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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大醫簡「一沺一傅」談簡帛醫藥文獻所見

「洒」與「傅」

鄧佩玲 *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北京大學於 2009年入藏一批西漢竹簡，當中醫簡 711枚，內容大致分為「醫方目錄」、「醫

方甲」、「醫方乙」和「醫經」四類，相關資料可參見李家浩、楊澤生〈北京大學藏漢代醫簡

簡介〉一文（《文物》2011 年 6 期）。根據整理者公佈之圖版可知，北大簡第 2870 簡記有古

醫方「秦氏方」，簡文云：「一沺一傅，它惡傷亦可。　　•秦氏方。」「秦氏」之名亦見《史記•

扁鵲列傳》：「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因此，過去嘗有學者認為「秦氏」有可能是

戰國時期之神醫扁鵲。

「一沺一傅」，「沺」於經傳中鮮見，疑應「洒」之誤，具「洗」義。「傅」則屢見於簡

帛醫藥文獻中，有「塗抹」之意。在馬王堆漢墓醫書中，「洒」及「傅」二詞經常相連出現，

例如〈五十二病方•白處方〉云：「二日，洒，以新布孰暨（摡）之，【復】傅。」又〈雎（疽）

病〉云：「日一【傅】樂（藥），【傅】樂（藥）前洒以溫水。」「洒」及「傅」應是古代常

見之治療方法。本文擬先借助北大簡「秦氏方」中「一沺一傅」之記述，對「沺」與「洒」之

關係作出釐清，然後再結合簡帛醫藥文獻中「洒」及「傅（敷）」之記載，期望能對兩者之性

質及應用情況作更進一步之討論。

關鍵字：北大簡、馬王堆漢墓帛書、「洒」、「傅」、秦氏方

* 聯絡人：鄧佩玲，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逸夫教學樓 850 室，電話：+ 852-
39177300，電子郵件信箱：tangpl@hku.hk

前　　言

2009 年初，北京大學入藏一批海外回歸西漢

竹簡，當中完整簡 1,600 枚，殘斷簡 1,700 餘枚，

估計原有整簡數約在 2,300 枚以上。竹簡基本資

料及少量圖版已經在北京《文物》期刊 2011 年 6

期發佈。1此批竹簡全屬於古書類，內容豐富廣泛，

包含近20種文獻，涵蓋了「六藝」、「諸子」、「詩

賦」、「兵書」、「數術」、「方技」六大門類。2  

北大醫簡共 711 枚，其中整簡 516 枚，殘簡

185 枚，乃是繼馬王堆漢墓醫書及武威漢代醫簡

之後，另一批數量較多並且價值較珍貴的出土醫

籍。醫簡本身沒有書名，但據其內容大致可分為

「醫方目錄」、「醫方甲」、「醫方乙」和「醫經」

四類，記錄大量的古醫方、病候及藥性等資料。3  

根據《文物》2011 年 6 期提供的醫簡圖版可

知，簡 2870 記有「秦氏方」一則：「一沺一傅，

它惡傷亦可。　　‧ 秦氏方。」4《史記 ‧ 扁鵲

倉公列傳》嘗言：「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

秦氏，名越人。」5 朱鳳瀚因而指出「秦氏」或許

即是戰國時名醫扁鵲。6 先秦兩漢時期以「秦」為

氏之人甚多，「秦氏」是否即傳說中之扁鵲已難

以肯定，但該方於醫史研究的價值確實是毋庸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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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一沺一傅」之「沺」，从水从田，於先秦

兩漢典籍中較為鮮見，檢諸馬王堆漢墓古醫書，

與「傅」經常連用的有「洒」，故「沺」應該是

「洒」之誤字。本文將以北大簡「一沺一傅」為

例，說明「沺」、「洒」二字間的關係，然後再

結合出土醫藥簡帛文獻的記述，對「沺」、「傅」

兩者的性質及使用情況作進一步了解，期望能為

中華醫史之探究略盡綿力。

北大簡「一沺一傅」釋義

北大醫簡第 2870 簡記有「秦氏方」，其云：

一沺一傅，它惡傷亦可。　　•秦氏方。7 

「秦氏方」為醫方自名，醫方名稱位於方劑之末，

並以墨點「‧」標示，此與武威漢簡中方劑名稱

位於簡首的做法並不相同。而且，由於整理者只

對醫簡作選擇性公佈，故暫時未有方劑的主治疾

病、成份及用藥份量等資料。不過，從「傅」及「惡

傷」二辭能夠推測，「秦氏方」應該是外用方劑，

主要治療外科創傷。

「一沺一傅」，「沺」从水从田，簡文書作「  

」。該字於傳世古書較為鮮見，僅存數例，最早

的例子見於《墨子‧備穴》篇：

蓋持 ，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

以盆盛 ，置穴中，丈盆毋少四斗，即熏，

以自臨 上，及以沺目。8  

「沺」，日本寶曆本書作「油」。9事實上，「沺」、

「油」互訛亦見於古醫書，如明朱橚等編之《普

濟方》有「血瘤色如繫茄軟白油瘤」10 一語，「油」

於《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沺」。11 雖然如此，

「目」既指眼睛，如將「沺目」釋為「油目」，

似亦扞格不通。至於南梁顧野王《玉篇 ‧ 水部》

亦收有「沺」字：「沺，大水也。」12 又《廣韻‧

先韻》嘗引《字林》曰：「沺，沺沺，水勢廣大

無際之皃。」13 諸家大多認為「沺」乃水廣大無

際之形容。但從文意可見，《墨子 ‧ 備穴》本記

守備之法，「救目」是指應付敵人以煙薰進攻的

方法（即用盆將「 」放在穴道中，當煙霧來時，

士兵便把臉貼近「 」）。倘若將「沺目」中之

「沺」訓為「大水」，文意上確實難通。清人畢

沅嘗注意到相關問題：「《玉篇》云：『沺，大

水也。』未詳。」14 又俞樾據寶曆本指出：「『沺』

疑『油』之壞字。」15 至於孫詒讓另闢蹊徑，以

為「沺」當為「洒」之誤字，並解釋云：「〈西部〉

籀文『西』作『卤』，故訛作『田』形。『洒目』

即以救目也。」16 

其實，在以上眾說中，孫詒讓以為「沺」乃

「洒」之誤，其說可謂獨具慧眼，極具參考價值，

傳世外、傷科文獻中雖未見有關用例，但新出醫

簡材料卻能為有關說法提供進一步佐證。在西漢

馬王堆漢墓醫書中，「洒」、「傅」二字經常並

列出現，乃先後的兩種治療程序，例如：

二日，洒，以新布孰暨（摡）之，【復】傅。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白處方〉）17  

一，爛疽：爛疽者，□□起而□□□□□□□ 

□冶，以彘膏未湔（煎）者灸銷（消）以和

□傅之。日一【傅】樂（藥），【傅】樂（藥）

前洒以溫水。（馬王堆〈五十二病方 • 雎

（疽）病〉）18 

乾，復傅之，而以湯洒去藥，已矣。（馬王

堆〈五十二病方•癰〉）19 

「洒」字於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屢見，字形

多具變化，茲列出部分字形如下：

(1)〈 病〉行 178 (2)〈【諸傷】〉行 22 (3)〈白處方〉行 131

(4)〈身疕〉行 428 (5)〈癰〉行 379 (6) 〈犬筮（噬）人傷者〉

行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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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从水从西，「西」於古文字材料中多見，

殷商契文書作「 」、「 」、「 」、「  

」等形，20 兩周金文則作「 」、「 」、「  

」等，21 楚簡「西」有「 」22、「 」23、「

」24、「 」25諸形。另「西」亦屢見於睡虎地秦簡，

但《日書》甲、乙種的寫法卻不相同：乙種「西」

字保留了較多的楚簡遺緒，如「 」（簡 74）及

「 」（簡 75），而在「 」（簡 142）及「

」（簡 169）中，「西」的底劃雖然已分作折、

直兩筆書寫，但字頂橫劃仍與直筆緊接。與之不

同的是，《日書》甲種所見「西」如「 」（簡

60 正）、「 」（簡 118 背）、「 」（簡 140 背）

等，其筆法經已明顯與隸書較為接近。下逮西漢，

西漢馬王堆漢墓簡帛中「西」字書作「 」、「

」、「 」等，26 其寫法仍與楚簡一貫。但是，

再檢諸年代稍晚的銀雀山竹簡及武威《儀禮》簡，

「西」已書作「 」、「 」27、「 」、「

」28 等形，字形與漢印及碑文中之「 」（〈西

郭臨印〉）、「 」（〈西安處里〉）29 及「

」（〈華山廟碑〉）30 甚為類近。

由是可見，馬王堆漢墓簡帛所見的「西」字

保留了較多楚簡形體特徵的元素，其作「 」、

「 」、「 」等形，確實與書作「 」、「 」、

「  」31 之「田」字於字形上尤為相似，兩者容

易混淆。基於字形因素，北大簡「一沺一傅」中

之「沺」應是「洒」字的誤寫。「洒」，洗滌也，《說

文‧水部》云：「洒，滌也。从水，西聲。」32「洒」

从「西」得聲，與「洗」上古同屬心紐文部字，33

兩字古通，如《孟子 ‧ 梁惠王上》「願比死者壹

洒之」，焦循《正義》云：「洒、洗古通。」34又《莊

子‧山木》「洒心去欲」，陸德明《釋文》釋「洒」

云：「本亦作洗，音同。」35「洒」、「洗」二字

音義俱同，「洒」或當是「洗」之古字。因此，「一

沺〔洒〕一傅」疑即「每日洗一次、傅一次」之意，

類似的描述亦見馬王堆〈五十二病方 ‧ 蟲蝕〉，

其云：「日壹洒，日壹傅藥，……。」36 據此，《墨

子 ‧ 備穴》中之「沺目」亦應即「洒目」之誤，

「洒目」即「洗目」。

宜注意的是，〈備穴〉此段記述誤字較多，

如「 」字，俞樾云：「『 』疑『醯』之壞字。」  
37「醯」，大部分論者認為是酒的一種，即「酢」，

味酸，如《周禮‧天官‧疾醫》云：「以五味、

五穀、五藥養其病。」38 鄭玄注：「五味，醯酒

飴蜜薑鹽之屬。」39賈公彥《疏》曰：「醯則酸也。」

40 又《左傳‧昭公二十年》：「和如羹焉，水、火、

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

41 孔穎達《疏》：「醯，酢也。」42 此外，亦有學

者逕釋「醯」為「醋」，如《論語‧公冶長》云：

「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43 邢昺《疏》云：

「醯，醋也。」44 或許受邢《疏》之影響，現代

遂有學者提出〈備穴〉中之「醯」可解釋為醬醋。

45 但事實上，用指醬醋之「醋」字出現較晚，最

早僅見於《廣韻‧暮韻》：「醋，醬醋。」46「醋」

於先秦兩漢時仍是指酒，即「酢」，如《儀禮 ‧

士虞禮》云：「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

受爵，尸荅拜。」47 胡培翬《正義》：「醋同酢。」

48 因此，邢昺《論語疏》雖釋「醯」為「醋」，

但其實仍是酒，即「酢」，並非醬醋。除此之外，

「醯」亦見於馬王堆墓醫書中，經常與其他藥材

配合使用，如〈五十二病方 ‧ 白處方〉云：「□

而乾，不可涂（塗）身，少取藥，足以涂（塗）

施者，以美醯□之於瓦 中，漬之□可河（和），

稍如恒。」49 又〈 病〉云：「一，以醯、酉（酒）

三乃（ ）煮黍稷而飲其汁，皆□□。」50 

綜上所述，《墨子 ‧ 備穴》記行軍打仗要準

備「醯」，並放置於盆中，當烟來臨時，便俯望

盆中的「醯」，藉揮發的酒氣「洒目」，洗滌雙眼。

而相關記述亦見於《春秋繁露‧郊語》「醖去煙」  
51，可資與〈備穴〉相互印證，但「醯」被誤寫為

「醖」，孫詒讓指出：「醯可禦烟，故以救熏穴也。

《藝文類聚》引此亦作醖，則唐宋已誤。」52 

總括而言，「西」進入隸書後字形開始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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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與「田」的差異較大，由是可推測，「沺」

與「洒」之間的混淆出現應該較早，可能在楚簡

字形發展至隸書之間的階段經已產生。並且，從

「一沺一傅」及「沺目」兩例可知，「洒」誤寫

作「沺」之情況在先秦兩漢時絕非個別例子。而

「沺」字於先秦文獻《墨子》出現後，東晉郭璞〈江

賦〉嘗云：「溟漭渺湎，汗汗沺沺。」53「沺沺」

雖然於典籍中未見其例，但「洒洒」卻曾出現，

且多見於古醫書《素問》中，如〈診要經終論〉云：

「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洒洒時寒。」54 王冰注：

「洒洒，寒貌。」55 除「洒洒」外，另有「洒然」

一辭，如〈風論〉云：「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

熱而悶。」56 王冰注：「洒然，寒貌。」57 而馬王

堆漢墓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亦有相關用

例，如：「是動則病：洒洒病寒，喜龍，婁（數）

吹（欠），……。」58「洒洒」有寒冷之意。郭璞

精於文字詁訓之學，本文實在懷疑，郭氏是否早

已洞悉「沺」實為「洒」之誤，而賦體著重辭采

鋪陳，因而刻意以「沺沺」代替「洒洒」，表達

江面寒冷？而後代訓釋家亦未能了解其意，遂引

致後世字書將「洒」誤解作「大水」，正如李善

注云：「沺沺，皆廣大無際之貌。」59  

�簡帛古醫書所見「洒」與「傅」

「洒」意指洗滌，而「傅」，則可以通「敷」，

有「塗」、「抹」等意，如《廣雅‧釋言》云：「傅，

敷也。」60 王念孫《疏證》云：「傅、敷古同聲

而通用。」61《墨子 ‧ 備城門》「密傅之」下孫

詒讓《閒詁》引蘇云：「傅即塗也。」62 唐玄應《一

切經音義》云：「傅，謂塗附也。」63 在出土的

簡帛古醫書中，「洒」、「傅」經常相連出現，

應該是兩種關係密切的治療程序，例如：

(1) 產痂：先善以水洒，而炙蛇膏令消，傅。

三傅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 • 加

（痂）〉） 64 

(2) 一，涿（瘃）：先以黍潘孰洒涿（瘃），

即燔數年【陳】藁，□其灰，治□□□傅

涿（瘃）。已傅灰，灰盡漬□□□摹以捚

去之。已捚，輒復傅灰，捚如前。【雖】

久涿（瘃），汁盡，即可瘳矣。傅藥時禁

□□□□。嘗試。•令。（馬王堆〈五十二

病方•身疕〉）65  

以上兩則方劑均記載「傅」藥前必須進行「洒」

之程序。如 (1) 的方劑主治「加（痂）」，「痂」

古有二義，其一為皮膚疥病，另一是指瘡疥傷愈

後形成的瘢痕組織，66「產痂」亦即「生痂」。67

治療「生加（痂）」可採用外敷的方法，但上藥

（「傅」）前必須用水洗滌（「洒」）患處。至於 (2)

中，「涿」應讀為「瘃」，《說文 ‧ 部》云：

「瘃，中寒腫覈。」68《漢書 ‧ 趙充國傳》「手

足皸瘃」下顏師古注引文穎曰：「瘃，寒創也。」

69「瘃」指凍瘡，治療凍瘡可用「黍潘」（即黍米

汁）70 洗淨傷口，然後再敷上稻草灰。不過，除

了先「洒」後「傅」外，簡帛醫籍中尚有先「傅」

後「洒」的例子，如：

(3) 一，頤癰者，冶半夏一，牛煎脂二，醯六，

并以鼎□□□如□ ，以傅。勿盡傅，圜

一寸。乾，復傅之，而以湯洒去藥，已矣。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癰〉）71  

(4) 欲止之，取黍米泔若流水，以洒之。（馬

王堆〈雜療方〉）72  

(3) 中的「頤癰」，《方言》卷十：「頤，頜也。」  
73《漢書 ‧ 東方朔傳》「擢項頤」下顏師古注：

「頤，頷下也。」74「頤」即下頷。冶下頷癰病的

人，可以半夏、牛脂、醯等混合的膏藥外敷，乾

燥後再重新塗上，最後以「湯」（即熱水）清洗，

便會痊癒。又 (4) 的前文記壯陽外敷藥的製造及用

法，簡文中的「洒」是指洗去外敷的膏藥。

綜上所見，「洒」、「傅」在古醫方中經常

是並用之治療程序。不過，除了並列出現外，在

簡帛醫書中，「洒」、「傅」亦有不少單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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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本文以下將綜合出土文獻及傳世典籍的

記述，分別對「洒」、「傅」的性質及使用情況

作進一步的探討。

1. 簡帛醫書所見「洒」

「洒」古具洗滌之義，但除指患處的清洗

外，簡帛醫書中尚有通作「灑」之例，如馬王堆

〈五十二病方‧ 病〉云：「一， ，坎方尺有半，

深至肘，即燒陳稾其中，令其灰不盈半尺，薄洒

之以美酒。」75「洒」讀為「灑」，「洒之以美酒」

指在正燃燒的坑上潑灑美酒，以助火勢。又「洒」

可指藥材的沖洗，其例有如馬王堆〈雜療方〉的

「孰洒 （澣）其包（胞）」76 及〈胎產書〉的「必

孰（熟）洒 （澣）【胞】，有（又）以洒 （澣）」  
77，兩者均記對胎胞作徹底清洗。至於〈養生方〉

的「為便近內方」中記藥材之清洗云：「用瘨（顛）

棘根刌之，長寸者二參，善洒之。」78 

不過，在簡帛醫藥文獻中，「洒」最常見的

用法仍是指對患處的清洗，但用何物作出清洗？

除了少部分例子外，醫方多未有清晰交代，如：

(5) 二日，洒，以新布孰暨（摡）之，【復】傅。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白處方〉）79  

(6) 傅【藥】必先洒之。日一洒，傅藥。傅藥

六十日，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

【治 】〉80  

(5) 乃治「白處」之醫方，以丹砂、鱣魚血或雞血

塗敷患處兩天，清洗乾淨後復以布拭乾，再敷。

但該用何物作出清洗？簡文未有言明。又 (6) 乃治

療「 」的外敷方劑，簡文刻意強調敷藥前需清

洗患處，每日一次，再敷上膏藥，但卻未有清晰

交代「洒」應用何物。

至於在具較清晰說明之例子中，「湯」最常

用於清洗患處，如：

(7) 乾，復傅之，而以湯洒去藥，已矣。（馬

王堆〈五十二病方•癰〉）81  

(8) 先孰洒騷（瘙）以湯，潰其灌，撫以

布，令□□而傅之，一夜一 。（馬王堆

〈五十二病方•乾騷（瘙）方〉）82  

(9) 一，稍（消）石直（置）溫湯中，以洒癰。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諸傷】〉）83 

《說文 ‧ 水部》：「湯，熱水也。」84「湯」即

今日所稱的沸水，而 (9)的「溫湯」應指溫水。(7)、

(8) 二則主治皮膚病，熱水將患處溫度增高，血管

擴張，血液循環旺盛，促進炎症消散與吸收作用。

而 (9) 中「諸傷」統言各種外傷，由於熱水能刺激

傷口，有礙血液凝固，故「諸傷」不用「湯」清洗，

宜用「溫湯」。

除了「湯」外，在簡帛醫方中，水、酒及「汁」

均可用於清洗患處，如：

(10) 一，產痂：先善以水洒，而炙蛇膏令消，

傅。三傅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 •

加（痂）〉）85  

(11) 【先】以酒洒，燔朴炙之，乃傅。（馬王

堆〈五十二病方•加（痂）〉）86  

(12) 一，煮莖，以汁洒之。冬日煮其本。（馬

王堆〈五十二病方•犬筮（噬）人傷者〉）87  

(13) 【治 ︰ 】者，…… （煮）叔（菽）

取汁洒□，……，再膏傅，而洒以叔（菽）

汁。（馬王堆〈五十二病方•【治 】〉）88 

(14) 一，煮麥，麥孰（熟），以汁洒之，

□□□膏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 •

雎（疽）病〉）89  

常溫之「水」與「湯」不同，未經煮沸，而「酒」

具消毒作用，「汁」則由藥材烹煮製造，如 (13)

之「汁」乃「煮叔（菽）」而成，「菽」乃大豆；

(14) 則用煮麥後所得湯汁清洗疽病患處。

除了「傅」前後需以水、湯、酒或「汁」等

進行清洗外，簡帛醫書裡亦有「勿洒」之記述，如：

(15) 一， ：……治以丹□□□□□□□□□ 

□為一合，撓之，以豬織（膱）膏和，傅之。

有去者，輒逋之，勿洒。□□□□□□□ 

□□□面靤赤已。（馬王堆〈五十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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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王堆〈五十二病方 ‧ 加（痂）〉「以□脂若

豹膏□而炙之」97 一語可知，簡帛醫籍在「脂」、

「膏」之區分上並非嚴謹，正如孔穎達嘗言：「雖

凝者為脂，釋者為膏，其實凝者亦曰膏。」98 在

簡帛醫書中，豬脂、羊脂、牛脂、蛇脂甚或人之

頭脂均可用於配製膏藥，當中以豬脂較多，豬之

稱名可細分為「彘」、「牡彘」、「豬」、「豕」、

「豶」、「豬織（膱）」及「彘織（膱）」99 幾種：

(16) ……取彘膏、□衍并冶，傅之。（馬王堆

〈五十二病方•【諸傷】〉）100 

(17) ……，以牡彘膏饍，先括（刮）加（痂）

潰，即傅而□□，……。（馬王堆〈五十二

病方•加（痂）〉）101  

(18) ……，以豬膏和【傅】。（馬王堆〈五十二

病方•胻膫〉）102  

(19) ……，煮弱（溺）二斗，令二升；豕膏一

升，冶黎（藜）盧二升，同傅之。（馬王

堆〈五十二病方•乾騷（瘙）方〉）103  

(20) ……豶膏以 ，熱膏沃冶中，和，以傅。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胻膫〉）104  

(21) ……，以豬織（膱）膏和，傅之。（馬王

堆〈五十二病方•【治 】〉）105  

(22) ……，以彘職（膱）膏殽弁，以【傅】痏。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加（痂）〉）106  

「彘」、「豬」、「豕」三詞應該無別，同屬一

物之異名，如《漢書‧五行志中之上》「搉其（服）

〔眼〕以為人彘」下顏師古注：「凡言彘者，皆

豕之別名。」107 又《爾雅 ‧ 釋獸》「豕子，豬」

下郭璞注云：「今亦曰彘，江東呼豨，皆通名也。」  
108 故「牡彘」即「公豬」。至於「豶」，《說文‧

豕部》云：「羠豕也。」109「豶」是指閹割過的豬。

「豬織（膱）」與「彘織（膱）」則是豬肉乾，  
110 肉乾上的油脂亦可入藥。除此之外，簡帛醫方

中尚有蛇膏、羊膏及頭脂：

(23) 一，產痂：先善以水洒，而炙蛇膏令消，

傅。三傅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 •

方•【治 】〉）90 

治療「 」可用藥材與豬油摻合而成的膏藥塗敷

患處，如果藥物脫落，可重新塗上，但不要沖洗。

至於「勿洒」之原因何在？可惜簡文殘闕，現已

難以確知。

有關「洒」之次數，簡帛醫書較少有明確記

述，但從相關記述可以推測，「洒」大多用於敷

藥前後，故「洒」之次數應與敷藥次數相同，如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治 】〉明確指出：「傅

【藥】必先洒之。日一洒，傅藥。」91 又〈五十二

病方‧蟲蝕〉：「蟲蝕：……以□洒之，令僕僕然，

即以傅。……明日有（又）洒以湯，傅【藥】如前。

日壹洒，日壹傅藥，……。」92在以上兩則方劑中，

「洒」均是敷藥前的清洗程序，每天「一洒一傅」。

2. 簡帛醫書所見「傅」

在出土醫藥文獻中，「傅」的使用次數遠多

於「洒」，「傅」之方劑均屬外用藥方，其中大

部分見於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治療的疾病

以皮膚病及外傷為主。皮膚病包括「傷痙」、「白

處」、「癰」、「牡痔」、「牝痔」、「 」、

「夕下」、「馬尤（疣）」、「加（痂）」、「久

疕」、「爛」、「雎（疽）病」等，而外傷則有「諸

傷」、「蟲蝕」、「蛭蝕」、「蚖」、「胻膫」、「狂

犬齧（嚙）人」、「犬筮（噬）人」、「毒鳥豙

（喙）」等。除此之外，在治療方法上，「蚖」、

「癲」、「爛」、「癰」等的治療與巫醫思想有關，

漢人認為疾病乃鬼神作祟所致，故需借助其畏懼

之物及懼怕之神，使其不敢再為祟病人。93  

a. 用藥種類

在簡帛醫書中，用於「傅」之方劑種類多樣，

當中以各種各樣「膏」或「脂」摻和而成的膏藥

尤多。《說文‧肉部》云：「膏，肥也。」94 又《楚

辭‧天問》「何獻蒸肉之膏」下洪興祖注：「膏，

脂也。」95「膏」、「脂」均指動物的油脂，雖然

古訓釋學家嘗有「釋者曰膏」96 之說，但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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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痂）〉）111  

(24) 一，冶烏豙（喙），炙羖脂弁，熱傅之。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加（痂）〉112  

(25) 乾騷（瘙）方：以雄黃二兩，水銀兩少

半，頭脂一升，……先孰洒騷（瘙）以湯，

潰其灌，撫以布，令□□而傅之，一夜一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乾騷（瘙）

方〉）113  

(24) 之「羖脂」，《說文 ‧ 羊部》：「羖，夏羊

牡曰羖。」114夏正尚黑，「羖」即黑色公羊，而 (25)

則用「頭脂」入藥。此外，〈五十二病方〉尚有「久

膏」、「久脂」之記述：

(26) 大帶者：燔 ，與久膏而□傅之。（馬

王堆〈五十二病方•大帶者〉）115  

(27) ……，炙牛肉，以久脂涂（塗）其上。雖

已，復傅勿擇（釋）。（馬王堆〈五十二

病方•加（痂）〉）116  

「久膏」、「久脂」並未明言動物之類別，只知

是存放已久的油脂。除了在方劑中摻入各種動物

「膏」或「脂」外，膏藥之製作亦往往需要加熱

之程序，如上述醫方中便有「冶」、「饍」、「煮」

及「炙」等記載，動物油脂與藥材加熱後不僅加

強黏貼作用，亦能讓人體更容易吸收。117 而且，

從各簡帛醫方對動物油脂的種類均有鉅細無遺的

記述可知，油脂的選擇應該是非常嚴謹的，似乎

亦配合方劑的藥性。除了動物油脂外，在外敷方

劑中，較常見的尚有以燃燒後之灰燼塗敷患處，

如：

(28) 一、以刃傷， （燔）羊矢，傅之。（馬

王堆〈五十二病方•【諸傷】〉） 118 

(29) 一，燔魚衣，以其灰傅之。（馬王堆

〈五十二病方•□闌（爛）者方〉）119  

(30) 一，痂方。取三歲織（膱）豬膏，傅

之。燔胕（腐）荊箕，取其灰□□三□□

【已】。（馬王堆〈五十二病方 • 加

（痂）〉） 120 

(31) 一，冶牛膝、燔髶灰等，并□□，孰洒

加（痂）而傅之。（馬王堆〈五十二病方 •

加（痂）〉）121  

(28) 之「 」从煩从犬，整理者引武威醫簡「人

髮一分，煩（燔）之令焦」指出，「 」當讀「燔」，  
122「燔」具「炙」之意，123 至於「羊矢」，馬繼

興讀為「羊屎」，124 是將羊屎燒成灰燼後再敷於

傷處。至於 (29)「魚衣」即「箈」，乃水草一種，

如鄭玄嘗引鄭司農云：「箈，水中魚衣。」125「箈」

烤成灰後再「傅」。(30) 及 (31) 則分別將「箕」

（即「簸箕」）及「髶」（即「頭髮」）灰入藥，

用以外敷患處。而且，除了「膏」、「脂」及「灰」

外，簡帛醫書所見外敷方劑之尚有用藥粉（如「取

其靡（磨）如麋（糜）者」126）、藥汁（如「出

其汁，以陳縕□□【傅之】」127）、泥土（如「以

泥【傅】傷」128）、乳汁（如「以乳汁和，傅之」  
129）及犬膽（如「以犬膽和，以傅」130）等入藥，

種類繁多，難以盡錄。

膏藥雖有膠質，有助黏貼，但為了進一步加

強其穩固作用，預防脫落，在馬王堆醫書中，除

了直接將膏藥外敷於患處外，部分亦於傅藥後再

束裹布條，如「以傅痔空（孔），厚如韭葉，即

以厚布裹」131、「傅之，以布裹【而】約之」132、「布

以傅之」133、「已，即裹以布」134 等。

b. 用藥方法

除了製造方法外，簡帛醫方中對膏藥之用法

亦有仔細描述，當中包括了用藥的範圍、份量、

次數及禁忌。由於各種疾病的症狀不一，用藥的

範圍亦各有差異，例如在〈五十二病方〉中，治

療「傷痙」、「蟲蝕」、「癰」、「牡痔」等疾病時，

需敷藥在傷患處的孔洞上，讓膏藥滲入皮膚底層，

加強治療的效果，如：

(32) 一，諸傷，……，以傅傷空（孔），……。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傷痙〉）135  

(33) 一， （ ）食（蝕）齒，以榆皮、白□、

美桂，而并□□□□傅空（孔）。（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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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五十二病方•蟲蝕〉）136  

(34) 一，多空（孔）者，亨（烹）肥羭，取

其汁 （漬）美黍米三斗，炊之，……

以傅痔空（孔），厚如韭葉，即以厚布裹，

□□更溫， 二日而已。（馬王堆〈五十二

病方•【牡】痔〉）137  

(35) 一， ： 者，癰而潰，用良叔（菽）、

雷矢各□□□□□□□□□□而 （擣）

之，以傅癰空（孔）中。（馬王堆〈五十二

病方•【治 】〉）138  

「孔」皆書作「空」，「孔」、「空」二字同屬東部，

古書時有通假情況，如《周禮 ‧ 函人》：「眡其

鑽空。」139《經典釋文》：「空，音孔，又如字。」  
140 又《漢書 ‧ 鮑宣傳》：「衣又穿空。」141 顏

師古注：「空，孔也。」142 (32) 中的「傷空（孔）」

是指因外傷造成的傷口；而在 (34)、(35) 兩種皮

膚病中，罹病者傷患處均有孔洞，(35) 的「牡痔」

更是「多空（孔）」，方劑除了說明敷藥範圍外，

更進一步提出用藥份量是「厚如韭葉」，塗上薄

層的膏藥便足夠。除此之外，部分方劑對敷藥範

圍的大小作出更為科學化的說明，如：

(36) 一，頤癰者，冶半夏一，牛煎脂二，醯六，

并以鼎□□□如□ ，以傅。勿盡傅，

圜一寸。乾，復傅之，而以湯洒去藥，已

矣。（馬王堆〈五十二病方•癰〉） 143 

治療「頤癰」之膏藥由半夏、牛脂及醯等藥材製

造，從簡文「勿盡傅」可知，敷藥不宜太厚，範

圍則是「圜一寸」，約一寸圓大。此外，敷藥時

間的長短可根據疾病的具體情況而定，部分「傅」

至痊癒便可停止，較少者只需三、四次，較多者

長達百日，如：

(37) 冥（螟）病方：……。病已，止。嘗試，

毋禁。【•】令。（馬王堆〈五十二病方•

冥（螟）病方〉） 144 

(38) ……，日壹洒，日壹傅藥，三□□□□□ 

□□□□數，肉產，傷□□肉而止。（馬

王堆〈五十二病方•蟲蝕〉）145  

(39) 一，冶僕纍，以攻（釭）脂饍而傅。傅，

炙之。三、四傅。（馬王堆〈五十二病方•

加（痂）〉） 146 

(40) ……，以傅之。傅之久者，輒停三日。

三，疕已。• 嘗試。•【令】。（馬王

堆〈五十二病方•身疕〉）147  

(41) ……，而以冶馬【頰骨】□□□傅布□膏

□□□更裹，再膏傅，而洒以叔（菽）汁。

廿日， 己。（馬王堆〈五十二病方•【治 

】〉） 148 

(42) ……，傅【藥】必先洒之。日一洒，傅藥。

傅藥六十日， 。（馬王堆〈五十二

病方•【治 】〉）149  

(43) 一，般（瘢）者，……傅之，居室塞窗

閉戶，毋出，私內中，毋見星月一月，百

日己。（馬王堆〈五十二病方•□闌（爛）

者方〉） 150 

(37) 記「病已，止」，即敷藥至「冥（螟）病」

痊癒可停藥，但具體需時多久？簡文並未言明。

而從簡帛醫籍可知，如果按照方劑指示作出治療，

一般的皮膚病均是三、四次「傅」便能痊癒；但

如果敷藥太久仍未能復原，便需暫時停藥，如 (40)

的方劑指出敷藥太久時可停藥三日再敷，如是者

三次，「疕」便能痊癒。當中，「 」及「瘢」

兩種皮膚病治療需時較長，後者更需要多達一百

天才能復原，病情似乎較為嚴重。此外，部分方

劑亦嘗指出，病癥消失時不可停藥，大致是為了

能徹底根除病灶，避免疾病復發，如：

(44) ……，雖已，復傅勿擇（釋）。（馬王堆

〈五十二病方•加（痂）〉）151  

患者痊癒後也不宜停藥，需繼續敷藥。但仍需用

藥多久？方劑卻未有清晰交代。

其實，除了用藥時間外，簡帛醫方中亦記載

了用藥禁忌或應注意之事項。在部分外敷方劑中，

患者不能於敷藥期間沐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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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一，……，令其□溫適，以傅之。傅之

毋濯。【先】孰洒加（痂）以湯，乃傅。（馬

王堆〈五十二病方•加（痂）〉）152  

(46) 乾而復傅者□。居二日乃浴，疥已。（馬

王堆〈五十二病方•乾騷（瘙）方〉153  

「濯」與「浴」意義大致相同，均指「洗」。154

此外，部分方劑更要求患者在飲食上有所制約，

甚或禁止外出及房事等：

(47) 傅藥毋食□彘肉、魚及女子。（馬王堆

〈五十二病方•癰〉）155  

(48) 乾，有（又）傅之，三而己。必善齊

（齋）戒，毋□而已。（馬王堆〈五十二

病方•□闌（爛）者方〉）156  

(49) 一，般（瘢）者，……傅之，居室塞窗

閉戶，毋出，私內中，毋見星月一月，百

日己。（馬王堆〈五十二病方•□闌（爛）

者方〉） 157 

(47) 要求用藥者禁食豬肉、魚肉，以及進行房事，

(48) 就必須吃素。在 (49) 治療「瘢」的方劑中，

患者不能接觸光線，必須牢蔽家中門窗，不能外

出，又不能看見星辰和月亮一個月。雖然部分方

劑對敷藥時的禁忌有清晰說明，但事實上，亦有

不少方劑強調「毋禁」，用藥者可如常生活，如：

(50) 嘗試，毋禁。【•】令。（馬王堆〈五十二

病方•冥（螟）病方〉）158  

(51) 毋禁，【毋】時。□礜不□□□盡□。（馬

王堆〈五十二病方•傷痙〉）159 

(52) 毋禁，毋禁。嘗【試】。• 令。（馬王

堆〈五十二病方•去人馬疣方〉）160  

除「毋禁」之外，(51) 尚有「毋時」。「毋時」

一語於〈五十二病方〉凡數見，指對用藥時間沒

有固定限制；相反，部分方劑對用藥時間卻有明

確要求，如：

(53) □□以朝未食時傅□□□□□□□□ 

□□□□□□□□□□□□□【病已】如

故。治病毋時。治病，禁勿 。（馬王

堆〈五十二病方• 〉）161  

雖然竹簡殘泐情況較嚴重，但從簡文仍可知方劑

需於早餐前使用。從方劑在用藥範圍、份量、次

數及禁忌諸方面均有清晰的記載可知，古人於醫

方的使用上經已有深入且具體的研究。

總　　結

北大醫簡第 2870 簡記有古醫方「秦氏方」一

則，竹簡的出土不僅能為中華醫史提供更多的古

醫方資料，「一沺一傅」一語的出現，更能為過

去有關「沺」字的訓詁帶來新的參考材料。從北

大簡「一沺一傅」可知，「沺」、「洒」字形接近，

「沺」應是「洒」之誤字。相同的訛誤另見傳世

古籍《墨子》，〈備穴〉篇記有「沺目」一辭，

經與北大簡參證可知，「沺目」亦應「洒目」之誤。

「洒」具「洗」義，「傅」古與「敷」通，

意指「塗」、「抹」等。在簡帛醫方中，「洒」

及「傅」多見用於外敷方劑，並且經常並列出現，

兩者應該是外敷治療法的常見程序。「洒」與

「傅」雖然於各類簡帛醫籍中均有出現，但卻以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最為屢見，俱是用於皮膚

病或外科創傷的治療。「洒」多指患處的清洗，

據簡帛資料可知，「湯」、「水」、「酒」及「汁」

等均可用於「洒」，種類繁多。「傅」則主要指

外敷膏藥之動作，簡帛文獻中的外敷方劑多是由

動物油脂（「膏」或「脂」）與其他藥材摻合而

成，而脂肪加熱後亦能產生膠質，有助加強膏藥

之黏貼作用。至於外敷方劑的用藥方法，簡帛醫

書似乎經已有極為完整的記述，時人通常會配合

各類疾病病癥之輕重及藥材之性味，於用藥範圍、

份量、次數及禁忌等方面作出適度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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