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牧安骥集》释祠

曹，J、雪

    《司牧安骥集》（以下筒稽 《安骥集）)） 是我团现存最古的系

统渝述焉病趁断治潦的默臀鬃著作。自唐以来，屉代都以此害作

篇默臀季教科害，“师以是而教，子弟以是而鬃”（明代 《重刊安
骥集序 》），封我 圃默 臀攀的登展影譬 巨大 。阴於其作者 ， 《宋

史 · 警文志》靓是李石，但未锐明李石是何峙人。清 《陕西攫籍

志》始靓明是唐朝的宗室李石。檬南北宋之简佩膺峙新刊本

《序》看，《安骥集》最初全害鹰是四卷：包括瞥三卷，方一卷。

但四卷本的具艘情形现在已很鞋得知了。目前所晃最早的刻本是

南京圆害馆残存的五卷本 （明弘治十七年重刊本）。金元峙期，

核害不断增捕，最终形成现在我俩所兑到的八卷本。檬考橙，增

捕的内容主要篇北宋王愈 《蕃牧纂输方》、金朝佚名 《黄帝八十

一简》和 《新添焉七十二恶汗病源歌》等。建团後，有 1957年

榭成侠校勘五卷中苹害局本 《司牧安骥集》、1959年挪介正校注

和捕阴八卷晨案出版社本 《司牧安骥集校注》、 2001年挪介正、

和文能校注八卷中团晨桨出版社本 《司牧安骥集校注》和裴耀卿

整理八卷中团晨案出版社本 《司牧安骥集藉释》四幢行世。踪合

上述各家所渝，现存八卷本 《安骥集》中的第二、第三、第四和

第七卷焉唐人所作，第一卷大部可能在唐以前已成害，而第一卷

部分内容及第五、第六和第八卷刻是宋金元三朝不断增益而

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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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中默臀害的擅者封象的要求，敲害捂言黄璞，口韶化程

度较高，保存了赏峙大量的默臀鬃行案祠藉和一般白括口藉祠

量 ，重视业深人研究追些祠晕，封加强漠藉祠晕史研究、完善大

型藉文工具害的骗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羲。本文引害檬挪介正、

和文能校注本 《司牧安骥集校注》，括虢内数字表示敲害的页砺。

    困水 指焉疲劳困倦未及休息峙欲遭的水。“困水”封焉的

健康十分不利，拯易引起腹濡等踢胃疾病。《漠藉大祠典》（以下

筒稽 《大祠典》）未收绿。“起卧要澈慢踢黄，宿草困水大小踢。

三朝雨日频辊颤，冀抛随水硬光光。”（卷五，275) “慢肺黄病

者，宿草不消，是困水钠其二贼，生其此患也。” （卷五，276)

“眼p德者 ，困水踢 中，宿草不消 ，逆氧相攻 ，频 哪水 ，宜治之。

歌日：困水哪濡不安事，傅来胃氧若雷喝。”（卷五，293) “困水

荒外奔鹏来，败水逆行满腹镶。”（卷五，294) “猝然濡唧，困水

宿草，踢中不钠，冷熟相攻，内生疼痛，峙峙濡也。” （卷五，

305） 《安骥集》中舆此相频的遗有 “困草”一祠，指焉疲劳困倦

未及休息峙吃选的草料。“困草”封焉的健康同檬十分不利，拯

易引起腽胃疼痛等疾病。“肺氧痛者，鲍上行急，困草不消，内

生疼痛，貌朋喘粗，遍身汗出，用粟治之。”（卷五，281）《大祠

典》亦未收绿。“困水”又叫 “急水”。“急水急草熟上来，踢中
滴水卒然炎。成病踢中如雷吼，下来疼痛若刀阴。”（卷五，305)

《大祠典》：“急水 ，指常水或酸性水 。宋李石 《擅博物志》卷六 ：

‘二庸有草名胡蔓，以急水吞之即死，慢水即缓死。”，未及此羲。

例中 “急草”，舆 “急水”相颊，也指焉疲努困倦未及休息峙吃
造的草料 。

    宿水 停留在城器中因困疲未及吸收的水。 “焉因惕重 ，业

惕宿水不消，舆温情卦百舍穴，淋洗灌啖。”（卷二，142) “病因

是脑腑内猜聚，滂胱宿水不消，兼柴衡不和。”（卷二，150) “鹏

畔三分元是穴，宿水三 异不可迥 。” （卷三，166) “盖因冷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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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惕於脾，日渐赢瘦，兼欲宿水，惕於脾氧，须草前用粟灌

之，即差。”（卷二，154） 《大祠典》未收绿。《元亨潦焉集》②延

用：“停留宿水者，城冷氧虚也。皆因努惕瘦焉，力败赢驹，空

踢误欲镯水太遇，失於章散，停注於踢，不能速行⋯⋯此谓宿水

停膺之履也。”（卷三，388一389） 又 “良焉攫年银不肥，祗因宿

水注於膺。”（卷三，389） 封人而言，也有 “宿水”之锐。较早

的晃於 《金匮要略》：“《外皇》茯苓欲：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

自吐出水後 ，心胸简虚 ，氧满 ，不能食 ，消痰氧 ，令能食。”（痰

欲咳嗽病胍橙业治第十二）又 《褚病源候渝》：“宿瘫者，宿水宿

氧癖数生廊。久行，踢化焉筋，骨燮篇育。” （卷二十，608） 又

“则令呕吐宿水，色如殖汁、小豆汁之颊，酸苦者，故谓之酒癖

殖痰也。”（卷二十，613）《安骥集》中舆 “宿水”相颊的遗有

“宿草”一祠，指停留在踢胃中因困疲未及消化吸收的草料。例

晃上 “困水”涤，此略。《元亨潦焉集》：“且如空肠遇欲，宿草

停餐，水停膈简而不速，料塞踢内而不行，隐陨错乱，冷熟相

攻，碱结胞蟀，肚腹疼痛，而成起卧之疾。”（卷五，5 17）《着耕

集》③是一部牛臀鬃惠著，也提到 “宿草”一祠。如 “宿草不消

肚作服，急宜通利晃植祥”。 （治牛乾瞥肚服歌袂附方，32）又

“青草服 因宿草多 ，乾潺交加雨不和”。 （治牛青草服歌款 附方 ，

33） 《惕寒渝》中有 “宿食”，指停留在人胃中未能消化的食物，

所指舆指停 留在焉 胃中未及消化 的草料的 “宿草”是相 同的。可

封 比研究 。如 “大下後 ，六七 日不大便 ，烦不解 ，腹痛痛者 ，此

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属大承氧温橙。四十四”。

（卷九，146）追裹的 “宿食，，和 “宿草，，相富。“宿食，,，後代瞥

籍多晃。如 《锗病源候渝》：“惕寒宿食不消候：此谓被下後，六

七日不大便，烦熟不解，腹满而痛，此篇胃内有乾冀，挟宿食故

也。或先患寒癖，因有宿食，又感於惕寒，熟氧相搏，故宿食不
消。”（卷八，252) “横聚而宿食不消者，由藏腑篇寒氧所乘，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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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虚冷，故不消化，留恩宿食也。”（卷十九，576) “宿食不消，

由腐氧虚弱，寒氧在於脾胃之简，故使觳不化也。宿觳未消，新

觳又人，脾氧既弱，故不能磨之，则翘宿而不消也。” （卷二十

一，630) “宿食”，《大祠典》亦未收绿。《安骥集》中舆 “宿水”

羲近的遗有 “败水”一祠。“水吃太紧，其水能依胃而散，水氧

出於踢，落路而行，此呼篇敢水也。宿久也，在腹中多日不能蟀

散，其败水邪氧逆行攫胳，不顺柴衡，血氧不通，结成大病。”

（卷三，166) “腹中不顺，常有败水横肾中，故乃撞黄也。”（卷

三，167) “败水逆行，五城不钠透外膺，可治之。歌曰：困水荒

外奔膺来，败水逆行满腹壤。” （卷五，293一294） 《大祠典》：

“敢水：航海遭遇不幸之稽。”攀宋菜廷硅 《海绿碎事》例，未及

此羲 。

    口色 口腔的颜色，包括舌苔的颜色。《大祠典》未收绿。

默臀李韶篇：口色呈桃花、莲花色者，篇健康焉的表微；口色呈

青、黑、紫、赤等色都是病焉的表微。“凡口中之色，鲜明光消

如桃色者平，白者病，红者和，黄者生，黑者危，青者死。”

（《元亨瘴焉集》，卷二，206） 《安骥集》中 “口色”频兄。如：

“人相之者，晃其外，以知其内，是以凡焉有病先看口色。”（卷

二，56) “六胍者⋯⋯四舌鬓不弱。”（卷二，60) “焉患脾黄病：

口色多黄，鼻冷多寒，不食水草，寨唇似笑。”（卷二，119) “焉
患急肝黄病 ：初得 口色青 ，眼中泪出，雨 目如痴 ，此肝黄之候 。”

（卷二，143) “脾家虚病口色黄，峙特起卧似寻常。” （卷二，

150) “忽然生癔，状如葡萄之颗粒，食水草慢，不着脂膘，精神

短少，口色白。”（卷二，152） 《元亨潦焉集》中亦多兑。如 “令

默臀遍看口色，有病者灌啖，甚者别槽臀治”。（卷一，28) “帝

曰：⋯⋯口色善恶，颐阴其道。师皇封曰：口色，敏疾之所也。”

（卷二，206) “胎夙者，肾脏通溉 ，口色如棉。”（卷三，293)

    慢草 “慢”有怠慢 ，翅忽等羲 。慢草 ，指没有食憨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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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草料，或吃草稀少。 “眼目昏昏兼慢草，用何瞥燎最焉良？"

（卷三，162) “肺把膊，鲍上冲肺硕，疼痛，慢草，鞋行，可治

之。”（卷五，288) “毛焦慢草又频，满身皮肉如翎束。”（卷五，

288) “慢草瘦弱者，因惕重冲着五攒，内生疼痛，毛焦，宜治之

可也。”（卷五，290) “傻重咳喘者，着熟惕重冲心肺，注简疼

痛，外傅喉骨，鼻中胰出，又慢草，可以治之。” （卷五，291)

亦晃於 《元亨潦焉集》：“治脾胃寒，慢草。”（卷六，673） 又作

“草慢”。“治焉癸熟，彼潺，草慢及草结。”（卷七，562) “治焉

胸腋惕痛，膈前重，草慢病。”（卷七，363) “治焉心攫伏熟，兑

物或特弩倒，眼内如砂，前探草慢病。” （卷七，367）亦晃於

《元亨潦焉集》：“草慢嚼不呜，盛擦玉堂穴。”（卷二，252) “卒

熟喘粗兼草慢，三春灌此即安然。”（卷六，663) “慢草”舆 “草

慢”祠序相逆，羲同。舆 “慢草”相反，有 “美草”: “则不美

草，正肝病也。”（《安骥集》，卷三，162) ，美草，渭食憨好，逸

食草料猜拯。“慢草”、“草慢”、“美草”《大祠典》均未收绿。

《元亨寮焉集》相赏於 “草慢”的祠，多用 “草细”。如：“令默

毛焦草细，肷吊颐低，鼻寒耳冷，口内垂涎。”（卷四，413) “令

默不峙莆咽，尾揭腰弓，硕低耳搭，章细毛焦。”（卷三，307)
“毛焦草细精神慢，口色青黄脏涩遐。”（卷三，389) “草细”，羲

同 “草慢”。

    眼箱 眼眶。《大祠典》未收绿。“焉目中五采具，及眼箱下

有字形者，妻九十。⋯⋯旋毛在眼箱上，四十。在值箱骨中，三

十。在值箱骨下，十八。口中晃红白光如穴中着火，老赛。若黑

不解明，不妻。”（卷一，9一10） 或罩用 “箱”字。“眼似垂龄紫

色解，痛箱凸出不弩然。白渡贯睛行五百，斑如撒豆勿同看。”

（卷一，10）又 “目睛欲得如垂铃，又欲得黄，又欲光而有紫颤

色。箱欲小，又欲得端正，上欲得弓曲，下欲直。” （卷一，3)

“箱”指眼眶。锐焉的眼眶要小，上眼眶要呈弓形，下眼眶要平



270 · 遵噩史皿究集刊 第九辑

  直。《元亨僚焉集》所绿文字基本相同，不瞥。“箱”字此羲，醉

  害未载。《膺民要衍》也有颊似的祀载，但文字不同。《膺民要

  衔》“箱”字作 “眶”。“目俗满而泽；眶欲小，上欲弓曲，下欲

  直。”（卷六，390） 作 “眶欲小”。而 《司牧安骥集》及 《元亨潦

  焉集》作 “箱欲小”。又如：“焉眼欲得高，眶欲得端正，骨欲得

  成三角，睛欲得如题铃，紫颤光。目不四满，下唇急，不爱人；

  又漫，不健食。目中旗贯瞳子者，五百里；下上撤者，千里。睫

  裔L者傻人。目小而多白，畏弩。瞳子前後肉不满，皆兑恶。若旋

  毛眼眶上，需四十年；值眶骨中，三十年；值中眶下，十八年；

在目下者，不借。晴却蟀後白不兄者，喜旋而不前。” （卷六，

396） 作 “眼眶”，作 “眶骨”，而 《司牧安骥集》和 《元亨潦焉
集》作 “眼箱”，作 “箱骨”。封此 ，缪答愉先生解释锐 ：“《锐

文》煞 ‘眶’字，即以 ‘匡’篇眼眶字。《史祀 · 淮南王安列傅》
‘涕满 匡而横 流 ’，即指 眼 眶。而 匡篇 ‘筐 ’之本 字 ，筐就 是

‘箱’，後世相焉法亦概稠眼眶焉 ‘眼箱’。’，④缪锐可徒。

    大焉 公焉。以大焉稽公焉，大概是徒形艘较大所得。“大

焉⑤先针车，髁焉先针右，後罩者栽之。”（卷一 24) “焉换肚
黄速须臀，跺大二焉各须知，大焉患峙速肚踵，小焉侵奶亦侵

膺。”（卷三，165) “用针之法，大焉先针左，跺焉先针右，须用

指按定，血筒要育。”（卷三，210) “跺焉”，《改供四聱篇海 ·焉

部》引 《奚趋》：“跺，牛匕焉。”《正字通 · 焉部》：“跺，俗呼牝

焉，即草焉。”上褚例中均以 “大焉”舆 “跺焉”封攀使用，跺

焉篇母焉，则大焉指公焉就是很明颖的了。《大祠典》‘亠大焉，官

名。”未及此羲。

    蛾眉 指焉领下勤胍血管。由於敲血管封稽膏曲於下颚雨

遏，形似蛾眉，故名。“若板着或刀子割着涎血，乃用乾冀或纸

塞瘩口治之，大忌揖着蛾眉。”（卷三，208) “後代瞥工细意取，

莫犯涎血及血胎。涎胎犯着猫可潦，犯着蛾眉惹褐炎。”（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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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登峙脑腑频睦喘，急唤瞥人取结阴。手奔之峙猫小可，犯

着蛾眉惹褐炎。”（卷五，297） 《元亨潦焉集》：“肌肉勿令惕箱，

莫犯涎高舌胎，迥避蛾眉血管。” （卷五，568) “舌胎傻棺猫可

僚 ，犯着蛾眉惹褐炎。” （卷五，569） 《大祠典》“蛾 眉”修未及

此羲。

    食槽 焉的下领 凹，介於焉左右下领骨之简的窿稽 内。“此

焉行步稍敷，牵勤便卧⋯⋯食脏繁急，食槽踵硬，须烙肺阴。”

（卷二，122) “肺牵病状又如何，食槽下面踵硬多。” （卷二，

122) “食槽壅毒，氧结，喉骨高者，用粟治之。歌曰：食槽草结

有二般，就中氧结脂膜躔。夹喉食槽喉骨踵，紧硬忙臀臀壹寒。”

（卷五，298) “夙喉颏下食槽膜，阴喉速下蜜脂曼。” （卷六，

312) “潭身汗出肺家章，食槽下面硬如傅。”（卷六，318) “氧塞

周身烧汗出，食槽裹面似瓜萎。”（卷六，330） 《元亨燎焉集》亦

兑：“令默食槽服踵，硬核填喉，伸颐直项，鼻孔流膘，水草雌

咽，晚嗽速聱。”（卷四，408） 又 “如食槽之内有瘰疮结之而服

者，就於槽结穴中，以针刀刺破，取出病核，此谓槽结也。”（卷

五，512） 《大祠典》“食槽”列 “猫伏握”和 “银牲口峙聍铜料

的器具”雨侗羲项 ，未及此羲 。

    冀 口 肛阴。出冀之 口，故名 。《大祠典 》未收绿 。“笙足鞋

抬峙哽氧，喘粗搐肷颐危危。冀口黑漉不可治，若姆身颤可通

臀。”（卷三，182) “冀口黑漉”，指肛阴附近呈黑色潺漉状。《安

骥集》中，焉肛阴又叫 “踢窥”。“皮急更加速踢窥，瞥家莫作破

惕夙。”（卷二，82) “窥”有 “洞；孔穴”之羲。明郎瑛 《七一修

颊稿 ·羲理一 ·人中》：“人有九窥，自人中而上皆笙，自人中而

下皆翠，故云此HlJ可名篇窥中矣。”《素简 · 隐踢磨象大渝》：“故

清喝出上窥，镯隐出下窥。”王冰注：“下窥，谓前隐後隐。”故

“踢窥”指焉 的肛 阴。“踢窥”《大祠典》亦未收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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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能 本文是根捺肇者提交给 “第五届中古团隙漠藉季衍研

封含”（安徽燕湖，2005年 n 月）的渝文修改而成。含哉期简
得到董志翘先生 、汪维辉先生和王霎路先生的指教 ，特此致榭 。

〔注释〕

①祥兑挪介正、和文能 《司牧安骥集校注 · 前言》，2001年中团晨桨
  出版社；榭成侠 《司牧安骥集 · 跋》，1957年中苹害局。但徒文献

  的藉言状况看，磨敲锐，即使是成害於唐代甚至更早的那部分内容，

  在庭代傅刻遇程中，也握遇了後代不同程度的修改。因此，徒韶料

  角度锐，把 《安骥集》视篇金元以前文献遗是比较合宜的。

② 《元亨瘵焉集》，古代默瞥擎名著，明代安徽六安人喻本元、喻本亨

  兄弟合撰。引文橡山束科攀技衔出版社 1983年版 《元亨潦焉集静序

  注释》。

③清嘉蔓傅述凰、傅善茛撰。引害檬江棘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着耕

  集》。

④兑 《商民要衍校释 （第二版）)｝ 卷六 “上曲如题匡”句注 （P. 3 95）。

  中圃晨桨出版社，1998年。

⑤ “大焉”，《元亨潦焉集》引作 “口焉”。“口焉”，又作 “兑焉”，即

  公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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