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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人文科学，人文的经典概念应是看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
作为医学，尤其是中国传统医学，更为看重医德，故历朝医籍中多有解除疾苦、悲天悯人之论，这说
明医学是一门治病救人的科学技术，但我们却不得不从史实中认同其与时代的嬗变、权力的变迁有关
，所以说医学也具有鲜活的社会文化的属性。
我们追寻我国医药科学技术进步的轨迹，医政制度的变革，医学教育的发展，还应该同样重视我国历
朝宫廷政制、医事及医疗经验的传承和衍变。
我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大家不断有医学著作流传于民间，也有秘藏于内廷的医疗事件和经验的零散撰
述，但似缺乏系统性。
这使我们想起了编纂一册基本上囊括中国宫廷医疗概况的《中国宫廷医学》。
著名中医学家李春生教授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姚海天编审尤为执着，十年来坚持不懈，组织有关专家克
服了不少困难，完成了这部逾百万言著作，希望对我国宫廷医疗案例和经验，医事制度和历史事件的
进一步认识，有所佐助。
医药之治病，实属人性化的服务，与帝王或皇亲国戚疗疾虽有与权力相关联的问题，但其作为人性化
的医疗，关注病痛，照顾病残，则帝王当与庶民同。
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民间也传抄古昔为统治者医疗的处方并加评点；古代帝王木乃伊的成功制作，使科
学发达的今天仍叹其为古代对尸体保存的科学技术之杰作。
古希腊医学中流传下来的医圣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吾人应竭尽能力和智慧帮助病患”，也是十分感人
的。
我国是文明古国，帝王享尽荣华富贵，但皇帝后妃有病，同样也要降格求助于医疗，散见于史籍及医
药学典籍中的载录甚多，《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逐秦王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击）
荆轲也”；《汉书·外戚传》载汉武帝曾以针刺疗病；曹操头风与“悔杀华佗”，更是妇孺皆知之事
；《新唐书·甄权传》载贞观中，唐太宗于甄权百岁时“幸其舍，视饮食，访逮其术”；宋太祖赵匡
胤与宋太宗赵光义均略识医药的载述；西洋医学传入中国，康熙皇帝用金鸡纳霜治愈疟疾，西太后噙
服西洋参以养生保健，都很发人深思。
历朝由皇室出面主持的官修本草学著作达十余种，著名者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图经本
草》、《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等等，给后人留下来颇有价值的医学科学技术知识。
《中国宫廷医学》按朝年就“医事概述”、“医学人物及其贡献”、“老年帝后及著名皇帝的养生方
法”、“医案医话”、“效方集腋”、“宫廷保奖等加以介绍。
书末还附了“宫廷医方的现代研究”、“历代宫廷美容驻颜方剂概述”及“中国历代参与宫廷医疗的
部分医生名录”，供读者和医药研究同道参考。
本书虽以宫廷医学为轴心，但其医疗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卫生保健不无参考意义，我们应以唯物史观的
角度去理解这些医学人文（Medical humani-ties）历史的变迁和医疗技术上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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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宫廷医学（精装）》是融先秦至清末3000年中国宫廷帝后养生保健、临床治疗和医史研究
于一体的医学专著，是填补中国传统医学的空白之作。
在收集现存宫廷医学史实和大量古代医学资料的基础上，按历史朝代时间先后，全面介绍了宫廷医事
制度、老年帝后及著名皇帝的养生方法、医学人物、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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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可冀（右），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主任医师。
1930年10月出生，福建福州人。
1954年毕业于福建医学皖（现为福建医科大学）。
为我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医学家，长期从事心脑血管病的防治研究。
首先应用川芎嗪（Ligustrazine）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并研究其抗血小板及血栓素A2机理。
研究冠心2号、赤芍甙、去甲乌药碱、元胡碱等获进展。
最近10年研究活血化瘀方药防治冠脉介入治疗后再狭窄的作用及其分子机理。
倡议并整理研究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307余件。
获国家级及部级成果奖12项，1989年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状，1994年获立夫中医药学术奖，2001午
获求是杰出贡缺优秀集体奖，2002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
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小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兼职教授，
北京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荣誉委员，中国老年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华
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
先后去多国访问及参加学术会议约40余次，为促进中西医结合、中医药走向世界作出贡献。
李春生（左）主任医师，教授。
1941年5月生，河南省邓州市人。
1965年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医疗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获医学硕上学位，导师
为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方药中教受。
长期从事老年医学、宫廷医学、急诊医学、养生康复医学研究。
完成科研课题14项，获部委市院级奖9项。
发表医学论文及其他医学文章143篇，主持或参加编写并已出版的医学著作45种。
996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全国急症工作先进个人，2000年被中国中医研究院聘任为内科急症学术
带头人，2001年获中国中西医结合贡献奖。
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急症研究室主壬，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老年学学会抗衰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抗蔓老专业委员会任委员，北
京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急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
医学会北京分会老年医学学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疑难病研究会副会长，香港国际传统医学研究会
学术督导委员会副主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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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以前宫廷的医事制度上古时期宫廷医学尚未形成，故没有医事制度可言，只有到了中古时期，宫廷
医学初步形成，才有医事制度流传下来。
秦以前的医学可以说主要是宫廷医学，这是因为当时的文化、教育都控制在统治阶级手中，所有医学
知识也都掌握在统治阶级或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的手中。
普通百姓纵有医学发明也必须以为统治者服务才能被承认和被保存下来。
只有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文化才从宫廷中解放出来，扩散到民众之中，才有民间医生产生。
因此，当我们读到《周礼》的有关记载时，无疑这些都属于宫廷医学的范畴。
1.《周礼》记载的医事制度。
现存最早的有关职官的典籍《周礼》中明确记载周代医政方面的内容：周代官职中设有医师、食医、
疾医、疡医、兽医之职，每职设士、府、史、徒若干人，并规定了各色人等的具体职责及考核方法，
显示出周代医政制度已较完备，对医师和医疗工作也很重视。
（1）医政官吏设置。
《周礼·天官·冢宰上》中规定：“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食医中士二人。
疾医中士八人。
疡医下士八人。
兽医下士。
”（2）官吏职责及考核方法。
对于上述官吏的职责及对官吏考核的方法《周礼》上也有记载。
《周礼·天官·冢宰下》记云：“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
凡邦之有疾病者、疙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
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
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
“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
凡食齐眠春时，羹齐眠夏时，酱齐眠秋时，饮齐眠冬时。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
凡会膳食之宜，牛宜徐，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苽。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
四时皆有疠疾，舂时有痛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
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
以五气、五声、五色眠其死生。
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人于医师。
“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齐。
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
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
凡有疡者，受其药焉。
”需要指出的是：《周礼》所云“百姓”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通庶民，而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
亦即统治阶级的中下阶层。
在上古以至中古时期，凡是有官职的人才有“姓”，这些姓都是天子封赐的。
故《史记·五帝本记》对最早得姓者都有记载，如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日轩辕”；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可以为证。
另一方面，从食医专掌“王之六食、六饮”等职责看，诸医官应主要为王者服务，故可知《周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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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诸医皆属宫廷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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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宫廷医学》是介绍上起夏代(公元前2070年)，下讫清末(公元1911年)，近4000年间历代宫廷最高
统治者的医药治疗和养生保健的一部专著。
 《中国宫廷医学》以朝代分章，阐述的内容包括：医事概述，老年帝后及其养生方法，宫廷医生的事
迹及医学贡献，医案医话，效方集腋和宫廷保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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