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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用类书看晚明民间社会的
医疗理念

———以“医学门”“养生门”为中心

刘 耀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摘 要:日用类书是晚明民间社会日常使用的指导性书籍,内容包含生产、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书中

的医学、养生二门载有大量医疗知识,诸如病源机理、诸药品性、医林捷方、治病活套和养生纪要等,内容通俗

且实用。虽然日用类书中所涉及医疗知识均非原创,是书商应市场需求摘录于传统中医著作,但其中却蕴含

着民间社会追求经济实用、以养代治的医疗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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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类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将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需各种知识进行分类汇编,以方便人们随时

查找、引用的实用性书籍,其性质类似于现今社会上通行的生活手册,有“家庭生活小百科”之称。
一般认为,日用类书始于南宋时期陈元靓所编《事林广记》,它们脱胎于传统类书结构,增入民众生

产生活知识汇编而成,是伴随城市商品经济发展与市民阶层出现的产物。此种类书经宋元积累,至
明朝后期大量出现,内容渐趋俚俗化、贴近民众居家日用。仅以明万历陈允中所编《新刻群书摘要

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为例,全书共分22卷,每卷1门,计分天文、地舆、人纪、时令、官品、诸夷、四
礼、翰札、民用、选择、茔葬、八谱、医林、卦命、相法、演算法、灵验、书画、风月、笑谈、酒令、杂览诸门,
收载内容多与百姓日常生活有关,迥异于传统类书所关注的辞藻之学,是晚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宝

贵史料。目前利用日用类书研究明代民间社会的已有很多,但鲜有研究其中的医疗理念的,而且,
古代民间社会医疗理念一直是中医研究史上的薄弱环节,以往研究多是利用小说文献对民间医者

群体和医方进行考察。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日用类书中“医学门”与“养生门”的研究,以窥探晚明

时期民间社会的医疗理念。

一、日用类书中所含“医学门”“养生门”概况

伴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兴起,晚明日用类书的出版呈现繁荣景象。据吴蕙

芳统计,目前存世的明清《万宝全书》型①日用类书有近百种,其中明代约有四十种,多藏于日本各

大公私图书馆[1]。《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2]是目前收录明代日用类书较为全面的丛书,该套书

共计16册,收录国内外现存明代日用类书42种,其中包含“医学门”“养生门”的类书有1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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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按:吴氏笔下的“万宝全书”系列范围宽泛,可理解为明代通俗日用类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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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中所含“医学门”“养生门”类书表

书名(卷数) 编(辑)者 刊刻时间 收录卷名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10卷 元·佚名 隆庆二年 壬集·卫生

便民图纂15卷 明·邝璠 万历二十一年
卷十一调摄类上
卷十二调摄类下

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33卷 明·佚名 万历二十五年
卷十八医学门
卷廿七养生门

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43卷 明·余象斗 万历二十七年
卷二十五养生门
卷二十六医学门

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39卷 明·徐会瀛 万历二十八年
卷二十医学门
卷卅三养生门

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35卷 明·阳龙子 万历三十五年
卷廿八养生门
卷卅三医学门

新刻全补士民备览便用文林汇锦万书渊海37卷 明·徐企龙 万历三十八年
卷二十医学门

卷二十六卫生门

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38卷 明·刘子明 万历四十年
卷廿五养生门
卷廿六医学门

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34卷 明·徐企龙 万历四十一年 卷十三医林门

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存24卷 明·朱鼎臣 万历四十二年 卷十三医林门

新刻群书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22卷 明·陈允中 万历年间 卷十三医林门

新刻人瑞堂订补全书备考34卷 明·郑尚玄 崇祯十四年 卷廿九医学门

  由上表可知:第一,在医疗分卷命名上,明代日用类书收录有关医疗知识卷名不尽一致,有“调
摄门”“医学门”“养生门”“卫生门”“医林门”等不同称谓,但意思相近;第二,部分类书将医疗知识集

中收录在一卷内,统称为“医林门”,如《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新
刻群书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等,《新刻人瑞堂订补全书备考》称为“医学门”,部分类书则将医

疗知识细分为养生、医学二门分别收录,体现出编者不同的医学观念;第三,将医疗知识分为养生、

医学二门的类书在二者记录先后顺序上也有不同,《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新锲燕

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医学门”在前,“养生门”在后,而《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

正宗》《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则反之。

二、“医学门”“养生门”所收医疗知识的内容及特点

明代日用类书中有关医疗的知识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医学、养生二门之中。具体说来,又可

分为三类:一是病源机理与诸药品性;二是医林捷方与治病活套;三是养生纪要与卫生歌。然而,开
设医学、养生二门的类书虽多,但彼此内容上却多有雷同之处。究其缘由,应是医疗知识比较受市

场欢迎,书商为图方便互相抄袭所致。
(一)病源机理与诸药品性

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人以五谷为食,患病亦属正常,身体抱恙则当须依方对症下药。常言道

“济世之道,莫先于医。疗病之功,莫先于药”[3]卷1,医学入门·药性赋。行医乃是济世救人的良策,而若要

对症下药,就必须对病症和药材属性进行掌握。明代日用类书“医学门”收录众多古代医者对人体

病理理论的阐述,其中尤以阴阳平衡和脾、胃保健为代表。古人讲究阴阳平衡,血气调和,正所谓

“人身以血气而生,犹天地以阴阳而成也,故阴阳得其理,则四时顺而有物生,天地以之位。血气导

其养,则四肢百骸九窍五脏各司其职,而人身得以安矣”[4]卷20,医学门·阴阳寒热论。当阴阳维持平衡之际,

世间万物都得以正常运转;当气血正常调和的时候,人体诸器官才能各司其职,维持肌体健康。中

医认为脾、胃是人体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当脾、胃气虚之时,人体元气就不能固本,容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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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邪入侵而导致风寒内伤,因而有“脾、胃乃伤,百病由生”的说法。“人以脾、胃为本,纳五谷化精

微,其清者入营,其浊者入卫,阴阳导此,是谓之橐,故阳则发于四肢,阴则行于五脏。土旺于四时,

善载乎万物,人得土以养百骸,身失土以枯四体。”[4]卷20,医学门·脾胃论 人依水、谷生存,脾、胃是人体进行

食物消化吸收的主要器官,二者通过经络构成表里关系。胃主接收食物,脾主运化食物,二者相互

协调,共同发挥作用。细而言之,当食物从食道进入胃后,由胃进行蠕动磨化,对食物做糜化处理,

转化成人体所需精微营养物质,再由脾气转输能量维持身体机能正常运转。从人体生理结构上来

讲,脾、胃处于脏腑的中心位置,与脏腑其他位置器官关系密切,一旦脾、胃发生病变,很容易对其他

脏腑造成相生相克的疾病,故而民间社会又有“四季脾旺则身体不受邪”的说法。可以说,当脾、胃
功能强健时,身体免疫力就会增强,不易受到病邪的入侵,因而对脾、胃的合理调养对于保持身体健

康大有裨益。

每一种药材都有其自身独特药物属性,“医乃九流魁首,药为百草根苗。丸散未修,药性先

识”[3]卷1,医学入门·药性赋。对药性的熟悉掌握对于医病用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明代日用类书中

含有大量对药性知识的记录,此记录又可细分为通用和专属两种不同方式。所谓通用,是指从药材

自身入手介绍相关药性,诸如“人参味甘微寒,无毒。人参味甘,合五行之正;性温,得四气之和。白

术味苦气温,从火化;苍术味苦、甘、辛,气温,无毒;生地味甘苦,大寒,无毒;熟地味甘,微寒,无毒,

宜酒、水各半煮透……”与“当归活血、苍术除湿”[4]卷20,医学门·药性赋 等;而所谓专属,是指从病理入手,

结合身体病症对药性进行解析。譬如对五脏虚实症状的调节。“肝虚可用陈皮、生麦益补,肝实可

用白芍泻之;心虚可用炒盐益补,心实可用甘草泻之;脾虚可用甘草配大枣益补,脾实可用黄连、枳
壳泻之;肺虚可用五味子益补,肺实可用桑白皮泻之;肾虚可用熟地黄益补,肾实则没有可泻之

物。”[4]卷20,医学门·诸药补泻五脏之虚实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消痰药性”“补血药性”“止血药性”“破血药性”“补
气药性”“下气药性”“破气药性”“治咳嗽药性”“退虚热药性”“治头风药性”“治疟疾药性”“辟瘟消瘴

药性”“治腹痛药性”“治头痛药性”等药性方面的记载。由此可见,对于常见药材,明代日用类书扼

要记载其药物属性,并配以具体病症进行说明,这样既有利于读者对具体药性进行熟记了解,又可

方便民众日常生活中直接对症使用。
(二)医林捷方与治病活套

明代日用类书作为文化商品由书坊主集资刊刻,从书名中多见的“天下四民”“士民”“天下便

用”等字样即可看出,此种类书的销售对象常被定位于“四民”大众。而对普通民众而言,简单明了

的医林捷方和常见治病活套确实是具有一定的诱惑力。此种形式一方面便捷实用,具备可操作性。

当有需要时,可借鉴类书记载有条件地自行医治,如仲夏遇人中暑倒地,神气欲绝时,“可用大蒜头

四五个剥 净,并 取 路 上 热 土 一 块 一 同 研 烂,以 新 鲜 井 水 和 匀,滤 粗 渣 干,开 其 口 灌 之(即)

愈”[5]卷26,医学门·中暑类;再如“治便毒方”,可用“姜蚕、大黄各五钱,俱为末,用蜂蜜一小钟,调露一宿,以
利为度”[5]卷26,医学门·治便毒方。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方法不仅简单实用,还可节省不必要的就医

开支。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欲,知晓简单医疗知识和配药方法。受认知水平的制约,

人们往往很难认识病理现象,尤其是对普通人来讲,问诊治病向来是颇具色彩的神秘行为,对所开

药物为何会发挥功效也难免存有好奇,因而日用类书中所记载的有关病理知识与医病药方在客观

上也为普通民众起到了解惑的作用。

花开有常日,病来无定时。用药活套也是明代日用类书中“医学门”的常见内容,而诸多用药活

套中尤以四季用药活套为代表。四季气候各具特点,因而常见病症也不相同,比如春秋季气温不稳

定,时常出现骤升骤降,气候时干时湿的情况,为风寒疾病的高发季节;夏季酷热,蚊虫活跃,消化道

疾病渐多,尤其是小儿高热及中暑多为常见;冬季气温过低,空气流动减缓,容易诱发老人呼吸道疾

病等。每个季节都会因不同的季节天气而导致季节性常见病症,因而明代日用类书充分发挥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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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结合药物特性,为人们提供对应治病活套,方便人们依据不同情况随时使用。诸如春秋季气

温变化大,易感风寒,“春(秋)季用药活套”多载治风寒之方;夏季湿热,“夏季用药活套”多以祛湿活

套、治虚损活套、防暑防溺水活套为主;冬季气温低,人体免疫力较差,“冬季用药活套”多是治由内

外风寒引起的病变及增补身体之方。可谓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需索取,对症下药。

当然,一些病症也有可能是深层次病因所导致的。诸如“眼黑睛突起心肝虚,黑睛外眩红赤晕

亦是肝盛”[6]卷18,医学门·治眼论诀。肝脏与眼睛有着密切关系,当人体肝脏出现不适时,身体会借助眼部

病症表现出来,因而保护眼睛要特别注重对肝脏的养护,眼睛出现问题也要从肝脏入手寻找病因。
(三)养生纪要与卫生歌

医术最高明者不是擅长治病的人,而是能够预防疾病的人。《黄帝内经·素问》有言:“圣人不

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7]卷1,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 中医历来讲究防病重于治病,懂得养生的人

不仅可以预防疾病,而且有助延年益寿,故而通过养生预防疾病的知识也是明代日用类书中比较常

见的内容。对一般民众来讲,养生当从谨身与饮食开始。诸如《便民图纂》“调摄类”从基本食饮出

发,秉承“善养生者先渴而饮,饮不过多;先饥而食,食不过饱”的原则,主张治病治未病,防患于未

然。意即当疾病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采取预防措施,不要等口渴才想到去喝水止渴,不要

等饥饿才想到用食物充饥。
《三元延寿参赞书》认为人本身具有三种生命元素,原始寿命为一百八十岁,其中天、地各赐和

生来俱含六十年。假若不知戒慎则寿命将逐日减损,如精气不固就会使天元之寿缩短;思虑太多或

疲劳过度就会使地元之寿缩短;饮食无规律就会使人元之寿缩短。而如若能固护精气、起居有常、

饮食有度,则可延寿[8]序·李鹏飞序。明代日用类书对此说比较认同,认为养生须顺应四时,保持舒畅心

情、忌杀生、合理饮食等。比如在生理方面,提出“欲不可早”,不然男子易伤精气,女子易伤血脉。

主张“欲不可纵”“欲有所忌”“欲有所避”,顺应四时阴阳。对于节欲养生,《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

便观五车拔锦》云:“欲多则损精。人保者命,可惜者身,可重者精。肝精不固,目眩无光;肺精不固,

肌肉消 瘦;肾 精 不 固,神 气 减 少;脾 精 不 固,齿 发 浮 落。若 真 精 耗 散 不 已,疾 病 随 生,死 亡 随

至。”[6]卷27,养生门·节欲养法 世间万物处于阴阳变化之中,天地之元气岁有升降,自冬至后渐升至于九天,

夏至后渐降至于九泉。人身元气应四时而变,亦有升降,身体各器官生理机能也在不断运转之中。

仲夏、仲冬时节尤要止声色嗜欲,因此二月是阴阳相争之时,身体尚需时日调整适应,故而应多注意

保养。再如秋天要多忌辛、增酸养肝,因为“辛多伤肝,筋急而爪枯,故秋七十二日省辛增酸以养肝

气”[9]卫生门·日暮避忌。

饮食方面,用餐要有时有度,忌酗酒、喝茶过度。明代日用类书借鉴《本草》说法,认为少量饮酒

可以活血有益身体,但久饮则腐肠烂胃溃髓,蒸筋伤神损寿。喝茶虽有除寒去腻的功效,但喝茶过

多则茶气会滞留腰背,使人腰面发黑,久积致病,因而喝茶时须投少量则茶气自然无滞。

需要指出的是,为便于民众理解医学知识,明代日用类书中还含有众多病理药性口诀,诸如“诊
脉至捷歌”:“左心小肠肝胆肾,右肺大肠脾胃命;肾家之腑是膀胱,命脉外诊三焦病;女人之脉左右

同,但于尺部当洪盛;小儿脉数是其宜,更向三关察形症;手上十关尺三部,管了上中下三处;上焦头

而咽膈病,中主肚腹两肋去;下部小腹腿足间,诊脉参详是公处;沉浮迟数四股脉,五脏六腑为准

则”[10]卷33,医学门·诊脉至捷歌;再如“十九畏”:“硫黄原是火之精,林硝一见便相争;水银莫与砒霜见,狼毒

最怕 密 陀 僧;巴 豆 性 烈 最 为 上,便 与 牵 牛 不 顺 情;官 柱 善 能 调 冷 气,石 脂 相 见 便 翘

头”[10]卷33,医学门·十九畏 等。除此之外,还有“五脏脉诀切要歌”“寸部脉浮沉运数歌”“沉浮运数歌”“用药

口诀”“用药凡例”“诸穴法”“诊脉总赋”“诊侯八式歌”“诸病脉生死歌”“暴病歌”“形症相反歌”“杂症

生死脉歌”“九道怪脉歌”“察色辨生死歌”“小儿神色总论”等诸多问诊用药口诀,对于药物药性及功

效进行通俗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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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品观念影响下的民间社会医疗理念

(一)追求便捷实用

从明代日用类书所收载医药知识内容可以看出,明代民间社会在用药理念上具有追求便捷实

用的特征。以文本内容来看,医林捷方与治病活套所占文本篇幅比重最大。不论是“医学门”,还是

“养生门”,编者在阐释病源理论之后就会分病情种类介绍医药捷方与治病活套,医药捷方或治病活

套内容往往包含药物效果介绍与具体配方比例和服用方法,俨若详细药物指南。就文本形式而言,

明代日用类书医药知识多以治病活套和养生歌诀形式出现。此种形式既是出版商向阅读能力有限

的基层民众推广医药内容的宣传方式,又是针对普通民众对医学理论兴趣有限,更多地关心实用治

病药方心理的应对举措。

虽然医药知识对于保障民众身体健康意义重大,但它们在书商眼中也同样是文化商品,属于日

用类书内容的组成部分。而书中所摘录的医药知识、常见的治病活套和采用以用药歌诀内容形式,

均是出版商应市场需求,满足民众消费观念的文本设计。因为对日用类书的阅读使用对象而言,相
对于病源机理,便捷实用的药方活套才是他们更为关心的内容,遇有需要之时,可以实现拿来即用

的目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晚明日用类书所收载的医药知识,乃至整个日用类书,在书商与消费

者眼中都是消费商品的存在,它的内容与形式是由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养老奉亲思想浓厚

养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伦理纲常。具体到日常生活之

中,如何保障双亲的身体健康成为该思想的直接体现。明代社会普遍倡导孝道,现今广为人知的

“二十四孝”奉亲故事也在明代后期得以最终定型[11]。日用类书是书商以明代普通民众为预售对

象的实用生活指导书籍,明代社会中流行的养老奉亲思想在其中就有体现,仅以《居家必用事类全

集》“卫生门”为例,该集目录如下:

  食治养老益气方第一,治眼目方第二,治耳聋耳鸣方第三,治五劳七伤第四,治老人虚损羸

瘦方第五,治老人脾胃气弱方第六,治老人泻痢方第七,治老人烦渴热方第八,治老人水气方第

九,治喘嗽方第十,治脚气方第十一,治诸淋方第十二,治噎塞方第十三,治冷气方第十四,治诸

病经验方。

从上述目录可知,该“卫生门”共收录十五项医疗知识,内容涵盖民众医疗的诸多方面,其中标题明

确医治对象为老人群体的有六项,分别是“食治养老益气方第一”“治老人虚损羸瘦方第五”“治老人

脾胃气弱方第六”“治老人泻痢方第七”“治老人烦渴热方第八”“治老人水气方第九”。而未标明医

治对象是老人的“治眼目方第二”“治耳聋耳鸣方第三”“治噎塞方第十三”等项就医治对象而言,很
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老年人范畴。总体而言,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卫生门”中很多内容是服务

于老年人群体。当然,人老体衰,身体容易出问题,“卫生门”中收录以老年人疾病为主也是正常,但
卷前收录的“养老奉亲书”及书中内容“为人子宜当留意”的强调字样就可说明明代日用类书对养老

敬老观念的贯彻。
(三)药食同源理念

在中医学者看来,食物不仅可以充饥,还可以补养身体。“养生之道,莫先于食”。养生当从合

理的饮食开始,利用食物的特性是能够调节人体机能,从而实现改善身体或者预防疾病的目的。中

医学认为人体正常的生理状态是依靠阴阳变化的动态平衡来维持的,一旦阴阳任何一方出现偏胜

偏衰,都会导致机体发生病变。因而养生的关键在于调和阴阳,维持二者平衡。当体内出现阳热偏

盛之时,宜吃寒性食物清泄阳热,当体内出现阴寒过盛之时,宜用温热食物温散阴寒。《养老食治

序》有言:“凡老人有患,宜先以食治,食治未愈,然后命药,此养老人之大法也。是以善治病者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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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慎疾,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9]卫生门·养老奉亲书 药物来自自然,食物生长于天地间,二者同根同源,一
定程度上来讲万物均可入药。

明代日用类书中记载有多种食物治病或养生之法,诸如“益气牛乳方”:“牛乳最宜老人。性平,

补血脉,益心,长肌肉,令人身体康强润泽,面目光悦,志不衰,故为人子者,常须供之以为常食,或为

乳饼,或作断乳等,恒使恣意充足为度,此物胜肉远矣。”[9]卫生门·益气牛乳方 此外,还有专门的益补食方,

如“乌鸡肝粥方”“竹叶粥方”“鹿肾粥方”“鲤鱼脑髓粥方”“鸡子索饼方”等。每种食方不仅有明确的

医补对象及疗效介绍,还附有详细的配方。如“鸡子索饼方”:“(功效)治老人虚损羸瘦,令人肥白光

泽。(配方)白面四两、鸡子四两、白羊肉四两炒作臛。(具体做法)右件以鸡子清搜面作索饼,于豉

汁中煮令熟,入五味和臛空腹食之。”[9]卫生门·鸡子索饼方 类似的还有“羊肉索饼子”“面末索饼子方”“粟米

粥方”“甘草汤方”等被用于治疗老人的脾胃虚弱、冷热不调等。对于常见的禽类、蔬菜类,作有专门

的“禽类总诀”和“诸菜总诀”,在详细汇总物种药性的基础上,对于是否可食用以及可食用的部位或

不可食用的部位分别介绍,用于指导民众日常生活和医疗养生。
(四)释道养生理念

佛、道二教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佛教原产于南亚,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其后与

中国儒家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在中国古代鬼神

崇拜观念基础上,糅合黄、老道家思想并结合神仙方术演化而成,在中国封建时期历久不衰。在具

体修行上,道教主张顺应自然,自我修真,追求“无为”的乐趣,超然于自由恬淡。河上公《老子注》

说:“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精神,治国则有益万民。”[12]下篇·四十三章“无为”既是修身处世的原则,又是

治理国家的政治准则。伴随着道教徒的四处传教,道家修行思想也在民间传播开来,在明代日用类

书中常以道家修真养生歌诀的形式出现,诸如“真常子①养生歌”:“酒多血气皆乱,味薄神魂自安。

夜漱却胜朝漱,暮餐不若晨餐。耳鸣直须补肾,目暗必须治肝。节饮自然脾健,少思必定神安。汗

出莫当风立,腹空莫放茶穿。”[6]卷27,养生门·常真子养生歌 歌词内容主要讲的是在日常饮食和作息上的一些

注意事项。第一是忌酗酒,饮酒过多会伤神耗血,导致血气运行失常;第二是饮食五味要清淡,酸、

苦、甘、辛、咸五味不可偏嗜;第三是晚饭后要常漱口和刷牙,早餐不可不食,进食也要按时适量,少
思节食健脾安神;第四是出汗忌吹风,喝茶不空腹,因为出汗时皮肤的毛孔会呈开放状态,应当避免

冷风直接刺激,茶性寒味苦,空腹喝茶会冲淡胃液,影响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从歌词内容可知,道
家所倡导的修真养生之道与中医养生保健之法确有相通之处,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日用

类书之中类似的道家养生之法还有“真人养生歌”“孙真人养生铭”“孙真人枕上记”“孙真人养生杂

诀”等,成为民间医疗养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道家切实的修真养生之道不同,佛家认为众生平等,劝导信众善待生命,谨戒杀生,从日常实

际生活中积善德养生。在生死观念上,佛教认为人与物是等同的。面对生死选择之际,二者都会向

生畏死,被杀戮时,二者也均能感受到痛苦,所不同的是人能言物则不能言。因而佛家养生倡导积

善养生理念,此类理念在明代日用类书中多见于劝善格言形式,如“戒杀生要言”:“世人食肉咸谓理

所应,然乃恣意杀生,广积冤业,相习成俗,不自觉知,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叹息也。佛言五戒以杀戒

为首,佛言十业以杀业为首。”[9]卫生门·五戒之首 倡导众生热爱生命,少杀生,少食肉食。还有在持家教育

方面:“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于子孙,子
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5]卷25,养生门·警身纂要 注意言传身教,多为后

世做表率,敬爱生命,广积善德。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日用类书《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养生门》中还附有一张“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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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医图像”[5]卷25,养生门·卷末,图中共有13人,其中人皇伏羲手持八卦位居中央,身旁侧坐神农、轩
辕二帝,下端岐伯、太乙、扁鹊、张仲景、王叔和、皇甫仕安、葛洪、华佗、孙思邈、俞慈藏等10人侧立

两边。由图中所绘人物形象及位置可知,明代民间社会对于医者存在较为明显的崇敬心理,不仅将

医者形象追溯到传说时代,还把历代名医神仙化,奉为神祇进行敬拜。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明代日用类书中所含的医药知识比较全面:一方面,从日常饮食着手,遵循四时规

律,提倡养生,注重疾病预防;另一方面,遵循病理,注重科学医治。可以说,从病源机理到治病活

套,乃至病后调养等都有囊括。需要注意的是,伴随着晚明出版印刷业的商业化,医疗知识被作为

商品进行售卖。作为明代日用类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医药知识及用药歌诀并非编者自创,而均

是书商由经典医学著作中摘录而来。当然,其摘录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在市场作用下的针对性选

摘。书中所摘录的医疗知识具有明显追求便捷实用的特征,医林捷方与治病活套成为“医学门”“养
生门”中最为常见的内容。从这些摘录的医药知识中可以看出,明代民间医疗知识来源于传统医书

经验,内容注重通俗与实用。所选病症多为一般民众生活中常见的疾病,对应医疗或养生药源也是

生活中易得的食材。在具体医病或养生方面,晚明民间医疗观念又与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相结合,讲
究养老奉亲,药食同源,防病重于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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