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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药业官营民营并举与农工商体系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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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朝建立在五代十国分裂战乱、经济处于崩溃的基础上，因而赵宋立国就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恢复发
展经济文化。最重要的措施是：废除２０００年来束缚商业发展的 “坊市制”，大力发展官营、民营工商业和对外贸

易，开办各级学校教育，减轻农民、商人赋税，使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获得空前发展。宋朝对发展医药

尤其重视，表现为大力整理、编修医药书籍；开办医学教育培养上医和药材种植人才；提高医药人的政治与社会地

位；积极发展官营药业，带动民营药业进步，使城市药铺普及，药市、制药作坊与药材规模种植兴起，药业获得农

工商体系初步形成的大好局面，谱写了中国药业史上的光辉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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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建立在五代十国分裂战乱、经济处于崩溃

的基础上，因而赵宋立国就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恢

复发展经济文化。为振兴经济，实施的重要措施有

废除２０００年来束缚商业发展的 “坊市制”，大力发

展官营、民营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开办各级学校教

育；减轻农民、商人赋税。这些措施使当时商品经

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获得空前发展。

宋朝对发展医药尤其重视，认为是 “仁政之急

务”。这一时期官府主持大力整理、编修医药书籍；

开办医学教育培养上医和药材种植人才；提高医药

人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积极发展官营药业，带动民

营药业进步。使城市药铺普及，药市、制药作坊与

药材规模种植兴起，药业呈现出农工商体系初步形

成的大好局面，谱写了中国药业史上的光辉之页。

１　建立官营药业工商体系

１１　王安石变法市易务中设 “卖药所”

熙宁元年 （１０６８年），２０岁的宋神宗赵顼
（１０４８—１０８５年）继位，面临年财政赤超千万缗（一
缗为一千文钱）的困难局面。赵顼起用王安石寻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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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新法。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
王安石推出针对城市商业改革的市易法，国家发展

官营商业。在中央成立 “常平市易司”，在京城汴

梁（今河南开封）和杭州、扬州、成都、广州等全国

２１个大中城市设 “市易务”，市易务中设 “卖药

所”，零售国家医学教育机构 “太医局”所制熟药

（成药），以达惠民与增收的双重目的。

１２　宋神宗初创官药局 “太医局熟药所”

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年），宋神宗诏令成立新的 “卖

药所”，制造成药面向社会销售；新卖药所归太医局

管理；任命光禄寺丞程公孙、三班奉职朱道济为新

卖药所首任主管［１］。同年六月，京城卖药所以 “太

医局熟药所”之名开业。简称 “熟药所”，亦称卖

药所，习称 “官药局”。新开业的官药局销售红火，

第一年即获利２５０００余缗，为投入资金的１倍。程
公孙、朱道济也获提前晋升嘉奖。

１３　宋徽宗朝官药局鼎盛达７０局

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熟药所增加到５所，另设
２所修合药所专事成药生产；隶属关系由太医局转
到太府寺，太府寺增设太府丞一职专职管理，户部

负责检查。元丰改制后，太府寺升为掌管国家财货

政令、商税、贸易的中央机关，官药局地位上升，

并将熟药所改名 “惠民局”，修合药所改名 “和剂

局”，每所和剂局定员３０人。大观三年（１１０９年），
宋徽宗诏诸路会府置药局，各局所卖熟药由京城和

剂局统一供货，官药局便在全国陆续推广。淮东、

淮西、襄阳、四川、陕西及各路会府都先后开办，

盛时全国达到 ７０局，形成了庞大的官营药业工商
体系［２３］。

１４　南宋加强官药局规范化建设

绍兴六年（１１３６年），宋高宗批准置局奏请，诏
京城临安置官药局，共置５所惠民局、１所和剂局，
并诏：“药局印记，‘和剂局记’四字为文。撰合假

药，伪造贴子印记作官药货卖，并依伪造条罚。”［１］

和剂局建在太府寺内之右。５所惠民局中３所在城
内，２所在郊区。城内 ３所是南局在三省前，西局
在众安桥北，北局在市西坊南。郊区２所，南外局
在浙江亭，北外局在北郭。绍兴十八年（１１４８年），
京城官药局更名为 “太平惠民局”。绍兴二十一年

（１１５１年），宋高宗又诏诸州置药局，均用 “太平惠

民局”之名，朝廷发给成药配本 《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２］。

南宋官药局的快速发展尤其从以下三方面体现：

一是宋高宗朝针对提高官药局质量及安全管理方面

出台不少新政；二是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先后４
次修订，完善官药局生产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三是

根据形势变化需要，及时发展地方官营药局。如平

江府（今苏州）庆元元年（１１９５年）太府寺已建太平惠
民局，１２３１年地方政府又办 “济民药局”。建康（今

南京）官药局发展到３所１１家子铺。

１５　蔡眥、周密对官药局的评价与总结

官药局药品质优价廉、服务好，因而顾客盈门

获利丰厚，受到社会称赞和朝廷嘉奖，不少宋人著

作记载了当时一些盛况。

蔡眥 《铁围山丛谈·卷六》记载：“都邑惠民多

增五局，货药济四方，甚盛举也。岁校出入，得息

钱四十万缗，入户部助经费……时上每饬和剂局，

凡药材告阙，俾时上请焉。”［４］１０２释义为：京城惠民

局增加到５所，卖药使四方百姓受益，这是一个重
大的举措。年终结算资金出入，可获利润４０万缗，
交户部助经费使用……当时皇上常告诫和剂局，凡

是药材原料告缺，要即时向他报告。

崇宁年间（１１０２—１１０６年），全国财政年收入
６０００万缗，京城官药局５个惠民局年上交４０万缗，
占０６７％，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２，５］。可见当时官

药局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周密 《癸辛杂识·别集上》则记载较详：“和剂

惠民药局，当时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

药。药成分之内外，凡七十局。出售则又各有监官。

皆以选人经任者为之，谓之京官局。皆为异时朝士

之位者，悉属太府寺。其药价比之时价损三之一。

每岁縻户部钱数十万（缗），朝廷举以偿之。”［６］此段

译为：和剂惠民药局，在宋徽宗时，制药有修合官

主管生产过程，有监门官检查进出物料。产品称为

官药。官药完成包装后，分送京城内外各局，全国

共有７０局。销售又各有官员主管。都选派能够胜任
的人担任，称为中央官药局。这些中央官药局，都

是那时朝官的供职部门，全都隶属太府寺管理。官

药局药价，比当时民营药业价格低 １／３。每年可向
户部上交利润数１０万缗，朝廷都给予奖赏。周密是
南宋著名文学家，又喜好医药［２］。南宋理宗景定二

年（１２６１年），周密以祖荫在临安任和剂局主管，进
入业内人士，他的记载真实可信。

１６　官药局意义重大与经受考验

第一，官药局使宋代药业出现了官营、民营２种
·５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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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并存局面，两者相互竞争、补充，有利于药

业发展。第二，官药局网点增加，改善了城乡人民

的医药供应，有益于破除巫术迷信。第三，官药局

颁行的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成药配制的国家标

准，为宋代及后世成药生产、推广起了很大促进作

用。第四，官药局是宋朝国家级成药生产经营实业，

规模相对较大。产品以成药形态流通，提高了药品

附加值，起到了促进经济效益，带动药材生产流通

的作用，使药业的整体水平和医药分业上了一个新

台阶［２，７］。

因推动变法触犯官僚权贵利益，王安石一直受

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和攻击。执行中又犯政策扩大化

及政府垄断市场，使市场繁荣受损、贫民失业导致

民怒。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王安石被迫罢相，出任
故里江宁（今南京）知府。熙宁八年（１０７５年），王安
石复宰相之位。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年），王安石再次被
罢免，退居至江宁不出，封为荆国公。此后，由宋

神宗亲自主持变法推行。１０８５年，宋神宗逝世，不
满１０岁的小儿宋哲宗赵煦继位，实权落在垂帘听政
的宋神宗母亲太后高氏手中。高氏出身大官僚家庭，

耳闻目睹皆为反对新法怨言，因而早就不满宋神宗

支持新党变法。垂帘不久，高氏即宣布停止新法，

起用反对变法的旧党核心人物司马光为宰相，推行

了１６年的变法终被废除。１０８６年，王安石抑郁而
终，但是官药局的建设于国于民都有利，也并未触

犯官僚权贵利益，因而得到继续发展。

２　民营药业农工商体系初步形成

２１　城市药业

北宋京城汴梁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已逾

１００万人，极盛时过 １５０万人。孟元老 《东京梦华

录》记载，宋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１１１１—１１２５年），
开封有名号的药铺有２１家：大内（皇宫）西廊南去有
百种丸药铺，御廊西有香药铺，潘楼东旧曹门街有

李生菜小儿药铺、仇防御药铺，牛行街有刘家药铺；

马行街北的药铺特别集中，有大骨传药铺，金紫医

官药铺有杜金钩家、主营独胜丸的曹家、主营口齿

咽喉药的山水李家，小儿药铺有石鱼儿班防御、银

孩儿柏郎中家，还有任家产药铺及香药铺；大内西

右掖门外有张戴花洗面药、丑婆婆药铺，于道士卖

齿药、荆筐儿药铺、盖防御药铺，大内前州桥东保

康门有潘家黄芪圆，寺东门街有孙殿丞药铺、宋家

生药铺［７８］。

此外，摆摊、走街卖药亦不少。例如，大众娱

乐场所 “瓦子”中有人卖药，“相国寺每月五次开

放万姓交易”有人卖药［８］２０２１，御街州桥至南内前一

带，有早晨卖药的小贩，适应京城人赶早市习惯。

有个叫张涣的草泽医，卖药来到都下，恰遇宋徽宗

太子发痫病，名医诊治未效，召张涣入宫治愈，官

至翰林医正。

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盛时人口已过１２０万
人。药业经营分工更细，兴盛超过汴梁。吴自牧

《梦粱录·铺席》记载，宋理宗淳年间（１２４１—
１２５２年）有名号的药铺有１８家：猫儿桥潘节干熟药
铺，五间楼前张家生药铺，狮子巷口观复丹室，保

佑坊前讷奄丹砂熟药铺，中瓦子前陈直翁药铺，梁

道实药铺，金子巷口杨将领药铺，官巷前仁爱堂药

铺，修义坊三不欺药铺，官巷北金药臼楼太丞药铺，

漆器墙下李官人双行解毒丸，外沙皮巷口双葫芦眼

药铺，太庙前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大佛寺疳药铺，

保和大师乌梅药铺，三桥街毛家生药铺，石榴园金

马杓小儿药铺，沿桥下郭医产药铺［７，９］。

这１８家药铺也只是一部分。清河坊有蒋御药
家，每到元夕，“闲（空闲地）置雅戏烟火，花边水

际，灯烛灿然，游人士女纵观，则迎门酌酒而去”，

可谓大铺，没有记载下来。小药铺可能更多。宋孝

宗患痢，宫内众医治而不效，太上皇赵构十分忧虑，

一日带随从巡市，遇见一小药铺，店主严姓，遣随

从问能否治愈。答曰：专科。遂引入宫。严氏用新

采藕节研细，用热酒调服，数服而愈。赵构大喜，

赐以捣药金杵臼，并授荣誉性的防御使之官。世人

称呼 “金杵臼，严防御”。临安还有不少小本药摊，

专卖膏药、手皴药、药线、香药、鼠药、蚊烟、荷

叶、香囊等小商品［７］。

两宋时期，京城内的药肆经营具有独家性，生

药铺专门经营药材批发，熟药铺专门经营成药，药

铺名未冠 “生”“熟”经营饮片配方。生药铺之批

发，多为针对零售铺的二级批发，类似后世的拆药

铺。而小儿药铺、眼药铺、风药铺、疳药铺、乌梅

药铺、丹药铺（丹室）、口齿咽喉药铺及卖独门成药

药铺［７］，是表示各自的经营特色和销售服务对象；

那些流动药摊及卖膏药等小经营，则是对大药铺经

营不足的一种补充。

零售药业扩大，推动药材贩运业、批发业和加

工业发展。孟元老形容开封药材市场是 “香山药

·６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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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可见规模庞大。临安不仅有综合性的 “炭桥

药市”，还有 “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和 “珍

珠市”３个常年专门市场［１０］。

临安的民间药商率先于全国开办专事饮片、成

药生产的 “生药饮片”和 “熟药丸散”作坊，是记

录在案我国最早由个人经营的饮片、成药实业。制

药作坊详细内容见２４。
苏州在政和三年（１１１３年）升为平江府后，药业

发展很快，城内药铺林立，形成药市街和药材市场。

宋徽宗、宋钦宗时内侍李从之也在城内开起大药铺，

雇人甚多，外州县购药者日众。郭姓药家，制丸用

朱砂为衣，称朱砂丸，新奇瑰丽，世人争购，因而

成为巨富。朱姓药家，灯夕之盛，号称天下第一。

药商江仲谋，于府内饮马桥南启熟药铺，绍兴五年

（１１３５年），又在常熟梅里镇启一肆，生意都很兴
隆，成为平江府的著名药商。

建康（今江苏南京），药业有生药铺、熟药铺分

工。《游宦纪闻·卷五》记载：“辛弃疾在建康为官

时，一次忽得疝疾，阴囊坠重胀大如杯。有道人叫

取叶珠，用东壁土炒黄色，水煮烂，入砂盆（粗陶乳

钵）内研成膏，每次用无灰酒（未加石灰液沉淀的粮

食发酵酒）调服二钱，即消。叶珠是鲜薏苡仁别称，

城内没有，只于生药铺买薏苡仁”。

饶州（今江西鄱阳县），药业本较兴旺。《夷坚

志》记载：“饶州民郭瑞友患翳膜障蔽，得知獭掌

散、熊胆丸可治。到市上买二药，得獭掌散，点之

不效。后得熊胆丸方，即依方市药，旬日乃成，服

之二十余日，药尽眼明”［１１］。熊胆丸用药１７味：熊
胆一分，黄连、蜜蒙花、羌活各半两，防己二两半，

龙胆草、蛇蜕、地骨皮、大木贼、仙灵脾各一两，

瞿麦、旋复花、甘菊花各半两，蕤仁一钱半，麒麟

竭一钱，蔓菁子一合，研末，羯羊肝一具，作丸。

麒麟竭即血竭，为活血消肿止痛药，时从南洋进口。

饶州药业能凑齐熊胆丸方，说明经营品种比较齐全。

《夷坚志》还记载，饶州世传高家风药铺，居城内

德化桥，因用一人手执叉钩、一手牵一黑漆木猪雕

像为市招，故得 “高屠”雅号，十分著名［１１］１４５９。

蕲州（今湖北蕲春县），有名医庞安时家数代人

业医营药。到庞安时之际，名声更响，四方来求医

买药多得日满其门。距蕲州西南３０里（１里＝５００ｍ，
下同）的蕲口镇（今蕲州镇），处于蕲水入长江之口，

是一个居民繁错的水码头。南宋孝宗乾道六年

（１１７０年），诗人陆游复官调任夔州（今重庆奉节）通

判时，坐船溯长江而上。船至蕲口镇靠岸，陆游下

船买熟药。没想到的是，蕲口镇药肆经营品种十分

齐全，连一些鲜药引子也有供应，令他十分赞赏。

成都，有５０万人口，药业较前更加兴盛。著名
药业是唐慎微的医家药铺。唐慎微蜀州晋原（今成

都崇州市）人，出身世医之家，元年间（１０８６—
１０９４年）应成都知府李端伯招迁居成都。唐慎微在
为医中收集方药资料，写成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简称 《证类本草》），载药 １７４８种，影响医药界
５００年之久。但宋代成都药业以药市发展最为突出，
每年有大慈寺、玉局观两地多次举行的定期药市，

吸引了全国多地药商参与交易。川产的川芎、大黄、

巴豆、巴戟天等 １５种药材，被 《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用川、巴字头的处方名收载。市场上最著名的

成药是供急救用的解毒丸，一丸卖到一千文钱。成

都可誉为宋朝的药都。

广州，继承唐代地位是宋朝的外贸中心。数以

万计的外国商人及其家属常驻这里。大约６０种外国
药材和６０种中国药材在这里装卸进出。进口药以犀
角、象牙、香药居多。宋朝政府在这里获得了丰厚

的外贸收入，本地商人则发挥己之所长，开辟了生

产经营的新门路。受大食国优质蔷薇香水启发，广

州药商开始研制本地香水。《铁围山丛谈》记载：

“今广州仿外国造香水，则不能得其蔷薇，只好取素

馨花、茉莉花为之，亦足袭人眼鼻”［４］９８，是一个开

创性成果。还曾有广州药商潘成长途贩运香药到成

都药市交易，获利丰厚成为富商。

２２　药市

药市是出售药品的场所，有常年药市和定期药

市２种市场形式。本文特指定期药市，首先在四川
蓬勃发展起来，先后有梓州药市、成都大慈寺药市

和成都玉局观药市三处。在四川众多的蚕市中，还

有药农卖药的小药市。定期药市结束，本地药商仍

在市场上常年经营。

２２１　蚕市中的小药市　在一年一度蜀地众多蚕市
中，有药农卖药的 “小药市”。南宋史学家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

（１０１０年）三月辛巳（３０日），比部郎中蔡汶使西川
还，言川、峡每春州县聚游人货药，谓之药市，望

令禁止。上曰：远方各从其俗，不可禁也。”［１２］蜀人

黄休复 《茅亭客话》，记载了蜀中蚕市概况和一批

卖药人：“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成

·７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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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因是货蚕农

之具及花木果草药什物。有鬻龙骨叟，与孙儿辈，

将龙骨、齿、角、头、脊之类，凡数担，至暮，货

之亦尽。”同书还记载华阳县村民采枸杞根、青城山

村民采薯药在市场上售卖［１３］。

２２２　梓州药市　梓州药市起于唐末大中十三年
（８５９年）九月九日，起初是八日夜至九日晨的一宿
夜市，到宋仁宗天圣年间（１０２３—１０３１年）延长到
３天。南宋人陈元靓 《岁时广记·置药市》中有明确

记载：“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号易元子，大

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

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元（道

观名）龙池中，货其所赍之药，川俗因谓之药市。递

明而散。逮国朝天圣中，燕龙图肃知郡事，又展为

三日，至十一日而罢。药市之起，自唐王昌遇

始也。”［１４１５］

２２３　成都大慈寺药市　宋人蔡眥回忆北宋事，于
南宋初写成 《铁围山丛谈》记载：“往时川蜀俗喜

行毒，而成都故事，岁以天中（５月 ５日）、重阳
（９月 ９日）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
号名药市者，于是有于窗穴间呼 ‘货药’一声，人

识其意，亟投以千钱，乃从窗穴间度药一粒，号

‘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４，１５］

２２４　成都玉局观药市　成都玉局观，东汉名玉局
治，唐时避唐高宗李治讳改玉局化，宋承之，但南

宋时有人称玉局观。玉局观药市地点，最初并不在

玉局观而在州南门，开市只重阳日１天，后扩大到
２～５天。很多宋人都有明确记载。

宋仁宗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田况任益州
知州。田况喜游乐，写有２１首成都遨乐诗，其中一
首名 《重阳日州南门药市》，首次用诗歌形式记载

了北宋中期成都举办药市的时间、地点和名称：时

间是九月九日重阳日 １天，地点在州南门前空地，
称呼全称为 “成都南门重阳日药市”［１５］。诗存明人

《全蜀艺文志》。原文及译文如下。

原文

岷峨旁礴天西南，灵滋秀气中潜含。

草木瑰富百药具，山民?捋知辛甘。

成都府门重阳市，远近凑集争赍欣。

市人谲狯亦射利，颇觉良恶相追参。

旁观有叟意气古，肌面筎
#

毛餰餰。

卖药数种人罕识，单衣结缕和阴岚。

成都处士足传记，劝戒之外多奇谈。

盛言每岁重阳市，屡有仙迹交尘凡。

俗流闻此动非觊，不识妙理徒规贪。

惟期幸遇化金术，未肯投足栖
$$

。

予于神仙无所求，一离常道非所耽。

但喜见民药货售，归助农业
%

袽芟。

译文

岷峨山雄卧西南，温湿雾气山中盘。

草木富集百药聚，山民采集亦辛甜。

成都府门重阳市，远近来药争售欢。

诡诈商人只为利，感知良奸杂相参。

观旁一老意气古，长发蓬松瘦黑面。

卖药数种人罕识，线缝单衣风飘然。

成都处士传过头，劝诫之外多奇谈。

述说每年重阳市，常有仙人会凡间。

世俗闻此动非贪，不识奥妙求枉然。

惟望幸遇化金术，不再投足攀高险。

我对神仙无所求，绝离人间非所愿。

只乐见民药快售，回家助农添锄镰。

这首诗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首次对北宋成都

南门药市举办的时间、地点、名称作了官方记载，

但场面、规模记载不足。地点在州南门前，距离玉

局观还有一里许，说明宋仁宗庆历时规模不大，是

北宋成都玉局观药市的初始阶段。二是全诗２４句，
言神仙（道士）药市卖药占１４句。表达高明的医术、
高效的药品只有神仙才能掌握。这是医药业发展水

平还不很高的表现，人们渴求有高水平的医药服务。

另外，其他宋文也有道士在药市卖药记载。三是州

南门药市中，有不少是附近的农民卖药，说明他们

是非专业药商，卖药为补助生计和添置农具。

嘉二年（１０５７年），北宋文史学家宋祁（９９８—
１０６１年）在成都任益州知州。他在所著 《益部方物

略记》中记载：“成都九月九日药市……芎与大黄

如积，香溢于廛（存放地方）……今医家最贵川芎、

川大黄。”又记载：药市上有优质的彰明产重及一两

的大附子出卖［１５１６］。

陈元靓 《岁时广记·吸药气》对成都药市记载

较详。他说：“成都九月九日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

出药草异物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

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为

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１４］９３

大意是说：“成都九月九日举办药市。早晨，全

川所出药材及珍稀之物和卖药人全都集中在市场上。

成都帅守（知府、知州统称）举杯祝贺开市使大家都

·８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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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他还另外设酒欢迎前来参加药市交易的同

道之人。这天一早，官员们和老百姓都到药市中来

进行深呼吸，相传吸进药气可以治病，令人健康

安宁。”［１５］

这种官、商、民共庆，大家都来吸药气愈疾场

面，反映药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地位有

很大提高。

政和年间（１１１１—１１１８年），进士江少虞在 《宋

朝事实类苑》中记载益州药市：“四远皆集，其药

物多，品甚众，凡三日而罢。”［１７］

成都南门重九药市南宋初发展到鼎盛，形成了

以玉局观为中心、定期举办、有州府最高长官携随

员参与巡市的大型药材交易专业市场。宋代笔记作

家庄季裕绍兴三年（１１１３年）写的 《鸡肋篇》中记载

了成都重九药市：“重九药市，于谯门外至玉局化、

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

司皆步行以阅。又于五门之下设大尊（酒器），容数

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

日。”［１８］大概此时，成都重九药市已习称为成都玉局

观药市。

南宋史学家祝穆，在宋理宗嘉熙三年（１２３９年）
写成著名的地理著作 《方舆胜览》，他在成都风俗

“蚕市药市条”中记载：“成都古蚕丛氏之国，其民

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十五日）鬻花木、

蚕器于其所者号蚕市；五月鬻香、药于观街者号药

市；鬻器用者号七宝市”［１９］。

时成都有内外两道城墙。内城墙南门就称南门，

又称 “谯门”，因城楼上建有望台而得名。外城

墙南门名 “得贤门”，因门上建有得贤楼而得名，

又因楼下开有五道城门俗称五门。出谯门往左一里

有道观玉局化［２０］。所以，谯门、玉局化、五门，三

者大致在一条长数里呈阿拉伯 “７”字形的折线上。
五门城楼巍峨华丽，城门内外，北自谯门，中经玉

局化，南到五门，是繁华的商业区和游览地。尤以

药市著名。五门设酒，证实了陈元靓成都药市帅守

置酒迎宾记载。

成都人喜欢香药，国外香药是成都药市的重要

商品。《方舆胜览》说成都 “五月鬻香、药于观街

者号药市”，说明成都玉局观药市形成就与卖香药有

关。因而药市上外国香药货源充足，来路广泛。《岭

外代答·卷五》记载：蜀地大商人贩运蜀锦至广南西

路钦州（今广西钦州市）博易场，换取交趾国（今越

南）香药运回成都销售，一年往返一次，“每博易动

辄数千缗”［２１］，生意做得很大。还有人发现除广州

商人潘成外，泉州苏姓药商也贩香药往来于成都，

富至巨万［２２］。

宋代成都虽有著名的大慈寺药市。但是，真正

的药市是以药材商品为主，品种多、数量大、灰渣

重，进出运输，车水马龙，需要有玉局化药市那样

的广阔户外空间。所以，喜好医药的南宋诗人陆游

（１１２５—１２１０年）在成都为官时，常去两处药市察
看，他在 《老学庵笔记·卷六》中对比说：“成都药

市以玉局化为最盛，用九月九日。”［２３］

魏华仙［２４］整理发现，宋代玉局观药市有 “二月

八日、三月九日、九月九日”３次开市，资料来源
有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岁华纪丽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元末

进士、史学家、成都人费著所作。内容是依时序从

正月元日至年末冬至日，逐条记载一年之中的节庆

日活动———成都官府和老百姓的庆宴游乐过程，形

象生动细致。历代有关元朝成都社会风俗研究都常

引用，认为是元代史实。清末成都人傅崇矩［２５］在写

《成都通览》时，将费著 《岁华纪丽谱》全文，以

《元朝之 〈成都岁华纪丽谱〉》为题，收入该书 《成

都之民情风俗》中。与药市有关的内容如下：１）“二
月八日，观街药市。早宴大慈寺之设厅，晚宴金绳

院。”２）“三月九日，观街药市。早晚宴如二月八
日。”３）“九月九日，玉局观药市。宴监司宾僚于
旧宣诏亭，晚饮于五门。凡二日。官为幕癝（小帐

幕）棚物，以事游观。”

关于为何将 《岁华纪丽谱》记载列入宋代史

料，谢元鲁［２６］研究认为，《岁华纪丽谱》作者应非

元代人费著，而是宋代人。其理由有三：一是 《岁

华纪丽谱》中若干内容文字是直接抄录宋代相关著

作而成，因而涉及的内容、职官、政区沿革均为宋

代实际。二是书中涉及的不少寺院，宋代时尚存，

宋末元初战乱中已毁，后也未复。三是书中记述的

官民游乐、歌舞升平景象，与元军在南宋理宗端平

二年（１２３５年）后，３次攻破成都大肆烧杀、城市破
败恐怖的实际不相符合。故上述三处药市多人将其

归入宋代史料。

至于 “观街”在何处有不同说法。魏华仙说在

“玉局观前”，笔者十分赞同。玉局观是买药卖药人

都熟悉的药市老地方，二月八日、三月九日的卖药

人也必然去那里卖药。玉局观庙宇不大，又在大城

之内，观前早已形成街道，卖药人都在观前街道设

·９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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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货药，故 《方舆胜览》将玉局观药市有时简称为

“观街药市”。２次观街药市，是对一年一度重九药
市的补充，规模比重九药市小。

可以看出，玉局观药市北宋至南宋前期只九月

九日一天开市，以后市期增至２～５天，为秋市。南
宋中期增加了二月八日、三月九日２次春市。春秋
两季３次开市，市期共不足１０天，满足不了市场对
药材的常年需求。南宋后期，成都药市发展为沿街

设肆货药的常年药市。宋末元初诗人汪元量到过成

都，写下了一首 《药市》诗，为此提供了史证。诗

文为：“蜀乡人是大医王，一道长街尽药香。天下苍

生正狼狈，愿分良剂救膏肓。”

南宋经历宋金、宋蒙两场战争，军民伤病大增，

国家和民众对药材需求迫切，药商也希望尽快完成

购销流转，因而药市变成沿街设肆卖药的常年市场

以方便交易；但也有人认为：汪元量 《药市》诗写

于元初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前后。于是，
笔者查找汪元量的相关资料，发现汪元量原来是文

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甚至被认为是宋元时期的杜甫。

他写成都药市诗，具有相当的传奇性。

汪元量（１２４１—１３１７年），钱塘人。南宋后期至
元朝初期诗人，兼南宋宫廷乐师。１２７６年，蒙古军
占领南宋京城临安，不满６岁的小皇帝赵显在母亲
（全皇后）、祖母（谢太皇太后）的带领和朝官们陪同

下向蒙军献城投降，南宋三宫人员被送京城大都向

元世祖忽必烈行 “朝觐之礼”。赵显一行到京，忽

必烈很快召见，并封赵显瀛国公爵位。赵显的祖母、

母亲都封爵受到较好安置。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
赵显１８岁，忽必烈对赵显母子重新作了安排：赐钱
令赵显去吐蕃（今西藏）出家学佛；令其母出家为

尼；令汪元量出家为道士，并令汪元量到成都完成

送赵显入藏的使命。故汪元量到成都时受到了官府

的接待，游览了市容和名胜古迹，见到了成都药市。

汪元量只送赵显母子到川藏边境而止，后回家乡一

带游历、写诗至终。赵显入藏为喇嘛３５年，潜心学
习藏文、研究藏佛，终成藏佛界著名学者和翻译家，

成为一段历史奇事［２７２８］。

汪元量到成都完成使命时，正值元初经济恢复

时期。成都药市恢复发展，只能在宋末药市基础上

进行。所以汪元量写的 《药市》诗，实际上也是南

宋后期成都药市的现实反映。

２３　药材民族贸易

两宋北边的辽、西夏、金、蒙古，西南的吐蕃、

大理，虽然这些地区与宋朝时有战争，但由于彼此

需要，商业贸易从未间断。双方在边境设立官办榷

场，进行大宗货物交易，称为互市；小规模榷场又

称和市，为边民日常用品交易场所。官府对榷场进

行严格管理，监察违禁物品并征收商税。

北宋向辽输出盐、茶、绢、一般药材、硫黄、

焰硝及香药、犀角、象牙等。辽向北宋输出马、羊、

骆驼、皮毛及珍珠（北珠）和人参等药材。

北宋用丝织品与西夏交易甘草及牛羊；用香药、

生姜、玉桂、漆器等交易西夏的蜜蜡、麝香、羚羊

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西夏的枸杞、大黄

颇负盛名，是商人贩运各地的大宗药材。西夏也与

西边的回鹘贸易，商品中有药材和香药。运往宋地

的回鹘商品，西夏则收１／１０的过境税。
大理、吐蕃政权用马匹和麝香、牛黄、犀角、

珍珠、水银及其他地产药材，换取宋朝的盐、茶、

锦、纸等商品。吐蕃首领还常遣使献贡马匹，求得

宋廷回赐茶、药、袭衣（全套衣物）、金带等物。宋

真宗景德三年（１００６年）五月，吐蕃首领铎督禀报，
部落有疾病流行。宋真宗即 “诏赐白龙脑、犀角、

硫黄、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药，凡七十六种”［２９］，

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救助。

大理政权也常向宋乞贡，以换取宋廷回赐。《宋

史·外国四》记载：宋徽宗政和七年（１１１７年）二月，
大理遣使 “至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

细毡、碧山诸物。制（皇帝的命令）以其王段和誉

为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检校司空、云南节度

使、上柱国（一级勋号）、大理国王。”

２４　制药作坊

官药局的制药作坊先名 “修合药所”，后定名为

“和剂局”。北宋徽宗时已发展到２所，每所３０人，
设在京城开封。南宋高宗时设和剂局１所，设在京
城临安太府寺内。和剂局生产由 “修合官”负责，

运作以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配本。配本始于元

丰年间的 《太医局方》，后经过历时１５０年的５次修
订。大观年间修订后名 《和剂局方》，绍兴、嘉定、

宝庆、淳修订后名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最后

定型的南宋淳本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共１０卷，
按主治分为治诸风、治伤寒、治一切气、治痰饮、

治诸虚、治痼冷、治积热、治泻痢、治眼目疾、治

咽喉口齿、治杂病、治疮肿折伤、治妇人诸疾和治

小儿诸疾 １４门，另有诸汤、诸香 ２门，共 １６门，
·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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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方７８８首。书中记载药品生产剂型主要是丸剂、
散剂和煮散剂。也有标明为汤、煎、饮剂的，但实

查其商品形态，都是 “为末或为粗末”水煎服的煮

散剂，每卷都有这种情况。如卷一的小续命汤，卷

二的小柴胡汤，卷三的理中汤、木香流气饮，卷四

的茯苓半夏汤，卷五的黄芪建中汤、清心莲子饮，

卷六的龙脑饮子、黄芪汤，卷七的荆芥汤，卷八的

常山饮，卷九的胶艾汤、虎珀泽兰煎，卷十的清凉

饮子等［３０］。另有少数内服膏剂、外用油膏剂、膏药

剂及锭剂、熨剂、灸条剂。丸剂主要是蜜丸，另有

水丸、糊丸、蜡丸和半浓缩丸。全书后附 《指南总

论》上中下３卷１９篇，卷上中的 《论炮炙三品药石

类例》，为炮制规范，对１８５种药材炮制方法作了明
确规定。《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成为宋朝制药的国

家法定标准。

和剂局的规模、设备，两宋京城官药局均无记

载。唯一所见，是南宋平江府地方官药局 “济民药

局”写的 《济民药局记》。济民药局有房屋 ３５间，
炮制场所，制剂之地，驻局监官与现场药官，以及

生活设施库房、粮仓、厨房、浴室，制药设备火炉、

石磨、煮药锅、石冲窝，两边排列井然有序，无不

全备。建筑总共花消工匠、木料、石料费用，钱以

缗计，用去７８４５缗；米以石计，消耗３２３石。建成
后，又以２万缗钱充流动资金，为采购药材、物品
费。凡是川广水陆之产，金石草木之品，没有珍贵

药材不被买回，不因产地遥远不去采购。济民药局

宗旨是：希望有益大众，故制药求真；不求赢利超

过太府寺官药局，故售价低廉。平江府济民药局的

投资、规模、设备，都超过了北宋初建的开封官

药局［３１］。

民营药业也建有制药作坊。周密 《武林旧事·作

坊》共记１５种作坊，“熟药圆散”作坊和 “生药饮

片”作坊排在前２位，并说药铺去作坊购进 “已成

之物”，可得 “十一之利”［３２］，利不算高。可惜周密

无两者更详细的介绍。

２５　药材种植业

宋代有小规模的官营药材种植场———太医局设

置的３００亩（１亩≈６６６６７ｍ２，下同）药园。药园由
２名药园师指导，招收８名青年为药园生，学习种
药和采收加工。毕业后留园或分配到地方从药。所

种药材多为太医局医用的鲜药，未形成药材商品投

入市场流通。太医局本是国家医学校，药园实为太

医局培养药材种植人才的药学部，药业体系包含农

工商三大部门，宋朝政府早有明确认识。

药农自种药材的品种较多。郑金生 《宋代本草

史》统计：有人工栽培的药材，《本草图经》记载

７７种，其他本草及笔记、方志记载 ６１种，合计有
１３８种，除去粮、果、蔬类仍有８０余种，但是绝大
多数并未形成规模种植。唯一形成规模种植的有

２个地方的２种药材：蜀地彰明的附子和浙江东北
部的茯苓。

彰明县（今四川绵阳江油市彰明镇）附子种植面

积１０４００亩，年产干附子１６万斤以上，是彰明农村
一项重要产业，也是全国附子、天雄、川乌的生产

基地。产新季节，近至川陕，远至闽浙，都有药商

前来采购。彰明县令杨天惠写了一篇专论 《彰明附

子记》，记述彰明附子所产乡镇、种植规模、栽培方

法、采收加工、商品规格、形态特征、优劣鉴别及

市场销售、药农收入等情况，并批评了本草书中一

些错误说法，是一篇较为全面、权威的附子专论。

该文存于南宋人赵与时所著 《宾退录·卷三》。现据

当代 《经史百家医录》所载 《宾退录》原文摘录开

头一段：“绵州故广汉地，领县八，惟彰明出附子。

彰明领乡二十，惟赤水、廉水、会昌、昌明宜附子。

总四乡之地，为田五百二十顷有奇，然?稻之田五，

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乡之产，

得附子一十六万斤已上。然赤水为多，廉水次之，

而会昌、昌明所出微甚。”［３３］笔者写有一篇 《北宋杨

天惠 〈彰明附子记〉译评》可供参考［３］。

值得特别赞赏的是宋代茯苓栽培法创新。茯苓

梁代已知用砍倒松树，让其自然生长茯苓的粗放法

生产。《本草经集注》说 “形多小，虚赤不佳”。南

宋时，浙江药农用鲜的小茯苓，夹在松材内的 “肉

引”法繁殖，３年长成大苓。这一珍贵创举记录在
周密 《癸辛杂识·续集上·种茯苓》中：“茯苓生于

大松根之尚矣。近世村民乃择其小者，以大松根破

而系于其中，而紧束之，使脂液渗入于内。然后择

地之沃者，坎而瘗之。三年乃取，则成大苓矣。洞

霄山最宜茯苓。往往民多盗种密志之而去，数年后

乃取焉。种者多越人。”［３４］释义为：茯苓寄生在大松

根之上。近世乡村农民选择小的鲜茯苓，取大松根

一段破开，将鲜苓系于其中，再捆紧松根，使松根

的汁液能够渗入鲜苓之内。然后选择肥沃之地，挖

坑埋之。经过３年后挖取，就长成大茯苓了。浙江
余杭县（今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境的洞霄山最适宜种

·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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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村民常是独自偷种留下隐密标记而去，几年

后再来收取。种茯苓者多是浙江东北部昔日的越国

人。说明用此法种茯苓非个别人，而是有一定群体

性和地域性。

宋代浙东北茯苓、川北附子出现规模种植，官

方和民间的成药、饮片作坊兴起以及城市药铺普及、

药市繁荣，标志宋代药业的农工商体系初步形成。

宋代茯苓 “肉引”种植法一直沿用至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初。后湖北省中药材公司在华中农业大学扬
新美教授指导下，完成了 “茯苓纯菌丝菌种”研

究，随即用茯苓纯菌丝接种繁殖成功。茯苓大田生

产由 “菌引法”取代了流行千年的 “肉引法”。如

今，茯苓产地扩大到南方多省，彰明至今仍是全国

附子主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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