玉石、棉花。化学枕的原理是通过芳香疗法或依

照中医理论对中药材进行配伍，置药材于枕内，是利

用药物的走窜芳香之气对人体的作用达到治病防病

的目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和《本草

纲目》中记录的药枕方绝大多数为单方，较少为复

方。例如《葛仙翁肘后备急方》云：“决明子作枕，胜

黑豆。治头风，明目也”。《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

记载治头项强不得顾视有３个药枕方单方：“蒸好大
豆一斗令变色，纳囊中枕之。又方，常以九月九日取

菊花作枕卧良。又方，八月后取荆芥铺床及作枕枕

头，立春日去之”［６］。这里所描述的治疗头颈疾病的

药枕方所用之物多为日常生活易得之品，体现了古

代劳动人民的取材有道，因材而立功。在《本草纲

目》记载的药枕中，有一个针对视力的药枕，具体记

载如文：“明目枕：苦荞皮、黑豆皮、绿豆皮、决明子、

菊花，同作枕，至老明目”［７］。

上文中的神枕法属于化学原理的药枕，且药味

较多，与上文方书中所提到的药枕单方不同，它的配

伍理论不同于中医君臣佐使，而是药物与节气时令

相应理论，针对的不是单一的某种或某类疾病。道

教是非常重视己身与天地合二而一。道教的思想来

源之一就是阴阳家的敬天法地和顺应四时季节变化

的理念，正如《汉书·艺文志》评议，“阴阳家者流，

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

时，此其所长也”［８］。按照我国现行汉族的传统历法

（亦名“农历”“阴历”“农历”“古历”“黄历”“夏历”

或“旧历”。），不仅把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还强调

二分二至和二十四节气，使人们根据四季和二十四

节气的不同合理安排农事、药材种植采集活动、养生

实践等。二十四节气分为春季的立春、雨水、惊蛰、

春分、清明和谷雨，夏季的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

暑和大暑，秋季的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和霜

降，冬季的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和大寒。二

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八个节气为立春、春分、立夏、

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和冬至。为了使药枕的功能

适用于一年四季，方中使用了芎隱、蜀椒、人参、肉苁

蓉、薏苡仁等 ２４味不同的药材来匹配二十四个节
气，用半夏、附子、藜芦、莽草、乌头、细辛、?石和皂

荚这八种毒药对应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八个节

气。这样使得药方中的有毒的药味和无毒的药味并

用，且２４味药物对应二十四节气，使药味调和，达到
了顺应一年四季之气变化而进行身体调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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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法方面也非常有讲究，八味毒药铺垫在药

枕的下层，二十四味无毒药物置于上层，最后先以布

裹，再以苇囊重包。这样的做法使这些药物之气透

过布裹和苇囊慢慢散发。毒药的厚烈走窜之性能使

二十四味无毒药物的清气能持久，反之，无毒药物的

清气抑制毒药厚烈走窜之性。故神枕品可为临床工

作者解除患者某些精神疾病、颈部疾病、耳面部疾

病、呼吸系统疾病等提供药枕这一简便可行的治疗

手段，可为人们研制治病防病、作用强大、形式多样

的药枕提供些许借鉴。

合上元香珠法出自《无上秘要》，是一种制香

法。其组成：“用沉香三斤，薰陆香二斤，青木香九

两，鸡舌香五两，玄参三两，雀头香六两，占城香二

两，白芷二两，真檀四两，艾香三两，安息胶四两，木

兰三两”［４］。其制法：“凡十二种别捣，绢鋏之。毕，

内枣十两，更捣三万杵，内器中，密盖蒸香一日。毕，

更蜜和捣之，丸如梧子，以青绳穿之，日曝令干”［４］。

其功用：“此三皇真元香珠，烧此皆香彻九天”［４］。

自古以来，无论是达官显贵，抑或普通大众，皆

对香料都青睐有加。不少海外药物进入中国都凭借

了香料的身份。在合上元香珠法中是将药物捣碎，

辅以枣肉和蜜，做成丸状备用。合上元香珠法所用

药物多有芳香之气，如檀香、艾香、鸡舌香、白芷、沉

香、木兰。制香调香是一个道家特色的药物运用，通

常在静室修炼时点上凝神静气熏香。芳香药物因其

具芳香之气，在许多辟邪除秽也多有运用，如端午之

际，人们在门上挂上艾草和石菖蒲全草以辟邪；在接

触秽浊后，人们用青木香，白芷，菖蒲等药物煮水沐

浴以除秽。在古人平时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有佩戴

装有香药的香囊的习惯，如屈原在《离骚》中有诗

句：“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５　整理小结
在对《正统道藏·太平部》中的药方整理过程

中发现，部分药方的记载较为全面，例如上文中的四

填丸方、神枕品和合上元香珠法。而大部分药方仅

列出了方名，这些药方中不少为道家外丹之法，所用

之药多为铅汞云云。希望这次整理，不仅能使人们

了解道家医药知识，亦能为后续对《正统道藏》的药

物和药方进一步研究铺垫，也能为中医药临床运用

提供微末的借鉴，以期为中医药行业开发利用中医

药提供丰富的道家医药秘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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