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中药丸剂史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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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中药丸剂#系指药材细粉或药材提取物加适宜黏合剂或其他辅料制成的球形或类

球形剂型" 中药丸剂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剂型#它自先秦起源后#经汉代至明清#历代不断发展和丰

富#适应疾病治疗的需要#制作工艺逐步完善#相继出现了蜜丸!蜡丸!包衣丸以及蜡壳丸等多种形

式" 近现代随着制药机械的进步#中药丸剂不断创新#现已成为批量生产的中成药的主要剂型"

!关键词"!传统剂型&!中药丸剂&!方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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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传统中药丸剂系指中药材细粉或药材提取物

加适宜的黏合剂或其他辅料制成的球形或类球形剂

型#主要供内服/&0

" 与汤剂!散剂等比较#传统的水

丸!蜜丸!糊丸!蜡丸内服后在胃肠道中溶散缓慢#发

挥药效迟缓#但作用持久#故多用于慢性病的治疗"

正如李东垣所说,-丸者缓也#不能速去病#舒缓而

治之也.

/(0

" 丸剂是固形物#便于病人服用#且能遮

掩药物的不良味道" 此外#中药中有些毒性!刺激性

药物#可通过选用赋形剂#制成糊丸!蜡丸等#以延缓

其吸收#减弱毒性和不良反应" 同时丸剂还可以利

用各种包衣#使其于预定时间在消化道不同部位崩

解#可以得到比煎剂更加缓和!持久的药效作用" 另

外#丸剂还有方便携带!易于储藏等优点" 为了更好

地继承这一传统剂型#以及指导丸剂的剂型改革#需

要深入考察传统中药丸剂的历史渊源"

9>:中药丸剂的起源

丸剂是中药传统剂型之一#明代罗颀$物原+

技原%中有-轩辕臣巫彭始制药丸.

/%0的记载" 把丸

剂的历史上溯到公元前约 (( 世纪的奴隶社会初期#

这当然是民间传说#不见得可靠" 服用药料的方法#

继 咀之后#以原始的工具#捣研成粉末#就是散剂#

假如是鲜品#还可以捏成丸状#进而用一些流质的食

物做黏合剂#这就逐渐形成了丸剂" 这样做最初的

目的主要是为了便于计量#因为药不同于食#剂量问

题对于疾病的治疗很重要"

&RL% 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古墓出土

的医书$五十二病方%中就对丸的名称!处方!规格!

剂量#以及服用方法等有记述" 书中有很多处方#都

提到丸剂的制备#有酒制丸!醋制丸!油脂制丸#亦有

成丸后#再粉碎入酒服之#但未涉及具体的丸剂制备

方法" 如-以般服零#撮取大者一枚#捣之以舂#脂

弁之#以为大垸#操.

/"0&(K

#-冶蘼芜本#防风#乌喙#

桂皆等#渍以淳酒而垸之#大如黑菽而吞之" 始食

一#不知益一.

/"0R&

# -犬噬人伤者,取蚯蚓矢二

升#11并熬之#而以美醯
!!!!

之#稍垸#以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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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犬毛尽#敷伤而已.

/"0"$

" 垸#通-锾.字#为重量

单位#读为丸&又有-转.之意" 从其制作过程可看

出是丸剂" 书中的丸剂给药方法既有内服#也有外

用#吞服的丸剂特别强调其-大如黑菽.#说明已经

注意到内服丸剂的制剂规格" 外用丸剂则为-大

垸.-稍垸. '粗制为丸(#规格要求比内服丸要低"

可见#$五十二病方%的-垸.尚不能称为剂型名#实

际是为了便于计量#书中不用两!铢等计量法#而是

通过逐渐增丸的方法来控制药量#特别是对于有毒

药物的使用#可用丸来避免中毒" $五十二病方%中

丸剂的赋形剂为脂!酒和醋#这些至今仍是制备丸剂

的常用赋形剂" 特别是酒!醋等黏合成丸#即是现代

丸剂分类中的水丸#这也应该是较早的丸剂形态"

丸剂在当时并非常用剂型#所以出现频率较低"

同时出土的$养生方%中所载丸剂#较之$五十

二病方%#制作更为精良#赋型剂更多#已开始用蜜

和枣膏制作丸剂,-非廉!方葵!石韦!桔梗!茈葳各

一小束#乌喙三颗#11

$

五寸#白酟蛇若苍梗蛇长

三四寸#若11各冶#并以蜜若枣脂丸#大如羊

矢.

/$0

" 这也成为目前中国医药史上首次见到蜜丸

的记载" $养生方%中丸剂的赋型剂除蜜和枣膏外#

还有雀卵汁!松脂!动物血!马酱等"

约成书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记载有-四乌

骨一雂茹丸. '雂茹即茜草(,-二物并合之#丸以

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后饭#饮以鲍鱼汁.

/M0

"

这是以蛋白为黏合剂而成丸者" 该书中丸剂第 & 次

作为一种剂型名称出现"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中载有-半夏丸.之名" $神农本草经%卷 &$序例%

中指出,-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

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

并随药性#不得违越.

/L0"L

" 可见现存文献中最早的

以剂型形式出现的-丸.剂载于$黄帝内经%#最早的

有关丸剂的理论见于$神农本草经%" 除此之外#在

$神农本草经+牛角 %中#还出现了-丸药.一词,

-下闭血#瘀血疼痛#女人带下血" 髓,补中#填骨

髓" 久服#增年" 胆,可丸药.

/L0((%

"

;>:中药丸剂的发展

$武威汉代医简%中记载有 M 方#大多数以蜜为

丸#如,-石钟乳三分巴豆一分二者二分凡三物皆冶

合丸以蜜大如吾实宿毋食旦吞三丸.

/#0$

#说明汉代

蜜丸已经非常盛行#并沿用至今" 一例以猪脂为丸#

-治百病膏药方蜀椒一升付子廿果皆父猪肪三斤煎

之五沸浚去宰有病者取大如羊矢温酒饮之日三四与

宰捣之丸大如赤豆心寒气胁下恿吞五丸日三

吞.

/#0%

" 丸之大小不一#有大如-婴桃.#有小如-赤

豆." 有如-吾实.!如-弹丸.之不同"

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首次记载用

动物胶汁'如鳖甲煎丸(!炼蜜'如麻子仁丸(和淀粉

糊'如蛇床子散(为丸剂的赋形剂" 在此之前的丸

剂绝大部分是利用药物本身的性质而制成丸#张仲

景较早提出了在丸剂中加入不影响药物疗效的黏性

物质来制备丸剂" 该书还介绍丸剂的服用方法#可

以-酒.送服'如肾气丸(!-沸汤.送服'如理中丸(!

水吞服'如麻子仁丸(等#也可以水煎之#尔后服其

药汁#例如抵当丸" $伤寒杂病论%中还对丸剂的规

格作了规定#有-梧子大.者'如乌梅丸(!-弹子大.

者'如薯蓣丸(!-鸡子黄许大.者'如理中丸(!-小

豆大.者'如大黄蛰虫丸(!-兔屎大.者'如桂枝茯

苓丸(等" 仲景所用的丸剂#是适应病情的需要而

产生的#可根据病情选用不同的赋形剂#使丸剂更有

特色" 如治疗妇人妊娠呕吐不止的干姜人参半夏

丸#取生姜汁糊丸#主要是增强散寒止呕之力" 治疗

产后呕吐使用的竹皮大丸#乃用枣肉和丸#取其和胃

气之意" 正如$金匮玉函经%所述,-若欲治病#当先

以汤洗其五脏六腑#11次当用散#11次当用丸#

丸能逐沉冷#破积聚#消诸坚#进饮食#调营卫#能

参合而行之者#可谓上工.

/R0

" 此外#仲景还根据性

别!年龄!体质强弱!病情轻重等情况的不同#确定服

用丸剂的剂量#体现了中医学因人制宜!辨证施治的

思想"

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创始了既有黏合

力又有治疗作用的黏合剂#如-又方#鸡冠血和真

朱#丸如小豆#内口中#与三四枚#差.

/&K0&M

#其中的鸡

冠血既是黏合剂又可以发挥一定的药效" $肘后备

急方%卷 "$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中记载了蜜

蜡丸,-若下痢不能食者#黄连一升#乌梅二十枚#炙

燥#并得捣末#蜡如棋子大#蜜一升#合于微火上#令

可丸#丸如梧子大#一服二丸#日三.

/&K0"&

" 此为有关

蜡丸的较早记载#为后世纯蜡丸的出现提供了经验"

同时#$肘后备急方%卷 "$治卒大腹水病方第二十

五%中也发现了有关浓缩丸的记载,-又方#多取柯

枝皮#?#浓煮#煎令可丸服" 如梧子大三丸.

/&K0RR

"

而且书中多次出现浓缩丸" $小品方%也出现了多

例浓缩丸#可见#从$肘后备急方%首次出现浓缩丸

后#浓缩丸在当时社会一直得以延续和发展" 彼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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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缩丸正是现代浓缩丸的雏形#浓缩丸的出现并

使用可节约药材!提高疗效" $小品方%卷 $$治下利

诸方%中载有,-凡十物#合捣下筛#蜜烊胶和之#并

手捻作丸.

/&&0

" 即蜜和阿胶烊化一起和丸#这是首

次见到阿胶烊化和丸的文字记载" 另有以羊脊骨中

髓合猪脂为丸#还有数例以乳汁为丸的方剂"

$集验方%中丸剂的赋形剂种类非常丰富#有蜜

丸!脂丸!糯米膏丸!水丸!牛胆汁丸等" 卷 %$治胃

反方+治胃反吐食者方%,-捣粟米作粉#水和作丸#

如楮子大七枚".

/&(0这是现知中国医学文献中首见

以纯水作丸的记载"

梁代名医陶弘景在张仲景的基础上提出丸剂应

用理论,-疾有宜服丸者!服散者!服汤者!服酒者!

服膏者#亦兼用所病之源#以为某制耳.

/&%0

" 由此可

知#丸剂的使用需要符合 ( 个前提条件#一是某些药

物的-药性.适宜作丸剂&一是某些疾病的治疗适宜

服用丸剂"

汉晋时期丸剂剂型得以迅速发展#赋形剂种类

显著增多#蜜丸开始普遍使用#且丸剂的临床使用不

拘病种"

$备急千金要方%对炼蜜方法以及丸剂的服用

剂量方面作了一些规定#如,-凡丸药皆如梧桐子#

补者十丸为始#从一服渐加#不过四十丸#过亦损

人.

/&"0&%

"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明显具有缓效作用的

赋形剂的使用#如松脂!蜜蜡等为丸#虽然方数不多#

但却是一个重要的跨越" $备急千金要方%卷 &$$脾

脏方+冷痢第八+四续丸%载-右五味末之#以蜡煎

烊以丸#药如梧子大#服五丸#日三#不过五六服#

差.

/&"0(#%

" 这是现知中医文献中第 & 次见到只有蜡

一种赋型剂为丸的记载" 书中丸剂的赋形剂种类繁

多#除上述的蜜和蜡!松脂之外#还有枣肉!牛胆!犬

胆!酒!醋!饴!糖!唾!饧!鸡子白!雀卵!米饮!猪膏!

猪血!牛羊髓脂!乳汁!豉!巴豆!杏仁!水等近 "K 种

黏合剂" 大小有大如鸡头子大!弹子大!酸枣大#小

如小豆大!半麻子大!豌豆大!米粒大!粟米大" 但

是#该书中的丸剂并非如一般人所认为的用于缓治#

实际无论中风!伤寒!难产!崩中!疔疮!乳痛都有应

用#可见丸剂#特别是蜜丸#外感伤寒!痢!疟!霍乱都

有应用#也并非不用于急症" $备急千金要方%中出

现了一种类似于丸剂的新剂型555药豆#为现知中

医文献中所首见" 所谓药豆#就是将豆浸入药汁中#

然后服豆以达到治疗目的" 这种方法开辟了用药的

新途径#并为后世创制新剂型指出了一条新思路"

唐代出现了 % 种特别的丸剂,

!

蜡丸" 是以蜂

蜡为基质#此赋形剂不溶于水及酸性胃液#遇到碱性

肠液才缓慢溶解#故口服后至小肠才逐渐释放药物

而显效#故能够黏附毒性的药物#如砒霜之类#使之

在人体内缓慢吸收而不致发生中毒的危险&

"

包衣

丸"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记载的-信朱为衣.的小

红丸即是包衣丸&

#

蜡壳丸" 蜡壳能起密封的作用#

$外台秘要方%卷 %&$古今诸家丸方%所载-吃力伽

丸.方-以蜡裹一丸如弹丸.

/&$0

" 说明当时已经出

现了蜡壳丸" 主要引自唐代中医文献的$医心方%

中也出现了以蜡纸裹丸的丸剂形态" 唐代与外域交

流频繁#海上交通发达#从南方输入多种香料药#配

制丸散后#芳香成分易散失#就需要以蜡封以保持原

料成分" 说明蜡在唐代的使用已非常普遍"

唐代丸剂种类丰富#基本构架了后世丸剂的几

种类型" 赋型剂的种类更是繁多#如$外台秘要方%

中的丸剂赋型剂#有酥!醋!苦酒!脂膏!水!粥汁!乳

汁油!药汁!蜡!豉!苦酒!饴糖!动物血!鸡肝!鸡子!

雀卵!白糖!蓝汁!面糊!阿胶!杏仁!桃仁!枣膏!鲤鱼

胆!米饮!羊牛髓!牛膝!猪肚等近 $K 种之多" 丸剂

在唐代的发展状况为宋代丸剂的鼎盛奠定了扎实的

基础#也为后世丸剂的改革和发展指引了方向"

被称为中国第 & 部中成药专著的宋代$太平惠

民和剂局方%一书载有汤!煎!饮!圆!散!粉!膏!丹!

饼!砂!锭!香等 &% 种剂型共 L## 方#其中圆即丸#计

(#" 方#占 %M\#数量冠各剂型之首" 宋代在前人的

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糊丸.和-水丸.( 种重要的

丸剂剂型" 水丸因由原药粉加水!酒!醋等泛制而

成#在胃内可迅速吸收#其吸收速率可因赋型剂不同

而有异#以酒作赋形剂有助生物碱!挥发油等有效成

分溶出#醋也可增加碱性成分溶解#且可促进胃液分

泌#增加吸收" 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所载百祥丸,

-焙干为末#水圆如粟米大.

/&M0

" 糊丸在消化道内

的崩解速度较蜜丸为慢#吸收也相应减慢" 其吸收

速度与消化道内液体量及黏度有关#由于糊丸使药

物缓慢释放#延长作用时间#可避免或减少某些药物

的刺激性" 如$鸡峰普济方%载槐耳丸,-右为细末#

酒煮面糊为元#如梧桐子.

/&L0

"

宋代$本草衍义%记载了-丸剂.一词#卷 &$序

例上%,-今若投之蜜相和#虽易为丸剂#然下咽亦易

散化#如何得到脏中2.

/&#0虽然丸药和丸剂混称#但

表明-丸剂.这一名词已经出现并使用"

$苏沈内翰良方%指出-甚缓者用丸.

/&R0

" $珍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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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囊补遗药性赋%指出-丸者#缓也.

/(K0

" 说明宋金

元时期#丸剂大多数情况下被作为治疗或调理慢性

疾病的重要剂型"

总之#唐宋时期是丸剂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赋

形剂的种类多达 $K 余种#提出了一些制作工艺的要

求#出现了蜡丸!包衣丸!蜡壳丸等新的丸剂种类#

-丸剂.名词开始出现#且丸剂在临证使用中逐渐趋

向于慢性疾病"

明代#朱砂包衣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使用比

较普遍#且一直沿用至今#如七珍丸!梅花点舌丸!妇

科通经丸等" $本草纲目%中所载丸剂剂型有大蜜

丸'卷 &" 白芷条(!小蜜丸'卷 %" 丁香条(!糊丸'卷

&# 栝楼条(!蜡丸'卷 R 石钟乳条(!水丸'卷 "# 寒号

虫条(!糖丸'卷 &L 蓖麻条(!药汁丸'卷 # 粉锡条(!

浓缩丸'卷 %$ 皂荚条(!包衣丸'卷 (R 蜜蜡条(" 其

中包衣丸依据包衣不同又有-雄黄为衣. '卷 &L 乌

头条(!-螺青为衣. '卷 &L 莨菪条(!-黄丹为衣.

'卷 &L 常山条(!-青黛为衣. '卷 &M 王不留行条(!

-百草霜为衣. '卷 %R 蜜蜡条(!-胭脂为衣. '卷 &"

蛇床子条(等" 当然这些丸衣不完全是明代的创

造#但这些丸衣的广泛应用却是与明代药剂生产情

况相适应的"

清代在唐代蜡壳丸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种

古代丸剂优良的包装形式#并详细地记述蜡壳丸的

制作技术和服用方法" 如$外科证治全生集%载,

-阴干以黄蜡包裹珍藏#临用破蜡壳取丸#陈酒化

服.

/(&0

" 蜡壳丸剂至今仍在广泛应用"

明清时期的丸剂剂型在以往基础上进一步改

良#为后世的丸剂剂型改革及创新奠定了基础"

<>:中药丸剂的创新

近代西医知识的传入!制药科技的发展!制剂工

艺的进步#致使中医药剂型出现了很大的进展与创

新" 例如民国时期的制药学专家杨叔澄对传统丸剂

的改进#首先提出丸剂的一些工艺标准,-凡丸药中

如有原质柔润#中含汁液药品#11应按原方分两加

一倍或二三倍#煎熬成膏#再与众药合和为丸.

/((0&#

"

对于一些功效峻猛!苦寒伤胃的药物制丸#他提出使

用-子母丸法.#即将其制成小丸晒干#外以平和药

物厚糁之#共摇为丸" 这样#丸药入胃#外层调和胃

气之药则先行脱落#逐渐发挥作用#既可发挥药力#

又可减轻对胃的损伤" 他在$中国制药学大纲%一

书中写道,-制水丸法#先将所配丸药之药末#依方

量准#合和一处#然后取药扁子一个#以笤帚刷水于

上#将药末洒于药扁子内#用双手摇动#使药末与水

相合而成为一种极小之丸粒#视水略干再刷以水#数

摇之再洒以药末#频频摇动#如此数次#粒渐大#即成

水法药丸" 如其所摇之药多#则药扁子加大#纯用人

力未免徒劳#往往将药扁子用绳紧系于高处#高低与

手相平#以手执扁子#使其摇动旋转#较纯用人力省

也" 然作水丸多用母子#母子约分数种#最通常者系

用碾药所余之细药渣子#作时将渣子置药扁子中#洒

之以水#继下药末#用力摇动#数洒频摇即成丸药#亦

有以小米饭粒为母子者如木香通气丸之类是也#此

种技术#为一种专门手工#非用数年苦工不能精练#

其所作水法小丸#放于纸上#万粒均圆#绝无大小不

等之弊#极似机械所制.

/((0(K

#详细地记载了子母丸

的制作工艺#发展了子母丸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科技的进步#中药制药机

械有了较大的发展#剂型不断改革#浓缩丸!滴丸!微

丸等新型丸剂相继出现#由于制法简便!剂量小!疗

效好#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在中药新药研制开

发中已成为首选剂型之一"

综上所述#丸剂肇始于西汉之前#由于丸剂便于

保存!方便服用#特别是通过逐渐增丸的方法可控制

药量#从而使丸剂得以流传" 丸剂最初多以水丸#随

着疾病谱的改变以及制作工艺的完善#两汉时期出

现了蜜丸#隋唐时期出现了蜡丸!包衣丸以及蜡壳丸

等#丸剂理论也得以进一步完善" 宋元明清时期#丸

剂的制作进一步多样化!标准化#近现代丸剂剂型和

制作工艺不断创新#是中药丸剂称为工业化批量生

产中成药主要剂型"

参!考!文!献

/&0 张兆旺>中药药剂学/U0>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KK%,%M%>

/(0 李杲>珍珠囊补遗药性赋/U0>王今觉#点校>北京,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RR#,#L>

/%0 罗欣>物原/U0>北京,中华书局#&R#$,%K>

/"0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十二病方/U0>北京,文物出版

社#&RLR>

/$0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四/U0>北京,文

物出版社#&R#$,&&$>

/M0 黄帝内经/U0>影印京口文成堂摹刻宋本>北京,中医古籍出版

社#(KK%,#">

/L0 神农本草经/U0>黄#辑>影印本>北京,古籍出版社#&R#(>

/#0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U0>北京,文物

出版社#&RL$>

/R0 张仲景>金匮玉函经/U0>李顺保#校注>北京,学苑出版社#

(KK$,">

/&K0 葛洪>葛洪肘后备急方/U0>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R$M>

+L"&+

中华医史杂志 (K&M 年 $ 月第 "M 卷第 % 期!S*80 TU+7 D861U-2(K&M#V3/"M#G3>%



/&&0 陈延之>小品方/U0>高文铸#辑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RR$,"(>

/&(0 姚僧垣>集验方/U0>高文铸#辑校>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

社#&R#M,$(>

/&%0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U0>尚志钧#尚元胜#辑校>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RR",&">

/&"0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U0>影印江户医学影北宋本>北京,人

民卫生出版社#&R#(>

/&$0 王焘>外台秘要方/U0>影印歙西槐塘经余居刊本>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R$$,#"(>

/&M0 钱乙>小儿药证直诀/U0>罗兆麟#校>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

版社#&RRL,&L>

/&L0 张锐>鸡峰普济方/U0>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R#L,

&R(>

/&#0 寇宗>本草衍义/U0>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RRK,R9&K>

/&R0 苏轼#沈括>苏沈内翰良方/U0 >宋珍民#李恩军#点校>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KKR,"(>

/(K0 李东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U0>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R#M,"K>

/(&0 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U0>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R$M,

(">

/((0 杨叔澄>中国制药学大纲/U0>北京,中药讲习所#&R%#>

'收稿日期,(K&$9KL9&K(

'本文编辑,王振瑞(

+

医药史话
+

宋代医家常器之生卒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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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医家常器之#字颖士#河南颖昌人#史书无传#历代

书籍亦少有记载#故其生平不详" 从相关记载来看#虽然难

以明确常器之具体的生卒年#但可以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

叶梦得$玉涧杂志%记有一事,-韩持国许昌私第凉堂深

七丈#每盛夏犹以为不可居" 常颖士适自郊居来#因问,6郊

外凉乎24曰,6凉"4持国诘其故#曰,6野人自知无修檐大厦#

旦起无衣冠车马之役#胸无他念" 露颠挟扇#持三尺木床#视

木阴东则东#西则西"4语未竟#持国曰,6汝勿言#吾心亦凉

矣"4."

叶梦得$书伤寒治要后%记载了许昌人王仲弓随常器之

习医之事,-王仲弓#人物高胜#11又长于医#及怀前世娄昌

言!常颖士!来道方诸子游." $研北杂志%卷上亦记-王仲弓

实#人物高胜#11及与前世娄昌言!常颖士!宋道友诸人

游." $玉照新志%卷 " 又记,-文恪长子仲弓实#韩持国婿".

韩持国与-常颖士.有交往#而-颖士.为常器之的字#其

女婿王仲弓又随常器之习医#且 % 人均为许昌人" 可见#$玉

涧杂志%所记之-常颖士.当是常器之无疑"

韩持国#即韩维#持国是其字#颖昌人#$宋史%有传#生

于 &K&L 年#卒于 &KR# 年" $玉涧杂志%未明言韩持国与常器

之交往的具体时间#但从行文看#此时常器之当已成年"

陈自明$外科精要%载史源$痈疽灸法论序%# 记有常器

之为其母诊病之事,-甲戌年#自太学归省#国医常颖士器之#

适在府下#求为母氏一诊11." 丹波元胤$医籍考%在提及

史源所写序文时#加了按语,-源者#孝宗时右相浩弟" 所谓

甲戌#当是高宗绍兴二十四年也" 据此#常器之生于北宋#而

南渡之后犹健在焉." 丹波元胤虽指出史源为史浩之弟#但

未言其所据" -甲戌年.即绍兴二十四年'&&$"("

据$宁波东钱湖历史文化,四明史氏篇%#史氏为南宋宁

波望族#始于史成" 史成之子史诏#史诏长子史师仲#即史浩

和史源之父" 宋孝宗时#史浩为右相" 史浩为长子#史源为

四子" 史源#字文翁#官补修职郎监绍兴曹娥监场" 史源生

卒年不详#但史浩生于 &&KM 年#卒于 &&R" 年" 史源为史浩

之弟#其生年当晚于 &&KM 年" &&KM 年为崇宁五年#干支纪年

为-丙戌." 此后 MK 年内#干支纪年为-甲戌.者#正是 &&$"

年"

&&$" 年时#常器之犹在世" 前文已提及韩持国与常器

之交往之时常器之当已成年#若将$玉涧杂志%所记之事定

为 &KR# 年#并以常器之 (K W%K 岁计#则 &&$" 年时#常器之

已 LM W#M 岁" 虽然不知常器之具体寿龄#但以宋人平均寿

龄推论#LK W#K 岁已是高寿" 故常器之卒年当在 &&$" 年之

后不久#其生年当在 &KM#5&KL# 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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