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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方书剂量考

"

!王国琛!!天津市东丽区中医院!天津 "##"##"

关键词!剂量!方书!唐代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剂量是中医不传之秘$% 有的时候选择相同

的药物&剂量不同&疗效就可能相差很大&所以剂量

应当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想要掌握古代经典方剂的

剂量&首先要研究药物的计量进制和折算方法% 唐

朝疆域辽阔&其势力东至朝鲜半岛&西北至中亚&北

至蒙古&南至印度% 其行政机构完备&法律制度严

密&经济繁荣昌盛% 成为当时世界上极为富庶和高

度文明的大国% 正因为此&中医药学在这一阶段得

到了全面发展% 因此&探讨唐代方书中的剂量及其

与现代的折算方法至关重要%

在方剂形成的早期&最初的药物剂量主要就是

个体数目或估量&对形体规格较为一致的药物&用

个'枚'束'颗'把'片等作为量(对于形体不规整或细

碎不易计数的药物&采用比较的方法&即拟量方法&

如拳大'鸡子大'弹子大'梧桐子大&大如指'大如掌'

大如手'大如黍等% 随着方剂由单方向复方发展&药

物剂量也从估量向精确进步&逐渐出现了长度'容

量'衡重单位%

唐代以累黍之法来确定度量衡的单位标准和换

算关系% 度量衡制度分为大制和小制&大'小制之间

有固定的比例关系&容量和衡重的比值均为 ")*&即

三小升为一大升&三小两为一大两% 医药'天文'音

律及礼仪用度量衡均为小制&而日常生活中公私皆

用大制% 有)旧唐书*食货志上+为证,#凡权衡度量

之制,度&以北方纒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

十寸为尺&十尺为丈% 量&以纒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

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升为大升&三

斗为大斗&十大斗为斛% 权衡&以纒黍中者百黍之重

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 调

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制用小升小量&自余公

私用大升大两% --其量制&公私又不用龠&合内之

分&则有抄撮之细%$唐玄宗时修订的)大唐六典+也

有类似记载,#凡积纒黍为度量衡&调钟律&测晷景&

合汤药则用之(内外宫私&悉用大者$% )晋书*律历

志+指出了药秤不能随便改变的意义&即#医方&人

命之急&而秤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其实&在唐代

处方中&偶尔也用大制&如#生姜五大量$'#独活一

大两$'#昆布二大两$等% 唐武德四年!+%*" 进行

了一次货币改革% 是年唐高祖废除应用了 ,## 多年

的#五铢钱$&改铸#开元通宝$% 规定钱径八分&重

二铢四累&十枚重一两% 正是这次货币改革&为

#钱$作为衡名创造了条件% 从此钱衡不但用于日

常生活&也用于#药秤$中&而且钱衡也是大小制并

存.*&%/

%

这一时期方书中中涉及到的剂量单位主要有

!*"衡重,铢'分'两'斤等% !%"容量,升'合'钱匕'

方寸匕'刀圭等% !""长度,寸等% 还有不确定的剂

量如,枚'颗'握等% 现分别讨论如下,

*!衡重

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中吸收刘复'吴大徵

对出土的新莽时期货币'嘉量推算的数字平均&认为

汉代 * 两合今之 *"-'% .&东汉度量衡制度承新莽制

制度未变&所以东汉的称量与新莽同% 在 %# 世纪

+# /,# 年代&这个数字一般认为比较可靠% 因此&

*'," 年出版的)中医名词术语选释+'*',, 年出版

的)中药大辞典*附篇+和 *',' 年出版的)简明中医

辞典+都引用了此说% 丘光明在)中国科学技术史*

度量衡卷+中利用考古发现的古代的权'升等器具

以及历史典籍&考证记载西汉每斤合 %0# .!* 两合

*0-+ ."&新莽时期每斤 %10 .!* 两为 *0-" ."&东汉

每斤合 %%# .!* 两为 *"-2 ."% 虽然现在对于汉代

衡重仍旧众说纷纭&但丘光明的考证得到大多数学

者的认可."/

%

查阅相关资料未见考古学方面有对唐代实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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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而且大多数学者认为唐代医书中秉承了东汉

的度量衡制度&故我们认为唐代方书中每斤合 %%#

.&每两合 *"-2 .% 铢为 *8%1 两&即一铢合今之

#60,0 .(一分为六铢&即 "-10 .(唐开元时铸开元

钱&改变了以铢命钱名制&实行#一钱重二铢四薱&

积十钱重一两$&即一钱为 *8*# 两&合 *-"2 .% )广

济+方疗脚气冲心闷&洗脚渍汤方中以#糜穰一石&

纳釜中$治之% 石作为重量单位用以表示权衡&是

以容量单位来参照描述其大小的% 通过已经出土的

与#石$量相关的实物&大致可换算出&三十斤为一

钧&四钧为一石&故一石计一百二十斤% 当然&隋唐

之石亦有大小之分&小石即汉制&大石乃三倍于汉

!小石"&此处之石仍为小石%

%!容量

%-*!斛"斗"升"合"勺!古方容量&有斛'斗'升'合'

勺之名&均以十进制&即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

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1/

% )汉书*律历志+曰,#量

者龠'合'升'斗'斛也--以子谷柜黍中者千有二百

实其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

斛%$

.*/南宋末年以后&改五斗为一斛% 明)本草纲

目+指出,#量之所起为圭&四圭为撮&十撮为勺&十

勺为合&十合为升&五斗为斛&二斛为石%$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 年出版的)中医

名词术语选释+'*',, 年出版的)中药大辞典+'*','

年出版的)简明中医辞典+认为东汉一升合今 *'2

95% 湖北中医学院主编&*',' 年出版的)伤寒论选

读+则认为原书东汉一升合今 +# /2# 95或 *" /"#

.% 根据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东汉 #光和大司农铜

斛$'东汉#元初大司农铜斗$'#商鞅铜方升$及现藏

南京博物院东汉#永平大司农铜合$等&折合东汉时

期的一斗为今之 % ### 95&一升为 %## 95&一合为 %#

95

.*/

% 我们据此推算&一斛为十斗&即 %# ### 95&一

勺为 *8*# 合&即 % 95%

如何折算成重量&宋)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

本草+已有记载,#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毕秤五两

为正(蜀椒一升者&三两为正(吴茱萸一升者&五两为

正%$方剂学六版教材认为依据药物质地的轻重&一

升约三至九两左右.1/

% 有人选容量 %##95的量筒

作为 * 升&将药装入量筒内轻轻摇匀至所需量 " 份&

称其重量取平均值&其数据如下,半夏 * 升 '# .&五

味子 * 升 ,1 .&麦冬 * 升 *%# .&火麻仁 * 升 **# .&

葶苈子 * 升 *"# .&芒硝 * 升 *%# .&豆豉 * 升 *## .&

吴茱萸 * 升 2# .&赤小豆 * 升 *02 .&粳米 * 升 *,+

.

.0/

%

%-%!方寸匕"刀圭"撮"钱匕"半钱匕"一字!容量单

位中&除合'升'斗'斛之外&还有方寸匕'钱五匕'刀

圭'钱匕'半钱匕'一字等% 这些计量方法是用于称

量散剂或粉末状药物的% 对此&陶弘景有详细的说

明,#凡散药&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之一&准如梧桐

子大也% 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为度

--一撮者&四刀圭也%$郭思还有所补充,#钱匕

者&五铢铜钱上全抄也--半钱匕者&一钱抄取一

边%$

.+/

方寸匕的使用最早可能见于东汉早期% 从)伤

寒杂病论+开始&其后的医书如)肘后方+')千金

方+')外台秘要+等书中散剂主要以方寸匕计量%

虽有陶氏#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为

度%$之论&但现代人对方寸匕的大小'形状仍众说

纷纭&难以定论% 吴怀棠认为&方寸匕即汉制一方寸

匕面积大小&类似尖刀的药具% 张同振认为&#匕$

为食器&曲柄浅斗&状如今之羹匙% 刘渡舟教授认

为&方寸匕呈正方形&有柄&其边长一寸&故名#方

寸$&量药约合今之 *# .左右% 叶森认为方寸匕是

容器为 * 立方寸的立方形容器&其容量为 *%-*+,

:9

" .,/

% )方剂学+六版教材认为一方寸匕药散约合

五至八分&今用 % /" .

.1/

% 岳美忠解释五苓散的服

药量时说,#一方寸匕草木药末约为 * .&日服 " 次也

只有 " .$

.0/

% *',' 年版)简明中医辞典+认为方寸

匕形状如刀匕&大小为古代一寸正方% 一方寸匕约

等于 %-,1 95&盛金石药末约为 % .&草木药为 * .左

右.2/

% %##1 年最新版的)中医大辞典+也同意这种

观点.'/

% 我们认同这种相对权威的观点% 刀圭是

形状如刀圭的圭角&一端尖形&中部略凹陷% 一刀圭

约等于一方寸匕的 *8*#

.2/

% )说文+,#撮&四圭也&

一曰三指撮$% 撮&又称三指撮&是用两三个指头挟

取散药的量% 最初时只是一种大约估量的单位&汉

代固定为计量单位.*#/

%

钱匕&指汉武帝元狩五年!前 **2 年"所铸五铢

钱!直径 %-" :9&内孔边长 *-#0 :9"&用此钱方孔外

至周边盛药不落为准.0/

% )方剂学+六版教材认为&

一钱匕药散约合三至五分&今用 * /% .

.1/

% 我们认

为 *',' 年版的)简明中医辞典+认为#一钱匕约今

五分六厘&合 % .强$的观点更权威.2/

% 半钱匕&系

用五铢钱的一半面积抄取药末&以不落为度&约为一

钱匕的二分之一&即 * .强%

一字&容量单位% 以开元通宝钱匕!币上有开

元通宝四字分列四周"抄取药末&钱面共有四字&将

药末填去钱面一字之量&即称一字.*#/

%

"!长度

长度作为剂量方法&由于没有对药物的厚薄'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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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作出限制&是很不精确的% 从马王堆古医书到武

威汉代医简和)伤寒杂病论+可以看出这种计量方

法趋于减少的趋势&唐代以后已经不易见到这种计

量方法了% 在容量和重量的计量工具不完善的情况

下&古人只能采取长度测量法来称量药物.+/

%

根据)汉书*律历志+的记载&度的标准是以黄

钟律管的长度为 '# 分&即九寸&在加上 *# 分为一

尺% 校正的标准是选取中等大小的黍排列起来!累

黍"&*## 粒为一尺% 度的单位有分'寸'尺'丈'引&

皆为十进制.+/

%

国家计量总局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对

十四把出土的汉尺进行了测量&得知&汉 * 尺等于

%"* /%"0 99&一般以 %"# 99为准% * 寸等于 %"

99% 唐代的尺有大小尺之分&小尺即黍尺&朱载癱

说,#黍尺以开元钱之径为一寸%$吴大徵曾以开元

钱十枚平列&还#适合开元尺一尺$% 按所摹之尺长

实测为 %1-+' 厘米!同计算长度 %1-0,2 厘米极接

近"% 而唐小尺迄今未见传世的实物&所以我们暂

时接受这种观点.**/

%

至于长度折合成重量&陶弘景)神农本草经*序

例+中言,#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毕&重半两为

正% 甘草一尺者&重二两为正%$北京中医药大学郝

万山教授考证麻子仁丸中的厚朴一尺&按照汉代的

标准&一尺是 %" :9&因为宽和厚没有说&于是采用

今天使用的中等大小的厚朴&就是宽 "-0 :9&长 %"

:9&称重大概是 *0 .% 唐代方书中有#蜈蚣一寸$'

#蛇蜕皮七寸$'#生地黄长一寸$等原文&其中药物

的精确重量还待进一步考证%

1!药物中的估量单位和拟量单位

对于各种不规范的估量'拟量单位&从南北朝时

陶弘景就开始着手进行规范工作,#有云如细麻者&

即胡麻也&不必扁扁&但令较略大小相称尔% 如黍粟

亦然&以十六黍为一大豆也% 如大麻子者&准三细麻

也% 如胡豆者&即今青斑豆是也&以二大麻子准之%

如小豆者&今赤小豆也&粒有大小&以三大麻子准之%

如大豆者&以二小豆准之% 如梧子者&以二大豆准

之% 一方寸匕散&蜜和得如梧子&准十丸为度% 如弹

丸及鸡子黄者&以十梧子准之$% 宋代郭思又有补

充,#一把者&二两(草一束者&三两--巴豆以枚计

者&去皮&半两准二枚(枳实以枚计者&去穰&二分准

二枚(枣三枚准一两(生姜一累半两$

.+/

% )方剂学+

六版教材概括为,一鸡子黄;一弹丸 ;1# 梧桐子 ;

2# 粒大豆;*+# 粒小豆 ;12# 粒大麻子 ;* 11# 粒

小麻子!古称细麻&即胡麻"

.1/

%

有人对以个数计量的且单个大小悬殊不大的品

种如杏仁'桃仁'乌梅等无选择性地计数 " 份&称其

重量取平均值(对单个大小悬殊较大&但不强调大小

个的&如瓜蒌'附子等&则取中等有代表性者&按数称

量 " 份取平均值(对明确要求大小个的则按要求选

称计量&称得,附子 * 枚&大者 "# .&中等者 %# .(瓜

蒌大者 *"# .&中等者 +# .&小者 "# .(杏仁 *## 粒 1#

.&* 粒 #-1 .(桃仁 *## 粒 "# .&* 粒 #-" .(虻虫 *#

个 "-""" .&栀子 *# 枚 ' .&枳实 * 枚 *-0 .&枳壳 *

枚 %# .&半夏 *# 枚 , .&乌梅 *# 枚 ' .% 石膏如鸡子

大&以我国传统鸡所产中等大小的鸡蛋为准&+# .(

竹叶一把!中等把松握"*# .

.0/

% 生草乌 * 枚 0 .(槟

榔 * 枚 , .(大腹皮 * 枚 0 .(贯仲 * 枚 +# .(僵蚕 *#

条 0 .(水蛭 , 条 *# .(郁李仁 %# 粒 * .

.*%/

%

其实&估量性单位&如大枣用枚'葱白用茎'生姜

用片等计量方法&因使用方便&至今仍在临床中使

用%

经以上文献和实物考证&我们认为&唐代方书中

一斤约等于 %%# .&一两约等于 *"-2 .(一升约等于

%## 95&一合约等于 %# 95(一尺约等于 %1-+' :9%

一方寸匕约等于 %-,1 95&盛金石药末约为 % .&草木

药为 * .左右% 一钱匕约今五分六厘&合 % .强% 半

钱匕&即 * .强% 应该说这基本可以反映出唐时处

方的实际用量&至于其是否适用于今人&还需要接受

医药科学实践的检验和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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