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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代城市发展，商业繁荣，人们对药品的需求表现出多样性。宋代药业除主流商品药材、饮片、成药
的生产经营外，保健食品、保健饮品、保健用品、洗涤用品和化妆用品也发展起来。药业与其他产业相互渗透，甚

至围绕药业出现了一些边缘产业。药业与食品、餐饮、染料、美容、矿产、手工业等行业交叉经营品种扩大，国内

外药材需求增加，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和彼此开展竞争。经营者开始使用店名、广告、商标、市招等手段，加强职

业道德建设和法治观念建设，改善服务态度，利用行业组织助力，加强药材、成药深度开发。国家则不断深化药业

重要性认识并加强法治建设，宋代药业展现出众多的经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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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发展，商业繁荣，商人和市民阶层大

量涌现，人们对药品需求表现出多样性，药业向多

种经营方向发展。除主流商品药材、饮片、成药的

生产经营外，保健食品、保健饮品、保健用品、洗

涤用品和化妆用品也发展起来。药业与其他行业相

互渗透，甚至围绕药业出现了一些边缘产业。药业

与食品、餐饮、染料、美容、矿产、手工业等行业

交叉经营品种扩大，国内外药材需求增加，促进对外

贸易发展。药业发展致使彼此竞争激烈，导致经营者

引入更多商业措施，如使用店名、广告、商标、市

招，加强自身职业道德建设和法治观念建设，改善服

务态度，利用行业组织助力，加强药材、成药深度开

发等渐成共识。药业的技术性、复杂性进一步增强。

国家则不断强化药业重要性认识，并加强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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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药业展现出众多的经营智慧。

１　开展多种经营

１１　保健食品

１１１　菜肴糖果休闲小食　综合 《东京梦华录》

《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多种宋代文献，两宋时期

京城保健食品大量上市，品种十分丰富。饭馆里的

药膳菜肴有两熟紫苏鱼、荔枝腰子、香药灌肺、香

药灌藕、山药元子、炸肚山药、姜豉鸡。较小的食

店有七宝粥、五味粥、腊八粥、莲子羹、决明羹、

丁香馄饨。沿街叫卖的熟虾有紫苏虾、薄荷虾、姜

虾。小贩卖的糖果糕点有荔枝糖、鸡头（芡实）糖、

麝香糖、薄荷糖、荆芥糖、缩砂糖、芝麻糖、姜糖、

乌梅膏、薄荷膏、紫苏膏、杏仁膏、枣膏、菊花饼、

梅花饼、荷叶饼。小贩兜售的疗效型休闲小食有法

制青皮、半夏、杏仁、砂仁、豆蔻、橄榄和香药槟

榔等［１］。

１１２　法制半夏　半夏为有毒药材，用陈皮、降
香、草豆蔻、生姜等药物辅料依法炮制后，毒性消

除可供食用。细嚼法制半夏口觉甘香，且能开胃健

脾、燥湿化痰。食至半月后，咽喉甘香舒适，是一

种老少皆宜的休闲小吃，很受市场欢迎。北宋文学

家孔平仲欲将一包生半夏寄给远方的亲人，他的一

帮孩子以为是法制半夏，相互争食而中毒。孔平仲

为此写了一首 《常父寄半夏诗》［２］，对此做了生动

细致记述：

齐州多半夏，采自鹊山阳。累累圆且白，千里远寄将。

新妇初解它，诸子喜若狂。皆云已法制，无滑可以尝。

大儿强占据，端坐斥四旁。次女出其掖，一攫已半亡。

小儿作蟹行，乳媪代与攘。分头各咀嚼，方爱有所忘。

须臾被辛螯，弃余不复藏。竟以手扪舌，啼噪满中堂。

父至笑且惊，亟使啖以姜。中宵方稍定，久此灯烛光。

１１３　香药槟榔　宋代岭南地区有嚼食槟榔的习
惯，说可以御瘴（多指恶性疟疾）。广州地区又加入

丁香、桂花、三（山）柰诸香药，谓之香药槟榔。周

去非在 《岭外代答·卷六·食用门·食榔》中记载

广州 “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

唯嗜槟榔……询之于人，何为酷嗜如此？答曰：辟

瘴、下气，消食。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

味，气乃秽浊。”［３］后来，此习俗传至东南亚多国。

近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公告，明确槟榔碱

有致癌性，经常嚼食可致口腔癌，此食风才得以

大减。

１２　保健饮品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临安饮料摊铺出售

“诸般名水”，有木瓜汁、乌梅水、沉香水、香薷

饮、大顺散、五苓散、缩脾饮等有名饮料［４］。夏天

添卖雪泡缩脾饮、甘草冰雪凉水和其他散暑药冰水

以解暑热。有的茶铺冬天添卖葱茶，以散寒解表、

预防感冒。食品、饮料向疗效型发展是其特色。清

明上河图中有２家饮料店，贴 “饮子”为广告。香

薷饮、大顺散、五苓散、缩脾饮等饮品都见于 《太

平惠民和剂局方》，尤其是解暑除烦的缩脾饮 “代

熟水饮之极妙”［５］。夏天推出的多种雪泡冷饮和冬天

的葱茶，使饮料经营上了一个档次。

１３　保健用品

宋代市场上的保健用品也不少。周密 《武林旧

事·卷六·小经纪》记载，杭州市场上与药有关的小

商品有香袋儿、手皴药、香药、膏药、药线、老鼠

药、蚊烟、荷叶、肥皂团、烟火等［１］；其中多种香

袋和手皴药是保健用品。

１３１　苏合香丸绯绢袋　宋代官药局生产的苏合香
丸可用于防治时疫，或突然昏倒、牙关紧闭、不省

人事之重症。有２种用法，一是内服，一是 “用蜡

纸裹一圆如弹子大，绯绢袋盛，当心带之，一切邪

神不敢近”［５］。后者是官药局售卖的著名防疫保健

用品。

１３２　香药蜜丸熏香剂　官药局还生产芬积香、衙
香、降真香、清远香４种复方香药蜜丸剂，供放入
香炉中点燃做熏香用。这种熏香剂中常加入木炭末、

火硝助燃。如芬积香的用料为沉香、笺香、檀香、

甲香、丁香、麝香、梅花脑、零陵香叶、藿香叶和

火硝、沙木炭，捣研为末，炼蜜为丸，如常法烧［５］。

１３３　香药匣香药袋和屠苏袋　香药匣用紫苏、菖
蒲、木瓜并皆茸切，以香药相和，用绢裹梅红匣子

装。香药袋装一般的芳香药材，如菖蒲、藁本、苍

术、川芎、白芷、香草等。用绢袋或布袋装作佩

带用。

屠苏袋与屠苏酒密切相关。屠苏酒方首见晋代

葛洪 《肘后备急方·卷八·屠苏酒》，由大黄、防风、

川椒、桂心、白术、菝葜、桔梗、乌头８味药组成，
说可预防瘟疫［６］。南北朝时，每逢除夕之夜或正月

初一，百姓家用此方煮酒，家人由小至老逐人饮之

防病已成习俗。宋时，此习俗在官民中更加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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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官员、文人在自己的诗文中做了记述。例如，

王安石在 《元日》诗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

旧符。”

屠苏方中的乌头有剧毒，量控不好，制法不当，

易致中毒。尤其是过年一家老小团聚群饮，欢乐中更

易过饮出事。所以宋代医药人转变剂型，常在年末将

其制成屠苏袋出售或馈赠客户。《梦粱录·卷六·十二

月》记载屠苏袋为红色的绢袋，用五色线结成４条
金鱼的同心结子或百事吉结子［７］，做工精细，颇受

用者欢迎。

１３４　竹夫人　《梦粱录·卷十三·诸色杂货》中有
“竹夫人”一物［７］，为竹篾编成长二至三尺（一尺≈
３３３３ｃｍ）中空多孔的圆柱体，是夏日放床上抱着取
凉的保健用品。今亦有之并出口。

１４　洗涤用品

１４１　澡豆　澡豆是洗手、洗面和沐浴用的洗涤
剂，始见于西晋。大富豪石崇用琉璃碗盛澡豆，可

见是珍贵之品。唐代澡豆使用多起来。孙思邈记载

了１１个澡豆方，其中 《千金要方·卷六下·面药第

九》７个，《千金翼方·卷五·妇人面药第五》４个。
一般制法是将猪胰研磨成糊状，与豆粉、香料、药

粉混合拌匀，制成块状干燥用。猪胰含脂肪酶、蛋

白酶、淀粉酶等多种消化酶，故能去垢，但易生虫、

发霉，故无市场售卖。沈括 《梦溪笔谈·卷九·王安

石拒受馈赠》记载了王安石拒收澡豆的趣事。北宋

宰相王安石脸黑，家人以为是病去请医生。医生说

是垢不是病，送澡豆叫拿回去洗脸。王安石不接受，

说我是天生一张黑脸，澡豆也无用［８］。可见北宋时

澡豆亦较珍贵，为医药人自制自售。后随价廉物美

的肥皂团上市、普及，澡豆被取代。所以南宋 《武

林旧事·卷六·小经纪》中只有肥皂团而无澡豆。

１４２　肥皂团　《武林旧事》记载，宋代杭州市场
上有 “肥皂团”的商品出卖。可惜笔者未查到宋时

的制造方法。李时珍记下的明代制法是：“十月采荚

（指采肥皂荚），煮熟捣烂，和白面及诸香作丸。澡

身面去垢，而腻润胜于皂荚”［９］，宋代肥皂团制法可

能与之相同。肥皂团直径一至二寸（一寸≈３３３ｃｍ），
加入香料又称香肥皂，洗面、沐浴用，且能润肤增

白。很显然，这里说的 “肥皂团”，不是现代含义

的肥皂———能溶于水的高级脂肪酸盐，而是用市售

的３种皂荚商品（皂荚、肥皂荚、猪牙皂）中，体肥

多滋的肥皂荚为原料，加工成的团块状商品形态。

１５　化妆用品

１５１　出现化妆用品专卖店　宋人周? 《清波杂

志》记载，唐代 “三十六行”中有 “药肆行”和卖

化妆品的 “宫粉行”。大众化的美容用品也有佳品，

相州、卫州、澶州的胡粉，兴州府的胭脂都被列为

朝廷贡品，产地多在北方中原一带。宋代 《太平圣

惠方》载美容方 ２００余首，《圣济总录》载 １００余
首。市场上出现有名号的化妆用品专卖店，如开封

张戴花洗面药铺，杭州张古老胭脂铺、王家胭脂铺

等。挑担、摆摊卖胭脂、胡粉、画眉七香丸的小贩，

也见于街市巷陌。

１５２　胭脂　胭脂又名燕脂，是敷面涂唇的红色化
妆品。宋代时生产胭脂的原料主要是红花。宋哲宗

时期，宰相兼药物学家苏颂在 《图经本草·红花》

中记载：“红花今处处有之……其花暴干，以染真

红，又作燕脂。”南宋文人赵彦卫 《云麓漫钞·卷

一》也载：红花 “近世人多种之，收其花，俟干以

染帛，色鲜于茜，谓之真红……以染帛之余为燕

脂。”宋代官药局也生产一些有 “益颜色”“驻颜”

作用的成药，如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五》中的

菟丝子丸、八味丸等，配合服用可增强驻颜的美容

效果。

１５３　胡粉　胡粉是白色敷面化妆品，因主要原料
用铅又名铅粉。南宋最著名胡粉是产自广南西路（今

广西）的桂粉。任过广南西路安抚使的范成大在

《桂海虞衡志》中说：“铅粉，桂州（治今桂林）所作

最有名，谓之桂粉。”桂粉的早前生产商，竟是一批

寺庙僧人。在当地任过小官的周去非所著 《岭外代

答》中有较详记载：“西融州（今广西北部融水一

带）有铅坑，铅质极美，桂人用以制粉，澄之以桂水

之清，故桂粉声天下。桂粉旧皆僧房罨造（隐秘制

造），僧无不富，邪僻之行多矣。厥后经略司专其

利，岁得息钱二万缗，以资经费。群僧乃往衡岳（五

岳之一的湖南衡山）造粉，而以下价售之，亦名桂

粉”［３］。

笔者未查到宋代胡粉的生产方法，明代人宋应

星 《天工开物·卷十四》记载的生产方法可能与之

相同：“铅百斤，熔化，削成薄片，卷作筒，安水甑

内，甑下甑中各安醋一瓶，外以盐泥固济，纸糊甑

缝。安火四两（用四两木炭火低温加热），养之七

日。期足启开，铅片皆生霜粉，扫入水缸内。未生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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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者，入甑依旧再养七日，再扫，以质尽为度”［１０］。

每一斤（一斤＝５００ｇ）霜，加豆粉二两（一两 ＝５０ｇ，
下同）、蛤粉四两，入水缸内搅匀，沉淀去清水。另

用细灰做成沟，上置纸数层，将湿粉铺于纸上，将

干，切成瓦形或方块，干后货卖。由此可知，胡粉

是铅与醋酸作用的产物：白色的碱式碳酸铅，为有

毒之物，所以涂面日久脸色变青，生产者也易慢性

铅中毒，说明生产胡粉有环境污染和职业病伤害。

１５４　香身粉　宋人陈敬 《陈氏香谱·卷三》有

《傅身香粉》一条。该方用荚粉、青木香、麻黄根、

附子、甘松、藿香、零陵香各等分。除荚粉外，同

捣罗为细末，以生绢夹带盛之。浴罢扑身上，有香

体、爽身作用。

１５５　香水　《铁围山丛谈·卷五》记载，广州商人
受大食国蔷薇香水启发，研制香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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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又袭人眼鼻。”效果是不错的。

１６　其他开发利用

１６１　蚊烟　蚊烟熏蚊历史很早。《庄子·让王》记
载，战国时越人用艾熏蚊。《武林旧事·卷六·作坊》

记载，宋代已有生产蚊烟的作坊［１］。罗桂环［１１］研究

发现，宋代作坊生产的蚊烟，主要制作原料是艾草、

浮萍和雄黄，产品类似无竹心的线香。

１６２　通草制花　据说通草制花历史很早，后唐马
缟 《中华古今注》记载，秦始皇时宫中嫔妃戴的芙

蓉冠上，插有五色染的通草花。用通草制花的手工

业在宋代时已有较广分布。《茅亭客话·卷四·陈损

之》记载，太平兴国时成都西市有老妇孙媳辈 “造

花为业”［１２］。《夷坚志·支癸卷第八·李大哥》记载：

“饶州天庆观后居民李小一，以制造通草花朵为

业”［１３］１２８２。《都城纪胜·诸行》记载，临安（今杭州）

官巷是花行所在地，所聚花朵极其工巧，著名花辅

是 “齐家、归家花朵铺”［１４］。后来通草制花业发展

为一项全国性的手工业。

１６３　雄黄驱蛇避虫与炉甘石阴天放雾　北宋政和
年间，宋徽宗令在开封东北建皇家园林 “寿山艮

岳”。除用大量奇花异石垒造假山外，还在半山腰筑

数十大洞，内塞大量雄黄和炉甘石。雄黄能驱蛇避

虫，确保游园安全。炉甘石能阴天放雾，营造出人

间仙境。后来抗金取石拆艮岳，承包人得雄黄、炉

甘石十多万斤，卖之发大财成为巨富。元末人长谷

真在 《农田余话》中记载： “汴京艮岳，元时还有

回回人于内取得雄黄数十斛、炉甘石数万斤。”［１５］可

见抗金取石时，雄黄、炉甘石未被取尽，仍存不少。

蛇为何怕雄黄，民间传说蛇触雄黄会烂肉，故

闻气而逃。炉甘石为碳酸盐类矿物菱锌矿，主为碳

酸锌。炉甘石放雾原理为阴天或雨后潮湿，空气中

多水汽，炉甘石的碳酸锌遇水起化学反应，生成氧

化锌和碳酸，碳酸系弱酸，不稳定，又分解放出二

氧化碳和水。自然条件下此分解过程缓慢，放出的

水在气温不高的阴天或雨后晴日会呈云雾状，亦有

部分水分从石隙间缓缓浸出，营造有山有水，有利

于假山草木生长。但随时日流逝，放雾程度会逐渐

减弱，直到炉甘石的碳酸锌被耗尽为止。

１６４　凤仙花染指甲及宠物　周密 《癸辛杂识续

集·卷上·金凤染甲》记载：“凤仙花红者，用叶（指

花瓣）捣碎，入明矾少许在内，先洗净指甲，然后以

此付（敷）甲上，用片帛缠定过夜。初染色淡，连染

三五次，其色如胭脂，洗涤不去，可经旬，直至退

甲……今回回妇人多喜此，或以染手并猫狗为

戏。”［１６］周密此说有两点妙处：一是红色凤仙花瓣捣

绒，加入少许明矾起助染作用，能使染红色深、持

久。二是染猫狗为戏，大概是当今盛行的宠物美容

之先河。

２　发展对外贸易与吸收外来药物

宋代国内商业繁荣，国家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

西北丝绸之路，由于吐蕃控制了河西走廊，外贸往

来呈衰落之势，宋朝便积极发展海上贸易，盛时贸

易往来达６０余国。与外国贸易有国家间贸易和民间
贸易两种形式，国家间贸易含重要的朝贡赏赐贸易。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下八》记载，宋

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９７１年），“置市舶司于广州，
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婆、占城、

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

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犀角、象

牙）、珊瑚、琥珀、珠（成串珍珠）、镔铁（一种制

兵器用的精铁）、龟皮、玳瑁、玛瑙、车渠（一种海

贝）、水精、蕃布、苏木等物。”［１７］宋太宗时，朝廷

多次下诏希望诸蕃来宋贸易。雍熙年间（９８４—
９８７年），宋太宗还 “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

路招致海南诸蕃”，进行招商和购物。

宋朝与外国的朝贡赏赐贸易仍归鸿胪寺管理，

但贡品的价值多少由市舶司提供，作为宋皇赏赐回

赠的依据。朝贡贸易不上税，使节是中国皇帝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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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去的吃住行都受到优待。作为大国的宋朝回

赠赏赐自然丰厚，所以各国来宋朝贡十分频繁。据

穆德全［１８］统计，从宋太祖开国的建隆元年（９６０年），
至南宋孝宗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年）的２１８年间，外国朝
贡６３３次，其中明确记载有药物交流的９８次。朝贡
贸易在整个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进入南宋后，

由于辖地减半，军费庞大，财政吃紧，朝廷采取了

压缩朝贡贸易，发展市舶贸易，向重视经济效益的

务实方向发展，药材进出口贸易得到加强。

宋朝进口的主要药材有朝鲜半岛的人参，日本

的硫黄，东南亚的犀角、象牙、沉香、檀香、丁香、

乳香、苏合香、龙脑、胡椒、豆蔻、苏木、槟榔，

印度的珍珠，大食的乳香、龙涎香等。

宋朝大量进口香药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皇室、

贵族对香药奢侈品需求及医药、食品、礼佛应用增

大；二是香药贸易能给朝廷带来丰厚利润。南宋初

年，外贸收入为２００万缗（１０００文为１缗），占全年
财政收入的２０％，是北宋初的６～７倍。而外贸收入
中，香药收入又占极大比重，有说占一半，即占全年

财政总收入的１０％。所以，《宋史·食货志下七·香》
总结说：“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药）

之利博，故以官为市焉。”［１７］

宋代药业十分开放包容，对外来药物吸收力度

很大，官药局生产７８８种成药，２５７种配有香药。著
名成药苏合香丸由１５味药组成，香药占８种，超过
了一半。

在大量进口国外药材同时，两宋也积极向外输

出中国药材。据 《宋会要》记载，市舶司通过阿拉

伯商人输出的中国药材有６０余种。这些药材是：朱
砂、人参、牛黄、硫黄、茯苓、茯神、附子、水银、

白附子、川芎、雄黄、川椒、石钟乳、白术、芜荑、

山茱萸、茅术、防风、杏仁、五灵脂、黄芪、牛膝、

石斛、使君子、肉桂、天南星、秦皮、橘皮、鳖甲、

官桂、红豆、蓬莪术、石决明、乌药、桂皮、姜黄、

椿皮、桂心、半夏、常山、远志、桔梗、泽泻、益

智仁、甘草、荆三棱、草果、松香、滑石、白芷、

蕤仁、生姜、黄芩、龙骨、蔓荆子、金毛狗脊、五

加皮、菖蒲、大黄、黄连。

阿拉伯商人常将这些中国药材运到亚丁、巴格

达等港口，再转销到北非亚历山大、西亚君士坦丁

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以及欧洲的威尼斯（今属

意大利）和西班牙。宋船也直接参与药材等商品的进

出口贸易。

在与诸蕃的朝贡赏赐贸易中，以渤泥国最令人

印象深刻。

《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外国五》记载，渤泥（今

南洋加里曼丹岛西北部文莱国）国王向打于宋太宗太

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年）第一次遣使向宋朝进贡。《贡
表》内容极其真诚，表题为 《愿皇帝千万岁寿，望

不责小国微薄之礼》，其后文字云：“勃泥国王向打

稽首拜，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愿皇帝万岁寿，今

遣使进贡。向打闻有朝廷，无路得到。昨有商人蒲

卢歇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朝来，比诣

婆国，遇猛风破其船，不得去。此时闻自中国来，

国人皆大喜，即造舶船，令蒲卢歇导达入朝贡，所

遣使人只愿平善见皇帝。每年令人入朝贡，每年修

贡，虑风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诏占城，令有向打船

到，不要留。臣本国别无异物，乞皇帝勿怪。”［１９］

《贡表》今译如下：“渤泥国王向打向大宋皇帝

朝拜行叩头及地大礼，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祝皇

帝万寿无疆。今遣使节来向您进贡。向打曾听说有

大宋之国，但不知道路如何走。前些日子，有个叫

蒲卢歇的商人，乘的船停泊在我国港口。我派人将

他迎上岸。他说他从中国来，要到婆国（今印尼爪

哇境）去，因遇大风船被损坏不能去了。当听说他从

中国来时，国人都十分高兴。我即令制造航海的船

舶，叫蒲卢歇领航引路朝贡中国。我所派遣的使节，

只希望他们能平安顺利见到皇帝。以后每年都派人

到中国朝贡。每年朝贡最担心海风将贡船吹到占城

国界，遇到麻烦。诚望皇帝诏令占城国（今越南南

部），凡是渤泥国向打船到占城，不要扣留。臣本国

没有其他特别的珍奇之物，请皇帝不要责怪吝啬

小气。”

这次朝贡，渤泥国贡有大片龙脑二十两、二等

龙脑一百六十两、三等龙脑二百二十两、米龙脑四

百两、苍龙脑四百两、龙脑版五、玳瑁壳一百个、

檀香三节、象牙六株。朝廷安排在礼宾院接待，“优

赐以遣之”。后渤泥国又派使节进献方物、香药，直

到明朝皇帝明成祖朱棣时达到鼎盛。

《明史·渤泥国》记载，永乐六年（１４０８年）七
月，渤泥王麻那惹加那，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

１５０人泛海来朝入贡。到福建，朝廷遣中官（内朝分
管官员）前往迎接，所过州县皆宴请不误。八月，渤

泥王入都南京朝见明成祖，成祖慰劳再三。献礼毕

送归会同馆。明成祖赐渤泥王仪仗、交椅、银器、

伞扇、销金鞍马、金织文绮、纱罗、绫绢衣十袭

·３０９·



２０２１年５月　第２３卷　第５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Ｍａｙ２０２１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５

（套）。其余之人也有不同赏赐。十月，渤泥王不幸

病逝于会同馆。明成祖停朝三日哀悼，并遣官致祭，

厚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冈。随即封其子遐旺继承

王位。归时，赐玉带一、金百两、银三千两及钱钞、

锦绮、纱罗、衾褥、帐幔、器物，余皆有赐，并派

中官张谦、行人（内朝管朝觐、册封、传旨等事官）

周航护行［２０］。

所以，有中国学者说：在古代历史条件下，朝

贡赏赐贸易体现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大国风范，给东

南亚带来了和平与繁荣。

３　使用广告商标市招

为了多销、快销药品获取更多利润，除了实行

薄利多销方针外，生产经营者不断探索，积累了一

套使用广告、商标、市招的有效措施。

３１　使用多种广告

３１１　实物广告　把实物商品带到市场展示给人
们，提供出售信息，是最早的广告形式。“神农

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

而退，各得其所”，表明商品交换萌芽时期，是用实

物做广告。由于这种广告最简单、明白，至今仍是

最基本的广告形式。

早期的医药广告，无论药摊、药铺、药市，都

是实物广告。药商们把药品摆在市场上或店铺内，

既提供了销售信息，展示商品质量，又便于随时取

售。所以，北宋开封药市，商品堆积之多，有如

“香山药海”；南宋成都药市，有 “一川所出药草毕

集”，“一道长街尽药香”；药铺经营品种多，人们

必然追求店容整洁、取货方便，因而注意商品陈列。

３１２　叫卖广告　为了更多地引起人们注意，在繁
闹的市场上，小药贩常用叫卖声招徕顾客。《东京梦

华录·卷三·天晓诸人入市》记载北宋开封，“御街

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

《梦粱录·卷六·十二月》记载，南宋杭州 “各坊巷

叫卖苍术、小枣不绝”。成都大慈寺药市 “有于窗

隙间呼货药一声，人识其意，亟投以千钱，乃从窗

隙间度药一粒，号解毒丸”。深入偏街小巷的药贩，

沿街叫卖，可以唤出屋内的顾客。

宋医张杲 《医说·卷四·治痰嗽》记载了一例叫

卖广告的传奇效果。徽宗年间，宋徽宗一爱妃患咳

嗽，终夕不寐，面浮如盘。徽宗见之甚为忧虑。急

诏御医李防御下旨：“若三日不效，当诛。”李已先

用数药未效，今忧技穷，与妻相对而泣。忽闻外间

叫卖：“咳嗽药一文一帖，吃了今夜得睡！”李使人

市药十帖，并三为一自先试服，无不良反应。于是

取三帖合为一帖，入宫授妃，嘱分两服。当夜咳止，

至晨面肿亦消。李虽幸其安，而念皇上必宣索方书，

无言以对，亦为死罪。命仆人待前卖药人过，邀入

坐。李说愿以百两纹银买其方。卖药人回答：一文

药，安得如此？防御要得方，当便奉告。只蚌蛤粉

一物，新瓦上煅红碾粉，拌青黛少许。又问其来源。

答曰：壮而从军，见主帅有此，故记而得之。以其

易办，姑借以度余生，无他长也［２１］。这起叫卖广告

取得了治一病、救一命、得一方的传奇效果。卖药

人不贪图金钱的奉献精神，也十分令人敬佩。

３１３　音响广告　用工具撞击发声代替叫卖广告，
表明人们对这种声音是卖何物十分熟悉。如敲马蹄

铁叮当声卖麦芽糖，击竹板梆梆声卖米糕。古代医

生肩负药囊，走村串寨、走街串巷，行医卖药，使

用一种串铃发声。传说孙思邈用串铃撑虎口为其拔

刺，故串铃又称 “虎撑”。宋代走方医李次口使用

串铃作音响广告。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收藏

一铜制串铃，鉴定为宋代文物。铜铃环状，外径

１２５ｃｍ，内径４ｃｍ。正面铸有图案，日月在上，星
辰列左右。背面铸有八卦，两面图案之间饰有罗形

云纹。铜环中空，内置四颗铜丸，周转摇动，发出

铃声［２２］。

３１４　模型广告　灭鼠药使用很早，《山海经》即
有记载。市售鼠药的地摊大多用一堆死鼠作广告，

难看又不卫生。五代后蜀时（９３４—９６６年），成都有
李姓卖鼠药人用木鼠做广告。《太平广记·卷八十

五》记载：“李客者，不言其名，常披蓑戴笠，系

一布囊，在城中卖杀鼠药，以一木鼠记”［２３］。这种

方式既明了方便，又清洁卫生。后蜀国灭亡时，北

宋已建立了６年，宋代时，李客也必然仍用木鼠为
记流动售药。

３１５　悬物广告　悬物广告又称市招。不同行业有
自己独特的悬物作为市招。《后汉书·方术列传第七

十二下·费长房》记载：汝南郡 “市中有老翁卖药，

悬一壶于肆头”［２４］。“肆”是出卖同类商品排成的行

列。这位不知姓名的卖药老翁将一个装药的葫芦悬

在卖药行列的开头，是中药悬物广告的开始。葫芦

为葫芦科植物葫芦的果实，挖去果肉干后可以装药

盛酒，体轻耐用。此后，用葫芦装药出售的记载常

见不鲜。以后，出现用多种摆设作市招，反映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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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主人的不同个性情趣。

一些医药世家，医精药良，治愈了皇室疾病，

皇帝常有赏赐之物。他们将赐物放大复制成模型，

作为市招，显示获得过最高荣誉。南宋钱塘名医陈

沂治愈了宋高宗赵构妃子吴氏重病，得御赐宫扇一

把，官至翰林金紫医。陈沂子孙遂以妇科为业，皆

以扇裱其门，名声甚远。南宋京城临安还有 “金杵

臼”严防御药铺、“金药臼”楼太丞药铺，也是这

种情况。

３１６　雕塑广告　有些药家标新立异，设计生动活
泼的木雕动物或人与动物形象置于柜上，作为自己

的独特市招。《夷坚志·三志辛卷第十·鬼杀高二》

记载：饶州有高姓药铺，世售风药，所用木雕市招，

造形为一人右手持叉钩、左手牵一黑漆木猪，故得

“高屠”之名［１３］１４５９。雕塑广告因常置柜上，易为顾

客、路人目睹，为店铺传名起到了很好作用，引起

一些药家争相效法。如开封专售疝气药的李家药肆，

用木牛为记；杭州外沙皮巷口眼药铺，用双葫芦为

记等。

３１７　文字广告　从宋代起，药业使用了店名、药
品介绍及多种牌匾的文字广告。《清明上河图》赵

太丞家药铺，门前两边相对立有３块室外屏风广告：
左边２块分别为 “赵太丞统理男妇儿科”“治酒所

伤真方集香丸”；右边 １块是 “大理中丸医肠胃

冷”，其旁至室内设有３人座长木椅。进屋靠右的立
柱上还挂一竖幅 “五劳七伤回春丸”，是典型的药

品文字广告。《清明上河图》另一家药铺，挂出

“神农遗术”牌匾，是医药技精的表白广告。

南宋医学家许叔微在 《普济本事方·卷三·膀胱

疝气》中记载了一则独特的文字广告：“顷年（近

年），有人货疝气药，肩上担人、我二字，以为招

目，日货数千。有一国医多金得之，用之良验”［２５］。

这种挂在肩上的文字广告，用于跻身于人群，穿行

于街巷的流动卖药人，不仅轻便易做，而且简单明

白告诉世人我为你服务，很是新奇引人注目。加上

此药确有良效，故能日卖钱数千文，用极小的广告

投入，获得了极好的广告效益。这种广告形式，大

概是今日绶带广告的前身。

３１８　印刷广告　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造纸业
发达，各种纸张成为供应社会需要的廉价商品。这

时，出现了印刷广告。现存第一份印刷广告由北宋

生产缝衣针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推出。这张广告用

铜版印刷，顶部印店名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下

部印经营方针：“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

院使用，客转为贩，别有加饶（添加），请记白”。

两侧有 “认门前白兔儿为记”的导引。中间为白兔

捣药图商标，是一张功能较全、高水平的印刷广告。

原件存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后，官药局和一些民营

药铺，用铜版或木版印刷药品仿单、外包装上的图

文内容，起到印刷广告的宣传作用。

３１９　图画广告　南宋杂剧 《眼药酸》有一幅宣传

绢画。２个身着戏装演员，一人手指病眼；一人手
持眼药酸示意此药可治，左肩前后又搭数串画一只

眼的梨大圆片幌子，并挎着绘一只大眼睛布袋。形

象生动，印象深刻［２６］。

有的药业用名人书画装饰店铺，提高人文档次，

也起到了图画广告的宣传效果。如北宋开封 “宋家

生药铺，铺中两壁，皆李成所画山水”。李成是五代

末北宋初著名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极为有名。他

喜好香药、喝酒，与宋公交往很深，常在宋家酒酣

时挥毫作画，赠与宋公。宋公将其装饰两壁，提高

了药铺的文化档次，使宋家生药铺成为京城著名药

家之一，被孟元老记录在 《东京梦华录·卷三·寺东

门街巷》之中［２７］２１。

３１１０　音乐广告　西周时，卖麦芽糖的小贩吹箫，
可能是最早的音乐广告。江湖上的流动卖药人，有

的携带锣鼓琴弦，在街边、茶馆小唱聚众卖药。《梦

粱录·卷十六·茶肆》记载，南宋京城茶肆，夏天常

添卖雪泡梅花酒、缩脾饮等消暑保健饮料。“绍兴年

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 《梅花引》曲破卖

之”［７］，既能娱乐，又起音乐广告的宣传作用。

３１１１　武术广告　在宽敞的街边、空旷的场坝，
弄刀舞棒聚众卖药，是江湖流动习武的卖药人。《太

平广记·卷八十五·蜀城卖药人》记载：“前蜀……

市内有一人弄刀枪卖药。”别人向他请教武术，他说

“只卖药丸，不弄刀枪。”［２３］可见，武术是他招徕顾

客的广告手段。前蜀离宋不远，宋代也必然承此广

告聚众卖药。甚至在笔者居住的重庆合川小镇上，

民国时期还常见用武术聚众的卖药人。

３１１２　动物广告　江湖上还有用动物做广告，玩
蛇耍猴，聚众卖药。《夷坚志·乙志卷十九·疗蛇毒

药》记载：“临州（今甘肃临洮）有人以弄蛇货药为

业。”［２８］玩蛇人所卖，常是特效的蛇伤药。民国时

期，季德胜弄蛇卖药，卖的是祖传蛇伤药。此药后

来被开发为著名的季德胜蛇药片，畅销国内外。

３１１３　门面广告　门面广告是多种广告的综合应
·５０９·



２０２１年５月　第２３卷　第５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Ｍａｙ２０２１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５

用，常与店铺设施、经营特色结合起来设计，包括

店铺名称、门面装饰、货柜货架、商品陈列、各种

牌匾、实物雕塑等内容。在彻底废除坊市制束缚的

宋代城市里，商业店铺的门面广告迅速兴起。

药业店铺名号，唐代似未出现。京城长安宋清

药铺开办４０年声誉极高，从官员、医生到市民、农
夫，几乎无人不知。但是，文学家柳宗元为他写传

时，却未说该铺叫什么名号。这不可能是疏忽，而

确实是未取店名。

《太平广记·卷八十五·击竹子》还提到，五代

后蜀成都有一家生药铺，也只是 “卖生药黄氏子

家”［２３］，未使用用语更为简单的店铺名号，也极可

能是未取店名。

到了宋代，开封、杭州被记载下来的药铺有

４０余家，大概 ３０余家有名号。其中 ２０余家药铺，
直接用业主姓名做店名，或在姓名后体现经营特色。

如开封的杜金钩家、柏郎中家、张殿丞药铺、李生

菜小儿药铺，杭州的潘节干熟药铺、陈妈妈泥面具

风药铺等。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京城开封

社会生活写实画。画中有一家药铺，店门上方置

“赵太丞家”４字店名拉通横匾，证实北宋确实盛行
用业主姓名添上 “家”字作店名的习俗。３０家店名
中，叫 “某某堂”的，只有 “仁爱堂熟药铺”［７］一

家显得特别。另有 “丑婆婆药铺”［２７］１９和 “三不欺

药铺”［７］２家店名更觉新颖。这３家店名标新立异，
表明业主想通过店名吸引顾客、争取信任的创新

精神。

除店名外，门前、店内的各种牌匾，亦引人注

目。如前述清明上河图一家药铺挂出 “神农遗术”

的广告语。另一家香药铺，门前耸立高出房顶的巨

型移动式竖幅广告，上书 “刘家上色沉檀拣香铺”，

将店名与经营上等沉香、檀香、乳香特色结合一体，

十分吸引眼球。

３２　使用商标

在商品上或广告、仿单、包装上，使用自己特

有的文字或图画标志就是商标，俗称 “牌子”。商

标表达商品的出处、质量、责任和信誉，便于生产

经营者推销、消费者辨认。２０００多年前，春秋战国
工匠在自己生产的器物上刻留自己的姓名，表示对

产品质量负责，是最早的文字商标。北宋时，坊市

制废除，工商业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时间，竞争

变得激烈起来。这时，药业开始使用商标，用来创

造自己的牌子，巩固和扩大销售市场。山东临沂东

汉墓壁雕画中有兔子捣药图。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

铺的印刷广告，中心部分印有白兔捣药图。图中白

兔捣药卖力认真，形象生动可爱，是古代中国最为

著名的图画商标。惜未发现有药业使用。

南宋初，官药局在成药包装上贴一种印记商标，

上印 “和剂局记”字样，称为 “贴子印记”，是纯

文字商标。民间有盗用 “和剂局记”贴子印记商标

冒充官药出售，受到了官府查处［２９］。

４　其他措施

４１　馈赠药品

《梦粱录·卷六·十二月》记载：“岁在旦尔，席

铺百货，画门神桃符……馈与主顾。更以苍术、小

枣、辟瘟丹相遗。”又说：“医士亦馈屠苏袋……并

以诸品汤剂，送与主顾第宅，受之悬于额（门额）

上，以辟邪气。”［７］

４２　礼貌待客

孙思邈在业医营药之家的用房建设中，规划有

“格子房，以待客。客至引坐”［３０］。北宋 《清明上河

图》中，赵太丞家药铺在右侧屏风广告旁，设有供

３人坐的长木椅，可知宋代药铺普遍有设座待客
措施。

４３　行业着装

孟元老在 《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中记载，

北宋京城开封的 “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

色，不敢越外”“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２７］３１。

《梦粱录·卷十八·民俗》也记载，南宋京城杭州，

“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差等”“街市买

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７］。这

种行业着装能起振奋敬业精神和整洁醒目的宣传

作用。

４４　筑窒自耕的长期驻外采购

四川药商赴广南西路（今广西）钦州博易场采购

交?国香药，因路途遥远，必须设坐庄长期驻地，

以便加强沟通、促成交易。但人员长驻，食宿开支

巨大，遂采取建屋种地，自给食宿的措施［３］。使节

约成本和开展业务都取得了很好效果。

５　利用行业组织为经营服务

宋代的行业组织不是各行各业自办，而是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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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强制推行。这是因为北方威胁加重，朝廷奢侈不

减，政府开支增大。为了增收，官府对各行商业、

手工业除收税和各种摊派外，还强行向他们低价购

买或高价推销物品，称为 “科索”“回买”。朝廷和

官府需要的物资，也常令商人低价代购。官府的工

场急需人手时，也役使民间工匠应差，称为 “当

行”或 “行户祗应”。商品物资纷繁复杂，为了便

于管理，提高效率，朝廷强令建立各行的行业组织，

分别落实官府对行户的赋役摊派和各种要求。行业

组织负责人称为 “行头”或 “行老”“行首”。

所以，南宋人耐得翁 《都城纪胜·诸行》中说：

“市肆谓之 ‘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１４］吴

自牧在 《梦粱录·卷十三》中有行业组织 “团行”

的专论。他说：“市肆谓之 ‘团行’者，盖因官府

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

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其名称，“有

名为 ‘团’者，如城西花团……又有名为 ‘行’

者，如……姜行。……更有名为 ‘市’者，如炭桥

药市……其它工役之人，或名为 ‘作分’者，如碾

玉作。”可见，行业组织名称，有行、团、市、作等

好几种。南宋药业行业组织名称就称为 “药市”。

很显然，药市既是药商集中交易的场所，又是行业

组织与 “行头”的所在地。这里有固定的办公地方

“上行之所”［７］，类似今之 “会所”，是后世 “会馆”

的前身。

记载宋代药业行业组织职能的史料很少。《梦粱

录·卷十九·顾觅人力》项下，记有药业利用行业组

织为经营服务———招医、招工的情况：“药铺要当铺

郎中、前后作、药生作，下及门面铺席要当铺里主

管后作、上门下番当直安童，俱各有行老引领。如

有逃闪，将带东西，有元地脚保识人前去跟寻。”［７］

这段话里涉及的职业工种很不好查证。大概意

思是说：“药铺要雇请坐堂医生、前店营业员后堂保

管员、制药工人，以及其他店铺要请后堂主管、跑

腿的少年儿童，都有各自的行业组织负责人介绍承

办；如果发生受雇人偷东西逃跑，有认识的当地作

保人前去追寻。”这说明，在药业行业总组织 “药

市”下面，存在着药业各层次人员的基层组织，行

业组织的体系已基本形成，可以分别进行服务或催

办摊派。

何处约请 “行老”？除到 “上行之所”外，《都

城纪胜·茶坊》条说有些是在茶坊里：“茶坊……又

有一等专是诸行借工卖伎（打工卖技）人会聚行老

处，谓之市头。”［１４］

６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

宋代药业发达，与宋代官方和民间医药人对医

药的重要性、经营须高尚职业道德的共识密切相关。

自从唐德宗宰相陆贽（陆宣公）提出 “医以活人

为心，故曰医乃仁术”［３１］、高度概括了医药救死扶

伤的人道主义目的后，宋太宗、宋徽宗继承思想，

将医学、医术直称为 “仁心”“仁术”，认为发展医

学是 “仁政之急务”［３２］。宋仁宗时期宰相范仲淹认

为，医药人的社会作用如同宰相那样崇高，早就提

出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著名主张［３３］。官药局上

呈宋徽宗的 《和剂局方·进表》中指出：药业是关

系人民建康长寿、推动社会幸福和谐的重要产业［５］。

医药界对利用医药一技之长诈骗钱财，更是进

行猛烈抨击。南宋医家兼医史学家张杲，在 《医

说》中专列 《医工报应》一卷，举出众多事例对医

德优劣之人进行前景剖析，很有鼓励与震慑作用。

摘举如下例子加以说明。

《医说·卷十·医不贪色》［３４］记载：宋徽宗宣和年

间（１１１９—１１２５年），有一士人抱病缠年，百治不
瘥。有何澄者善医，其妻请到，引入密室，告之曰：

“妾以良人抱病日久，典卖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

身酬。”澄正色曰：“娘子何为出此言！但放心，当

为调治取效，切毋以此相污。不有人诛，必有鬼神

谴责。”未几，良人疾愈。何澄一夜梦入神祠，判官

语之曰：“汝医药有功，不于艰急之际，以色欲为

贪，上帝令赐钱五万贯、官一员。”未几月，东宫

（太子所居之宫此指太子）疾，国医（国内最好医生）

不能治。有诏草泽医，澄应诏，进剂而愈。朝廷封

官赐钱一一如梦。

《医说·卷十·段承务》［３４］记载：一个叫段承务的

人，医药精妙，然甚贪财。一次一个富贵病家来请，

段视病后说：“此病不过汤药数剂，然非五百金为谢

不可。”病家许诺一半，段拂袖而去，只好如数答

应；另外还给银五十两为药资，段亦索至百两，乃

出医为治。数日病愈，段载银归家。途中住店，夜

梦一红衣者曰：上帝以汝为医而专贪财贿，无济人

利物之心，令随行者杖击二十。段惊醒觉背痛，呼

仆人视之，有棒痕在身。段还家即死。

段承务及 《医不贪色》故事，神话部分虽不可

信，但它反映人们对缺德行为的深恶痛绝，对高尚

职业道德的强烈呼唤与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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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政府为维护良好的医药、食品市场秩序，

学习唐朝加强医药法治建设。甄志亚主编的 《中国

医学史》教参丛书，总结了宋代第一部法典 《宋刑

统》的有关立法，共涉及４个方面。
一是医药人职业道德方面：“诸医违方法诈疗疾

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

绞，即卖买而未用者流二千里”。

二是医疗事故方面：“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

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

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

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亦如之”。

三是民众医药方面：“诸丁匠在役、防人在防若

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杖四十，

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四是饮食卫生方面：“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

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

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３５］。

这些震慑性立法条款，对维护良好医药、食品

市场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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