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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敦煌医学卷子中的诃梨勒组方
□ 李应存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２００３级博士研究生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　本文首先回顾了诃梨勒的气味、功用及历史概况，其次就敦煌医学卷子 Ｐ．２６６２Ｖ、
Ｐ．３３７８中运用诃梨勒组方治疗多种疾病进行论述。

关键词　敦煌卷子　诃梨勒　组方　功用

　　诃梨勒，又名诃子，随风子，
为使君子科植物诃子的果实，其气

味苦酸涩，温。功用敛肺，涩肠，

下气。主治久咳失音，久泻，久

痢，脱肛便血，崩漏，带下，遗

精，尿频等。首见于 《金匮要略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

４７条：“气利，诃梨勒散主之。诃
梨勒散方：诃梨勒十枚，煨。右一

味，为散，粥饮和，顿服。”从史

载来看，诃梨勒自南北朝以来已大

量传入中原。《周书卷五十·列 传

第四十二》异域下波斯国条记载：

“波斯国，大月氏之别种，治苏利

城，古条之国也。东去长安一万五

千三百里，城方十余里，户十余

万。……熏六、郁金、苏合、青木

等香，胡椒、荜拨、石蜜、千年

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

绿、雌黄等物。” 《隋书·列传第

四十八》１３３０波斯国条中亦记载：
“……朱砂，水银，熏六、郁金、

苏合、青木等诸香，胡椒、荜拨、

石蜜、半蜜、千年枣、附子、诃梨

勒、无食子、盐绿、雌黄。”

到了唐代时期，随着丝绸之路

的进一步开拓与繁荣，西域药物诃

梨勒已在临床上广泛应用，被视为

治痢神药，如李时珍 《本草纲目

·木部第三十五卷》诃梨勒条引

唐·刘禹锡 《传信方》云：“余曾

苦赤白下，诸药服遍久不差，转为

白脓。令狐将军传此方：用诃梨勒

三枚，两炮一生，并取皮末之，以

沸浆水一合服之。若只水痢，加一

钱匕甘草末；若微有脓血，加二

匕；血多，加三匕。”唐天宝年间

镇守中国西部疆域的安西都护高仙

芝就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据 《太

平广记》卷第四百一十四中 《广

异记》载： “高仙芝伐大食，得

诃梨勒，长五六寸，初置抹肚中，

便觉腹痛，因快痢十行。初谓诃

梨勒为祟，因欲弃之，以问大食

长老，长老云：‘此物长带，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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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消，痢者出恶物耳’。仙芝甚宝

惜之，天宝末被诛，随失所在。”

此外，诃梨勒在佛经中也给予极

高的地位 ，《佛说四十二章经》

“佛言：吾视王侯之位如尘隙，视

金玉之宝为瓦烁，视纨素之服如

弊帛，视大千世界为一诃子。”

“金篦旧说在，诃子古方磨。”

（宋·梅尧臣 《依韵和吴正仲赤

目见寄》）。唐·玄应 《一切经音

义》卷二四： “诃黎旦鸡，旧言

诃梨勒，翻为天主持来。此果堪

为药分，功用极多，如此土人参、

石斛等也。”《俱舍论·分别世品

三之五》亦曰： “谓若能一昼一

夜持不杀戒，于未来生决定不逢

刀兵灾起。若能以一诃黎旦鸡，

起殷净心奉施僧众，于当来世决

定不逢疾疫灾起。”

在敦煌医学卷子 Ｐ．２６６２Ｖ、
Ｐ．３３７８中就有运用诃梨勒组方治
疗多种疾病的论述，下面笔者作以

浅述，错误之处恭请同道指正。

１　与槟榔合用，理气治痢
张仲景 《金匮要略·呕吐哕

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４７条：“气
利，诃梨勒散主之。诃梨勒散方：

诃梨勒十枚，煨。右一味，为散，

粥饮和，顿服。”其中治疗气利，

只用了诃梨勒一味药，在敦煌卷子

Ｐ．２６６２Ｖ“槟郎 （榔）汤方：诃梨

勒三颗、槟郎 （榔）二枚，末，

空腹服之” （第１１１行）。方中将
槟榔与诃梨勒合用，加强了理气作

用，有助于解决痢疾的里急后重，

后人刘完素云： “调气则后重自

除。”这正是强调了理气在治疗痢

疾中的重要性。

２　与桂姜草合　重治风冷
敦煌卷子 Ｐ．３３７８“疗风冷热

不调方：甘草、干姜、桂心、诃梨

勒，以水一升，煎取半升，服之即

差 （瘥）” （第４～５行）。此处风
冷热偏重于风冷，指因受风而身体

怕冷，从用药来看，乃属脾肾阳

虚，临床可见畏寒怕冷，肠鸣腹泻

等症。方中干姜、桂心重在温阳散

寒以制冷，甘草、诃梨勒合用以健

脾涩肠。

３　寓三黄汤中　瘥风冷热
敦煌卷子 Ｐ．３３７８疗风冷、热

不调方： “……三黄汤方：麻黄、

黄芩、勺 （芍）药、葱白、豉、

防风、黄芪、甘草、大黄、诃梨

勒，十二物，以水一升半，煮取一

升，服之即差 （瘥）” （第 ６～８
行）。此处风冷热乃寒热错杂，表

寒里热，虚中夹实等。此三黄汤为

同时代传世医书中所不载，其开创

了表里双解、扶正祛邪之典范，为

治外冷内热、冷热不调之良方，后

世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完素所创表

里双解防风通圣散，其法则也未超

越此方，可见敦煌医方的配伍确有

神妙之处。方中麻黄、葱白、防风

辛温解表，黄芪、甘草益气调中，

黄芩、大黄解热通腑，勺 （芍）

药、诃梨勒敛阴涩肠，诸药合用，

散中有收，攻中有补。

４　合秦艽牛乳　疗百种
风病

敦煌卷子 Ｐ．３３７８“疗人一切
百种风病：秦艽一两、牛乳二升、

煎取一升，下诃梨勒，服之瘥”

（第９行）。将牛乳煎药用法独特，
牛乳，唐· 《新修本草·禽兽部

卷第十五》牛乳条云： “补虚羸，

止渴，下气。”与诃梨勒、秦艽合

用则补虚祛风，使祛风而不伤正，

以药测症，本方所治风病乃寒湿所

致。

５　入桃柳枝汤　疗老叟
少力

敦煌卷子 Ｐ．３３７８“疗人老叟
少力，煎桃柳枝汤：东南桃枝一

握、东南柳枝一握、葱、豉、芍

药、甘草、大黄、诃梨勒，煎汤服

之，立差 （瘥）”（第１１～１２行）。
本方所治老叟少力乃脾胃虚弱，热

结阴亏而致。桃枝，李时珍 《本

草纲目·果部第二十九卷》桃条

引 《圣惠》云：“心虚健忘，令耳

目聪明，用戊子日取东引桃枝二七

寸枕之。”柳枝，李时珍 《本草纲

目·木部第三十五卷》柳条引

《杨起简便方》云： “脾胃虚弱，

不思饮食，食下不化，病似翻胃膈

（嗝）。清明日取柳枝一大把熬汤，

煮小米作饭，洒面滚成珠子，晒

干，代悬风处。每用烧滚水随意下

米，米沉住火，少时米浮，取看无

硬心则熟，可顿食之。”由此来

看，桃枝、柳枝均有补虚之功。方

中芍药、大黄养阴通便，甘草、诃

梨勒补中涩肠，葱、豉散邪透表。

此方攻补兼施，表里同治，实为治

疗脾胃虚弱，热结阴亏而致的老叟

少力，大便偏干之良方。

６　加牛酥紫草　治上气
咳嗽

敦煌卷子 Ｐ．３３７８“疗人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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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方：黄牛酥一升、紫草、煎

之，下甘草、诃梨勒，服之即差

（瘥）” （第 １３－１４行）。牛酥，
《新修本草》将其归于酪酥条，唐

· 《新修本草·禽兽部卷第十五》

酪酥条谓其： “补五脏，利大肠。

……然酥有牛酥、羊酥，而牛酥胜

于羊酥。”

７　入当归艾叶　疗腹痛
不止

敦煌卷子 Ｐ．３３７８“疗人腹皮
痛不止方：当归、艾、诃梨勒，煎

汤服之差 （瘥）” （第１６行）。本
方所治腹痛乃血虚寒凝所致。方中

当归养血调血，艾叶、诃梨勒温中

涩肠，诸药合用，可使血得温调而

腹痛自止。

８　与艾胶黄连　共治赤
白痢

敦煌卷子 Ｐ．３３７８“疗人赤白
痢不止方：艾、阿胶、黄连、芍

药、当归、桂心、椒、姜、诃梨

勒，以水二升，煎取一升，分二

服，服之即差 （瘥）” （第１７～１８
行）。本方主治为寒热错杂之赤白

痢，方中黄连清热止痢，阿胶、芍

药、当归补血调血，取其 “行血

则便脓自愈”；艾、桂心、椒、

姜、诃梨勒温中理气，涩肠止痢，

取其 “调气则后重自除”。

９　诃毗阿摩罗　醋煎治
发落

敦煌卷子 Ｐ．３３７８“又疗发落：
以诃梨勒二两去子、毗黎 （梨）

勒二两去子、阿摩罗二两，三物以

醋、浆各二升，煎滓，洗头，一日

洗五度。空煎阿摩罗二两，洗之亦

差 （瘥）” （第２４～２６行）。方中
阿摩罗即庵摩勒，为梵文译音，又

名余甘，陈藏器 《本草拾遗》庵

摩勒条中云 ：“主补益，强气力。

合铁粉用一斤，变白不老。取子

压取汁，和油涂头，生发，去风

痒。初涂发脱后生如漆。人食其

子，先苦后甘，故曰余甘。”毗黎

勒，《新修本草》中谓其治：“风

虚热气，功同庵摩勒。”李时珍

《本草纲目·木果部第三十一卷》

引唐·甄权云：“暖肠腹，去一切

冷气。作浆染须发，变黑色。”又

引 《圣惠方》云： “大风发脱，

毗黎勒烧灰，频檫有效。”敦煌医

学卷 子 中 首 载 诃 梨 勒、毗 黎

（梨）勒阿摩罗 （庵摩勒）三药

合用洗头疗发落亦属重大创举，

其疗效得到同时代或后世本草医

书的验证。

１０　单味诃梨勒　又可疗
眼疮

敦煌卷子 Ｐ．３３７８“又疗眼开
不得，有疮：取诃黎勒心，冷水，

沛目中着，立差 （瘥）” （第３２～
３３行）。诃黎勒心即诃黎勒核，用
治眼疾实属敦煌卷子首次记载，后

世也有相关记载，李时珍 《本草

纲目·木部第三十五卷》中引宋

代苏颂云 “核，磨白蜜注目，去

风赤涩痛，神良 （苏颂）。”

综上所述，诃梨勒自东汉末

年从西域传入我国后，历经南北

朝至隋唐时期，已经在临床上广

泛应用，与其他药物灵活配合可

用治多种疾病，这些药物今天仍

然有开发利用的价值， “古为今

用”，愿我们将敦煌卷子医学宝库

不断发掘，以便更好地造福人类

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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