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殷人治療疾病之方法

胡厚宣

(一)

一九凹三年，我作過一篇〈殷人疾病考} ，于Ij成都〈學思〉半月刊三卷三.四期，

後又收入拙作〈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一九四四年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出版，

又一九七0年香港丈夫堂書店翻印本，九匕三年台灣大通書局翻印本o )一九五五年，

我在上海復旦大學，曾對該文8日以增訂，於全校科學報告會上立讀。九五六年來北京

中國科學院，因編輯〈甲骨交合集} ，又得補充前文，資料愈益有所增加。

惟過去以為殷人對於疾病，多禱告於祖先，祈求神靈之賜愈，尚不知有什麼治療之

方法，於今觀之，貝Ij實有不然。

近讀考古發掘報倍， ‘九七三年河北博物館丈管處在華坡台西南代遺址，發現植物

種子三三十餘枚，體中醫研究院專家鑒定，其中有桃仁及郁'$仁，就都是“用作治病的藥

物。" (看做鑒庭、劉亮〈賽棋商代遺址中出士的桃仁和郁季仁) ，刊〈丈物〉一九七

四年八期;河北博物館丈管處， (真城台西商代遺址) ，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七年;河

北有文物管內處， (河北古三十年來的考古 L作) ，收入〈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文

物出版社，一九七九牛;戴應新， (解放後考古發現的醫藥資料考述) ，刊〈考古〉一

九八三年二期。)

在體富的甲骨卡辭中，雖然用藥物治病的記載，尚不甚明晰，但以灸刺按摩的方法，

泊療疾病，似已不成問題。茲分別略述如下，以就正于世之通人。

(二)

武J 時龜臆甲卡辭中有一片-稱:

其 ~t9

口口 FA
拓本見〈殷墟文字乙編〉三七六斤，摹本兒〈殷墟丈字乙編摹本示例} (刊〈中國文字〉

第五冊， →九六一年;又《董作賓先生全集〉乙編第七冊， 一九七八年。 )pa 字從身

從丈，于省吾先生釋股(見所著〈甲骨文字擇林〉三二一頁， (釋殷)， 寸L七九年。)

其說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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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戶字左旁從文持↑，文即手，小在古文字乃失鑽弋箭之端，像尖銳器，隨
即針，↑者示針之一端，尖銳有刺， 'r-'t~字蓋像一人身腹有病，一人用手持針刺病之形。

針刺作痛，故設有桶怠。(廣雅﹒釋詰) , “殷，痛也。"殷亦作態， (詩經. ~邱

風﹒北門〉 “憂心殷殷"， (釋丈〉 “本作態"0 (小雅﹒正月〉即作“憂心憨態"。

〈說文) , “息，痛也。"殷又作隱， (易經﹒豫) , “殷薦之上帝"， (釋文〉 “殷

京作隱。" (詩經. ~回風﹒柏舟) , “如有隱憂，'，毛傳“隱，痛也。"

考我國自古治病，有針刺之法。古籍中或稱針，如〈易林〉說， “針頭刺芋，百病

摟愈。"針亦作麓，如〈左傳〉襄公四年“宜竄王關"，宋本〈正義〉說， “每官各為

接辭以戒王，若燒之療疾，故名價霜。"又如〈文選序〉說， “接典於補騙"，五臣挂，

“藏所以攻疾防息，亦猶針石之針以療疾也。"黨即針。針用以刺病，故文稱刺，如〈急

就篇〉說， “多是刺和黨逐去邪"，顏注， “刺，以讓刺之也"。又如〈鹽鐵論〉說，“拙

醫不知服理之脹，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

古代刺病之針，最早大約以石為之。所以古籍中或稱行，如〈左傳〉翼公二十三年

說， “美疚不如惡石，夫石猶于我。"杜住， “愈己疾也。"叉車口〈戰國策﹒秦策〉說，

“扁鵲怒而投其石"，高挂“右，眨石，所以眨彈人擁腫也。"

因石可以療疾，所以古籍中文稱藥石。如〈左傳〉襄公三卜三年品， “孟靜、之惡我

藥石也"。杜注， “猶藥石之療疾也。"又如《文選〉枚乘〈七發〉說，“今太于之病，

可無藥石針刺，失療而已。"又如主應(--切輕音義〉十八說， “攻病日藥石，古人以

石為針。"

藥石所以刺病，刺病目眨，所以古籍中又稱眨石。(說文) , “貶，以石刺病也。"

段挂， “以石刺病日貶，因之名其6日眨石。"又〈素問﹒異法方宜論〉說， “東方之

域，其病為癱虜，其治宜眨石。"于一住， “眨 fî如玉，可以為錯。"

眨石、治病，必作為針，故叉稱鐵石。如〈史記﹒扁鵲列傳〉說， “疾在血嘿，誠石

之所及也。"又如〈鹽鐵論〉說， “所謂夏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還邪氣也，非貴其下鐵

石而鑽肌膚也。"又〈漢書﹒藝文志〉說， “用度誠石"，顏注， “石謂眨石，即石演

也，古者攻病則有夜。"又〈後漢書﹒趙壹傳〉說， “鐵石運乎于爪

以眨石為鹹O" 叉〈潛夫論〉說' “病不愈、者，唯鑽石之法誤也。"

鐵石亦作是主石。如〈山海經﹒東山經〉說， “高氏之山，其下多歲石，'，郭庄，“司

以為眨針，治體腫者。"

鹹石籤石亦作針石。如〈推南于﹒論山草11) 說， “醫之用針石"，高住， “針石所

抵，彈人癱略，出其惡血。"蓋誠與竄同即針字。

古代以石針治病，其起源當在原始社會時期。那時還沒有金屬發明，所以只能用石

針刺病。後來到了階級社會，發明了金屬，刺病的石針，進以金屬針刺代之。如〈左傳〉

襄公三十三年“惡石"服住說， “石，眨石也，季世無佳石，故以鐵代之耳。"文如主

應〈一切輕音義〉說， “古人以布為針，今人以鐵，皆謂療病者也。"文〈洪武正韻〉

也說， “古者以石為撓，今人多以鐵為之。"金屬發明以後，用金屬代替行針，以石針

刺病的技術，就逐漸不用。所以〈漢書﹒舊文志〉 “誠石" ，顏注就說， “有謂眨石，即



胡厚宣/論股人治療疾病之方法 11 

E議也;古者攻病則有眨，今其flltr絕矣。"

殷代已是故隸社會，青銅藝研討，非常發達，是否有鐵，目前還在爭論之中，就是有，

1月三尚未能普遍應用。殷代刺病之針，一般當是以青銅製戚。

古代針刺，由古籍看來，主要是治療擁腫。(素問〉說， “其病為癱瘓，其治宜眨

石。" (山海經﹒東山經〉郭注說， “眨針治癱腫者。" (秦策〉高注又說， “石眨所

以眨彈人瞬腫也。" (推南于〉高注也請， “針h所抵，彈人癱痺，出其惡血。"大約

有1審時:之疾，用眨石針刺，使惡血排出，便可痊愈。

針刺的方法，由古籍看來，主要是鑽刺肌膚。(鹽鐵論〉說， “下鐵石而鑽肌膚。"

又說， “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 (後漢書﹒趙壺傳〉李住說，“凡誠之法，

右手像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對於用手針刺的方法，更

是 4種牛動的形容。

甲骨丈殷字作戶，從身從笠，身作 1 ，在這里也可以解釋作像人身腹唐、疾擁腫，

男人以銅針刺之之形。

以針來IJYj台病的臀術，也見於東漢的書像石。據劉敦愿先生〈漢畫像石上的針灸圖〉

一文(于Ij (文物} -九七二年式期)所品，山東曲車丈管會在孔廟裡集中了一批微山縣、

兩域山出土的東漢畫像石，其中有四塊墓石，就都“雕刻著帶有濃厚宗教神話色彩的針

安行醫圖像。"圖像上“散披頭髮魚貫而來的一章，是求醫的病人，他們有秩序地晚坐

在那裡等候針治。醫生正在為第一個切嘿，同時又在進行針灸。"

劉文又說， “大約由於針很細，無法表現，所以一般只用醫生揚學的手勢示意，或

者索性吧針特別強調出來，因是浮雕，所以纖細的針，也就攬了短租的棒了。"由此看

來，東漢i侍候針刺治病的針，很可能已經不是眨布，而是金屬的針了。

劉文又說， “針多是行醫者是個神話中的人物，神醫作半鳥半人形像。"又說， “主十

多言行醫閏像所見半鳥半人的神物，當是由鳥圖騰崇拜演化而來。"考我國古代，商棋是

以鳥為圓騰的。(看抽著〈殷←辭中商族鳥圖騰的遺跡} • flj (歷史論叢〉第一期， 一

九六四年。文〈甲骨文所見商族鳥圖騰的新證據) .刊〈文物〉一九七七年二期。)我

疑心這顯神醫針妥的神話或者就與商代有關。

總之，我國以針刺治療瞬腫的疾病，起源甚早，在原始社會，即已有之。最早針一以

打製，其名為眨。以貶為石製，故又稱眨石，亦簡稱石;以其所以治病，故又稱藥石;

以其形製為針，故文稱針6; 針亦作誠，故又稱鐵右;針亦作麓，故文稱燒石。到了階

級社會的青銅時代.6針就改用青銅。甲骨文戶字，正像→人愚病，男人手持銅針以

刺病之形。

(三)

與針刺的股字有關的，還有一個月你字，武丁時卡辭說:

丁卯卡，爭，貞'1' ~~*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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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出::tpi 不其龍。

這)j-拓本見〈投虛文字乙編〉六三二片-與六四一﹒二片4 合，又見〈殷虛丈字丙編〉二九互

片。摹本見〈殷虛丈字乙編摹本示例) 0 (刊〈中國文字〉第十六冊，一九六五年;又

〈董作賓先生全集〉第七冊，九七八年。)

恥字從f從木，我釋沫，亦即琳字。味之作昧，亦猶吋"ZiJ，作舟，直在誤作府字一樣。

( 蔥棟〈惠民讀說女記) H誅， (王篇〉 “下舜i]病也。" (集韻) , “痲，華瘡也J'

我意字當像﹒人臥病床上，從木像以火艾袋病之形。

古代有治病之草名為艾。〈詩經﹒踩葛〉說，“彼採艾兮"，毛傅， “艾所以療疾。"

〈孟 f ﹒離車〉說， “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趟住，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

善。"所以師曠稱艾為病萃，猶言療疾治病之草。從木與從草同，由甲骨文曾亦作宮，

讓亦作苔，令 亦作勢，按亦作寞，管亦作宮， it; 亦作?.r可證。

以火艾灼病謂之灸。(急就篇〉說， “灸刺和藥遲去邪

也O" 灸亦謂之灸悄， (素問﹒異方法宜論〉說， “其治宜多是冊"，不住， “火艾燒的

謂之灸惘。" (廣雅﹒釋詰) , “俑，熱也。" (說文) , “熱燒也。" (一切經音義〉

“惘，古文熟。" (通俗文) , “悴、1<.日惘，情亦燒也。"燃燒艾火以昀療疾病謂之灸。

甲骨文目件字，提即像-人臥病床上，從木，即像以艾木灸療之形。

(四)

與針刺的殷字和灸療的味字有關係的還有一個符字。如武了時卡辭說:

今日.?!IJ 龍。(二九六四)

你亦作~~， ，如武丁時←辭說:

丙辰卡，紋，貞帝好司令1It寵。(甲二O四0)

紅與你乃是一個字。字王襄釋痕， (見所著〈蘆窒殷契徵丈考釋) ，一九三五年。)

屈禹!五釋蝠， (見所著〈殷虛文字甲編考釋) ，一九六一年。)李孝定釋技吋(見所著

〈甲骨文字集釋) ，一九六五年。)馬薇嗔釋疾。(見所著〈薇瞋甲骨文原) ，一九七

一年。)我同意李氏釋夜，並從徐觀論(見所著〈說文解字注聾) )釋呵。 ff {說文〉

“心腹病" 0 (從段氏說) (呂氏春秋﹒先己〉 “府腫"， (玉篇〉引作“持腫"，高

注“1子，腹疾也。"字正像一人因病仰臥床上，男人以手按摩腹部之形。

〈莊子﹒外物〉說， “ l告誡可以休老。"盤棋本作捕誠。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聾〉

捕r j-:下說， “蓋盤掌控靡之法，以休養理體者。" {韓詩外傳〉卷十說，扁鵲為號世于

治病，使“子游按摩。" (說苑﹒辨物〉作扁鵲為趙王太子治病，讓“于游矯摩。" {周

禮﹒疾醫〉正義引《說苑〉作“按摩"0 (素間﹒異法方宜論》說，“其病多接厥寒熱，

其治宜導引按蹺。"導引猶〈史記〉言引身，接蹺猶〈史記〉言按捕，攜〈爾雅〉謂伸

引手足。亦皆指按摩之意。

〈漢書﹒藝丈志〉有黃帝岐伯〈按摩〉十卷。(抱朴于﹒避覽篇〉有〈按摩經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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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卡在。

由印骨丈字看來，設人治病，亦知按直接之法，則又無可懷疑。

(五)

〈在二{專〉成公十年，記秦國醫優治病的方法，有攻、遠、藥三種。攻即灸，連即針，

藥即藥物。這興〈急就篇〉說， “灸刺和藥逐去邪"相合。

〈史記﹒扁鵲列傳〉說， “上古之時，醫有俞咐，治病不以揚液體I麗，鐘 6t嵩引，

案1J[毒艘。"埠~ I告說， “鐘謂石針也。搞謂按摩之法，夫轎引身，如熊顧鳥仲也。玩亦

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噗謂毒病之處，以藥物賢帖也。"是古代治病，於灸刺藥

物之外，還有按「擎的方法。

巾考古發掘及甲骨文字看來，殷人於疾病之治療，不但攻、達、藥物，三者俱備，

而且以按摩治病之方法，亦早已有之。由此可見殷人醫學進步之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