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军队的医疗卫生制度

杜菁

!摘要"!宋代军队医疗卫生制度可分为疾病预防和治疗 ( 个方面" 疾病预防包括保障饮食安

全!避开险恶驻地!享有日常休假&治疗则包括派遣医官巡诊!进驻军医随诊!采用应急方案!建立军

中医药院!发放所需药品!安置护理伤病军兵" 同时#朝廷对于军中医疗卫生制度采用监督军兵饭

食!检束军中医官等方式监督管理#旨在保护军兵健康#保障军队战斗力 "

!关键词"!医政&!医疗制度&!军事医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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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组织#军人的身体

健康与军队的战斗力密切相关#进而与国家的兴衰

存亡密切相关" 宋代实行募兵制#所招募军兵的一

切食宿!疾病#包括死后安葬都由政府负责" 宋军兵

员众多#战争较为频繁#自然灾害不断#如何控制疾

病的发生和传播#给予军兵一定的医疗保障#成为统

治阶级必须考量的问题" 宋代军队医疗卫生制度#

体现在疾病预防和治疗 ( 个方面#同时对于军中医

疗卫生制度也采取了监管措施"

9>:疾病预防制度

疾病预防促进军兵健康!减少军队开支!保持军

兵良好精神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政府对于军中

疾病的预防主要包括 % 个方面,确保饮食安全!避开

险恶驻地!享有日常休假"

9>9:确保饮食安全

宋代政府非常重视军兵的饮食卫生问题" 这首

先与饮食不洁常可导致军兵病亡有关" 神宗熙宁九

年'&KLM(十月#神宗发布告诫安南行营兵士慎饮御

批,-安南行营至邕州四将下诸军#九月上旬死病近

四五千人" 此乃将!副全不约束#恣令饮食北人所忌

之物#以致生疾#可火急严诫励#仍切责医用药治

之.

/&0M#KK

" 同时#也与敌军以投毒谋害而取得战斗

胜利有关" 高宗绍兴十年'&&"K(五月#金将兀术领

军南侵#当时主将刘
(

-遣人毒颖上流及草中.#令

宋军-食水草者辄病.

/(0&&"K%

#而最终获胜" 正是因

为如上情况#宋代对于军兵的饮食管理有严格的制

度#主要针对水源和食物的安全#避免军兵因为饮食

导致疾病发生"

9>9>9:防止饮水中毒

庆历年间官修军事学著作$武经总要前集%卷 M

载,-一谓新得敌地#其井泉#恐先置毒&二谓流泉出

于敌境#恐潜于上流入毒&三谓死水不流&四谓夏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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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霪#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带沫如沸#或赤而味酸#

或浊而味涩&五谓土境旧有恶毒草!毒木!恶虫!恶

蛇#如有含沙!水弩!有蜮之类#皆须审告之#以谨防

虑.

/%0%&$

"

宋代兵书$虎铃经%卷 $ 载,-水停而不流者#勿

食&水流而上源在敌者#勿食&水流而中有黑脉不定

毒流者#勿食#食者死&水多粪草者#勿食#食者病&水

上有人狗彘之尸者#勿食.

/"0(L

" 且载,-顿军之地#

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黄浊有沙者#食之

次也&流之黑者#食之下也.

/"0(L

"

$武经总要前集%卷 M 载,-凡军至处乏水#则视

沙碛中有野马!黄牛路踪寻其所至当有水&凡野外鸟

兽所集#或水鸟聚处并当有水&凡地生葭苇菰蒲#并

有蚁壤处#其下皆有伏泉也" 一说骆驼能知水#若行

渴#以足刨沙#其下亦当有泉.

/%0%&$

" 且载,-凡大军

冬月行#人各持冰片可以备渴.

/%0%&$

"

根据上文可知#在防止饮水中毒方面#军中采取

了严格的防毒策略#提醒军兵提防井水置毒!流泉入

毒!死水有毒!溪塘水质不洁!水中有毒虫" 告诫军

兵#不流动的死水!水源上方驻扎有敌军!水流发黑

变质!水中有粪便!水中有尸体的水源不可饮用" 在

获取清洁饮用水方面#告知军兵辨识清洁水源的方

法,流动!清澈的水为上等&流动而略微浑浊而有泥

沙的水为中等&流动但颜色发黑的水为下等" 另外#

对于寻找清洁水源的方法也有说明,牲畜行踪所致!

水鸟聚集!蚁穴出入!骆驼刨沙的地方#附近可能有

水源" 甚至提出了行军途中储存净水的具体做法,

冬日行军中#军兵可以持冰片用以止渴"

9>9>;:防止食物中毒

$武经总要前集%卷 M 载,-凡敌人遗饮馔者#受

之不得辄食.#以及-民间沽卖酒肉脯醢麸豆之类#

亦须审试方可食之.

/%0%&$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K# 载,-在京诸军班月

粮#令提点仓场官!三粮料院依排定诸仓年月界分#

以军资高下给之.

/&0($("

"

宋代史料笔记$铁围山丛谈%卷 ( 载,-边防虽

糗郷'干粮(毕具#岁必命中使就三帅#监出干郷#新

旧以相易#且暴之焉.

/$0

"

根据上文可知#在食物卫生方面#首先给予军兵

告诫,敌军遗留下的食物不可食用#从民间所购得的

食物需要鉴别审验方可食用"

在军兵口粮发放方面#军中按照军资的高低#发

给相应的月粮" 月粮的发放由官府派人专门管理"

仁宗庆历七年'&K"L(#御史吴鼎臣向仁宗上书说,

-诸军!班所给粮多陈腐#又斗升不足#请以内侍纠

察之.

/&0%#M(9%#M%

" 可见政府对于军兵月粮状况给予

了监督管理#责令数量和质量要达到要求" 同时#为

了防止军粮发生霉变#进而影响军兵健康#粮食从收

受到贮存都有相关制度规定#包括为了避免粮食霉

变#要定期进行曝晒"

9>;:避开险恶驻地

为了避免军兵患病#选择适宜驻地是重要的一

个方面" 宋代政府驻军制度中包括了选择善地!规

避疫区!戍守换任等制度及措施#尽力改善军兵的生

存环境#避免军兵患病" 关于选择善地方面#可举史

料如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 载#仁宗嘉三年

'&K$#(九月提点广南西路刑狱李师中建言-岭南自

古不利戍兵#乞置土丁#募敢勇.#被朝廷采纳#-于

是一路得四万余人.

/&0"$(L9"$(#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 载#神宗元丰六年

'&K#%(#提点广南西路刑狱彭次云,-邑州外镇寨#

水土恶弱" 乞量留兵更戍.

/&0#K&R的建议被宋廷采

纳"

$宋会要辑稿+兵六%载#孝宗淳熙四年'&&LL(

七月十四日#金州都统李思齐奏,-房州竹山县见屯

军马#缘水土重恶#多成瘿疾#暗消军额#乞移洋州屯

驻." 孝宗-从之.

/M0M#$$

"

关于避开疫区方面#可举史料如下,

$宋会要辑稿+方域七%载#仁宗天圣四年

'&K(M(五月初八日#广南西路转运司奏,-南仪州实

在山险中#多有岚瘴#前后官吏!军民亡殁者众#乞移

于岑雄驿平坦之处建立." 仁宗-从之.

/M0L"%M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 载#为避免军士在疫

区讨贼时染疾#宋廷还招抚贼众以减少双方对峙时

间" 熙宁六年'&KL%(縮井监地区发生夷贼叛乱#通

判梓州张子瑾遂-上书乞赦其罪#许以招安设誓#渐

散重兵#以免夏秋瘴疫 .#这一请求被宋廷采

纳/M0 $R%M X$R%L

"

$宋史%卷 &RM 载#神宗熙宁九年'&KLM(#朝廷

将岭外多数军队驻地移至疫病低发地区,-岭外惟

广!韶!南雄州常有戍兵千人#桂林以瘴疠#间徙军于

全!永.

/(0"KKR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KK 载#神宗元丰二年

'&KLR(#神宗皇帝以顺州为瘴病之地#不忍投放兵

卒守戍#上曰,-今顺州荒远瘴疠之地#朝廷得之未

为利#岂可自驱戍兵#投之瘴土3 一夫不获#朕尚悯

之#况使十损五六邪2.转运副使苗时中亦言#-顺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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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筑堡寨#深在贼境#馈运阻绝#戍卒死者十常八九#

不如弃之.

/&0L%&K

"

$宋史%卷 &RM 载,因为-广南东!西路地远山

险#盗贼间有窃发" 内郡戍兵往彼屯守#多缘瘴病疾

病#不任捕盗." 故宋徽宗宣和三年'&&(&(诏-可令

每巡检下招置土人健勇轻捷者#参戍兵之半#互相关

防#易于擒捕.

/(0"RK"

"

关于戍守换任#可举史料如下,

$宋史%卷 &RM 载#徽宗崇宁四年'&&K$(诏,-广

南瘴疠之乡#东西虽殊#气候无异#西路戍兵二年一

代#而东路独限三年#代不如期#有殒于瘴疠者#朕甚

恻然" 其东路亦令二年一替#前期半年差人#如违#

以违制论.

/(0"RK(

"

$宋史%卷 L 载#真宗大中祥符元年'&KK#(诏,

-黎!雅!维!茂四州官以瘴地二年一代.

/(0&%$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L" 载#神宗熙宁九年

'&KLM(夏四月#对于因为生活在瘴疫之地的马递铺

士卒特别规定,-马递铺卒三年一易#死亡大半#亦

有全家死者#深可伤悯" 乞自今瘴烟地马递铺卒#一

年一替.

/&0MLK$

"

分析上述史料可知,

!

宋军在驻地选择上具有

防病意识#遇有危害军兵健康的不善驻地须及时调

离"

"

遇有不善地区#选择以避开疫区#转移阵地!

结束战斗!临时招募当地土人应战的方式#保障军兵

健康#避免军兵染病" 更值一提的是#有时甚至以放

弃驻守的极端方式保护军兵健康"

#

采取戍守换任

制度#以 & W( 年一换的方式#让不善驻地的军兵得

以修整"

宋人对于驻地自然环境的-善恶.已有明确的

认识,-地之善者#左有草泽#右有流泉#背山险#向

平易#通达樵牧#谓之四备.

/%0%KR

&-结营须相山川卑

湿之地" 其湿炖毒气肿袭人口鼻者#则山瘴之疟疠

生焉" 又若寒暑之气不节#夏寒冬燠#或夏伤于大

暑#热气盛藏于皮腹之间#加以士卒之众#众之气相

蒸为温臭#则时疫生焉" 抑又所蒸之地#士卒不辨水

土之性#温凉之气致阴阳二气紊乱于肠胃间#则霍乱

吐泻生焉" 斯之三者#众处生疾之地十有五六焉"

故临戍之先#得不预备之乎.

/"0MR

" 这些认识也反映

出中医地理病因学在军事医疗中的应用#对维护军

兵身体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9><:享有日常休假

宋时政府在军队管理中给予军人一定的假期#

让军兵在为国家服役的过程中能够休养生息#以获

得健壮的体魄和健康的情绪" 宋代军兵休假制度包

括了日常假期!寒暑假期!轮休假期等"

宋代军事著作$翠微先生北征录%卷 & 载,-江

上诸军之马不过五万#而在假未该入队之数#不舍三

分之一.

/L0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 载#真宗咸平六年

'&KK%(十一月#-以寒苦令诸路休役兵.

/&0&(&M

"

$宋史%卷 L 载#真宗景德元年'&KK"(四月#-以

隆暑#休北边役兵.

/(0&(%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M% 载#景德三年'&KKM(

六月#-放河北修城军士休息#以暑甚故也.

/&0&"KM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R 载#神宗元丰元年

'&KL#(#朝廷诏-'曹村(新塌役兵疲于盛暑#可三分

日力#用二分全役#一分与放半功" 当午大热#听少

休息.

/&0LKL(

"

据宋代军事著作$翠微先生北征录%的记载#军

兵中休假的比例达到了近 &N%#可见因为休假而离

队的军兵之多" 宋代军兵日常休假的名目很多#如

节假!旬假!上任假!病事假!丧假等" 但军队休假的

时间还是比一般官员短暂" 如在元旦!寒食!冬至三

大节日#规定每个节日放假 L 天#一般官员就可以休

息 L 天#军队只停止教阅 % 天&在圣节'皇帝和皇太

后生日(!元宵'上元节(和中元节'七月十五(% 个

节日#各放假 % 天#军人只停止教阅 & 天/#0

" 但朝廷

有时会依据具体情况给予军兵假期" 比如在遭遇恶

劣天气的时候#大寒!大暑之时#朝廷会以放寒!暑假

的方式诏令休兵" 譬如上述史料中提及真宗咸平六

年'&KK%(十一月#因为天气极为寒冷而让各路役兵

休假" 真宗景德元年'&KK"(四月#因为天气极为炎

热#而让北边役兵放假修养" 寒暑假期制度的建立

可以避免军中因极端气候引发疾病情况#有效地保

存军兵的体力" 在一些特殊的劳役工程中#朝廷还

会以轮休的方式#让服役军兵的体力得以恢复" 以

负责劳役的厢军为例#神宗元丰元年'&KL#(#在治

疗黄河的过程中#由于黄河汛期天气炎热#而汛期工

作又不可耽搁需要-盛暑昼夜即工.

/M0L$M(

" 众多厢

军冒着酷暑加班加点不得休息#身体状况势必每况

愈下" 朝廷遂下诏让进行劳役的军兵轮换劳动#%

日一休#以便得到身体调整#避免劳累引发病患"

;>:伤病医护制度

军队在经历战争和劳役时#伤病不可避免地经

常发生#这就对伤病军兵的医疗救护提出了较高要

求" 宋代政府对于军中疾病的治疗主要包括 M 个方

面,派遣医官巡诊!进驻军医随诊!采用应急方案!建

立军中医药院!发放所需药品!护理伤病人员"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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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派遣医官巡诊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疾病对军兵健康的影响#

朝廷常常派遣医官进入军营巡诊"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K$ 载#仁宗天圣五年

'&K(L(诏,-滑州修河兵夫#比多疾病#其令医官院

遣医分治之.

/&0("$K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 载#仁宗庆历四年

'&K""(#平叛湖南贼乱的军人感染瘴病#遂-令医官

院遣医学一员#驰往诊视之.

/&0%$L"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L$ 载#神宗熙宁九年

'&KLM(#太医局改制时明确要求-太学!律学!武学

生!诸营将士疾病#轮差学生往治.

/&0ML("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 载#神宗元丰元年

'&KL#(#修缮决口河堤的役兵缺少医疗照护#故-诏

翰林医官院选医学二人#驰驿给券#往修闭决河所"

以上批i塞河役众#阙医治疾i故也.

/&0LK$R

"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载#高宗绍兴元年

'&&%&(#诊御脉判太医局樊彦端上言,-近东京差到

太医局生九人#欲乞收管在局#依祖宗旧法专一医治

殿前马步军三司#诸军班直遇有缓急病患#依本局自

来立定条法#差拨逐处医治.

/M0(##K

"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八%载#孝宗淳熙八年

'&&#&(诏,-军民多有疾疫#令医官局差医官巡门诊

视#用药给散.

/M0$#(#

"

据上述史料可知#军兵巡诊治疗事宜由中央政

府统一部署#翰林医官院!太医局等中央直属医疗机

构担负了主要责任" 参与巡诊的人员以翰林医官院

派遣的医官为主#同时#太医局的医学生也参与军兵

的医疗救护工作"

另外#在遇到中央医疗机构医官缺乏的时候#政

府会采取以地方支援中央的方式#选择地方医疗人

员入军诊疗#譬如真宗大中祥符六年'&K&%(九月#

-遣使赍名方诣益州#委凌策选医给药材#赴军中祗

应.

/&0&#"M

" 军队急需医疗人员时#也可直接向朝廷

提出申请#朝廷酌情派遣医官进入军队治疗#譬如神

宗元丰六年'&K#%(#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李

宪请求-诸将许差医人医兽.

/&0#&(R以及时解决军中

疾患#得到批准"

;>;:进驻军医随诊

宋军的医疗人员除了在必要时候由朝廷派遣#

同时也采取了随军医官的方式#跟随军队出征#以随

时解决军中的日常伤病治疗"

$宋史%卷 "M& 载,-自建隆以来#近臣!皇亲!诸

大校有疾#必遣内侍挟医疗视#群臣中有特被眷遇者

亦如之" 其有效者#或迁秩!赐服色" 边郡屯帅多遣

医官!医学随行#三年一代" 出师及使境外!贡院锁

宿#皆令医官随之" 京城四面#分遣翰林祗候疗视将

士" 暑月#即令医官合药#与内侍分诣城门寺院散给

军民" 上每便坐阅兵#有被金创者#即令医官处

疗.

/(0&%$KR

"

$虎铃经%卷 & 载,-医药之人#二十人以上#以

兵数增之#兽医亦如医人之数.

/"0"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MR 载#哲宗元七年

'&KR((正月#-虑诸将在外#虽有军医#不能诊视.#

故诏,-沿边城镇堡砦#委本将选差医工一人#月给

药遣八贯#遇随军出入#给马一疋#二年一替#愿再留

者听.

/&0&&(KM

"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载#真宗景德二年

'&KK$(九月诏-取箭镞医官#自今令军头司上簿#具

取得!不得#姓名逐季申奏.

/M0%&&K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L& 载#真宗大中祥符二

年'&KKR(#-诸路部署司取箭镞医人#悉遣赴阙.

/&0&$R$

"

综合分析上述史料#知宋时政府派遣医官随军#

采取 % 年一换的轮班制度#随军医官负责为军兵诊

疗疾病和发放药物#如暑热季节及时发放药品以预

防军兵疾患#对练兵时的刀戈之伤#立即上前救治

等" 随军医官人数以军中兵卒的人数按比例合理分

配" 遇有随军医官不能解决的医疗问题#还可以外

请地方医疗人员到军中帮助#并付给酬劳" 对于治

疗箭镞伤病的专业医疗人才#予以登记在册#以备不

时之需" 由此可以看到军医制度的灵活性#一切以

方便军中诊疗为前提"

;><:采用应急方案

遇有军中突发医疗卫生事件#宋朝政府会以遣

医!散药等方式紧急救助#做到有效预防和及时控

制#以此消除突发事件的危害"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MM 载#真宗景德四年

'&KKL(#邑州巡检使张守荣率兵讨伐宜州叛贼被

-杀伤甚重.#遂-诏遣国医驰往疗之#未至而卒#特

追赠#仍录其子焉.

/&0&"R&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 载#仁宗庆历四年

'&K""(#朝廷调发军队往湖南捕捉蛮贼#-方夏瘴

热#罹疾者众#令医官院遣医学一员#驰往诊视之.

/&0%$L"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M% 载#神宗熙宁八年

'&KL$(#圣上-闻赵州修城#役兵病死者己六百六十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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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外方难得医药#虽董役官存恤备至#而实无补

死者" 可遣内侍赐夏药#及令翰林差医官乘驿往彼

诊治#赐特支钱有差.

/&0M"%%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 载#神宗熙宁十年

'&KLL(诏,-今岁岭外大热#病瘴者多" 方屯兵未

解#管理!将校在彼者众#深虑难于医药#枉致死伤"

医官院选差医学三人#赐绢五十匹#遣赴桂州#委赵

离分掣差使#候及一年差替#经略司具所愈人数保明

闻奏.

/&0MR(M9MR(L

"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载#高宗建炎四年

'&&%K(六月二十一日诏,-侍卫马步军缘行在地气

卑湿病患人#令户部日下支钱#修合汤药调治" 如给

散数多#许申乞接续支降.

/M0%KKR

"

南宋地方志$景定建康志%卷 (% 载#理宗景定

四年'&(M%(#朝廷设置宁江新军#颁布优待将士的

条法#其中有涉及医治病患军兵的规定,-新军入营

之后多有不服水土病患者#与之修合药饵#支拨钱!

米!木炭等#选择医人#优支月给#节次差官提点医

治" 有虑奉行未至#分委幕属#同医人将带生熟白米

等前去诸屯#家至户到#点视医疗.

/R0RL"

"

根据上述史料简析#军中医疗的应急处置通常

有如下几种情况,包括对朝廷重要军事将领的诊疗#

对于人数众多的伤病者的救护# 对于军中突发疫情

的防控#对于不服水土新兵的身体调理等" 救治措

施和方法则包括,朝廷迅速派遣医官前往军中探访#

立即给赐药品保障军兵用药#修合处方汤药以便对

症治疗#保障必要物资方便医药救护#派遣监督官员

及时查验伤情等" 显然#宋代政府认识到军事医疗

重在急救的特点#在军中伤病的应急处置方面采取

了积极态度"

;>=:建立军中医药院

宋时政府对于军中出现较多伤员的情况#还以

建立军中医药院的方式对伤病军兵集中进行治疗"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载,-钦宗靖康元年

'&&(M(六月十四日#知磁州赵将之言,i种师中兵溃#

有被伤之人#疲曳道路甚多" 臣已随宜措宜#出榜招

收#权置一医药院#收管医治" 如臣一州所医已二百

余人" 窃虑别路州郡#尚多有之#乞下诸州#将重伤

者每人支绢一匹!钱一贯#轻伤人半支#并以系省钱

物充" 仍委守臣当官给付#依已降指挥#将诏到溃散

人#并发上边应援太原外#有被伤未堪驱使人#并且

令逐州医治# 俟 平 愈 日# 逐 旋 结 队 发 遣" 从

之.

/M0$#"M

"

自上文可知#-医药院.即是收容溃散伤兵!进

行治疗的场所" 除了对军兵的医药救护#还有对伤

病员给予财物救助并在其痊愈之后送回军队的规

定"

除了专门收治伤病军兵的-医药院.#其他一些

由政府直接兴办的福利机构也收容军兵#成为了医

药院的有力补充" 徽宗宣和二年'&&(K(六月十九

日#针对平民医疗福利机构失于管理的情况#诏,

-居养!安济!漏泽之法#本以施惠困穷" 有司不明

先帝之法#奉行失当#11而使军旅之士禀食不继#

或至逋逃四方#非所以为政之道.

/&0$#M#

" 按照政府

的要求#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福利机构收容的

人员中包括军兵" 有关居养院的史料进一步说明了

这一点" 徽宗政和八年'&&&#(诏,-诸州县镇寨及

乡村道路#遇寒月过往军民#有寒冻僵仆之人#地分

合干人即时扶舁#送近便居养院#量给钱米救

济.

/&0M%(&

" 此处提及过往军人也可以得到居养院的

救护" 陕州漏泽园出土 &(K 座与军人有关墓葬中#

许多都来自安济坊#如,UK&$R-安济坊寄留身死兵

士董成.#UK"&#-使衙判送下在州安济坊抬到解州

莲花铺兵士李忠.#UK$ML-在州安济坊抬到新安县

牛张递铺兵士孟进.

/&K0等"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伤

病军兵先是送至安济坊治疗#病亡之后送至国家公

墓漏泽园埋葬"

;>?:发放所需药品

药品给赐#是政府应对军兵疾病的必要手段"

一般情况下#朝廷派遣医生和赐给药物会同时进行"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 载#太祖乾德元年

'RM%(#因湖南爆发疾疫#-赐行营将士药.

/&0#R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L% 载#真宗大中祥符三

年'&K&K(二月#知庆州孙正辞领兵讨伐沪州夷人叛

乱#遂-遣使臣赐以辟瘴药.

/&0&M$%

"

$宋史%卷 "R% 载#仁宗景三年'&K%M(春#-以

广南兵民苦瘴毒#为置医药.

/(0(K&

" 仁宗庆历六年

'&K"M 年(#湖湘地区的官军饱受瘴疟之苦#遂-令太

医定方和药#遣使给之.

/(0&"&#"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 载#仁宗庆历六年

'&K"M(诏,-蛮?未平#兵久留戍#南方夏秋之交#常

苦瘴雾#其令医官院定方和药#遣使给之.

/&0%#($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 载#神宗熙宁十年

'&KLL(#因-河东!永兴!秦凤等三路就粮诸军及汉

蕃弓箭手!蕃兵#常经召募赴安南行营#染有瘴疾.#

故诏令-御药院以安南军前治瘴药方下逐路经略司

修合#随病症给赐.

/&0MR"&

"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三七载#神宗元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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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KL#(#因曹村决河#故宋廷差太医局选医生

十人#-给官局熟药#11医治见役兵夫.

/M0(#L#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KM 载#神宗元丰三年

'&K#K(七月#时当盛暑#诏-雄武!广武上下埽役兵#

方盛暑#昼夜即工#可与特支钱" 赐部役官夏

药.

/&0L"%M

"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载#哲宗元八年

'&KR%(诏,-近日在京军民疾患#难得医药#可措置

于太医局选差医人#就班直军营坊巷分认地分诊

治.

/M0M%K&

"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载#高宗绍兴二十七

年'&&$L(诏,-自今差往川中赐夏腊药内侍#经由去

处#如敢收受例外馈送#及非理取索买卖骚扰#仰守

臣具申尚书省枢密院.

/M0%K#"

"

据上述史料可见#赐药工作在朝廷部署下进行#

御药院!太医局!官药局熟药所是主要负责部门" 赐

药时机以预防季节性疾病和进行疫情防控 ( 种情况

居多#具体情况有,对于突然爆发的疫情赐药&军队

进驻危险瘴地赐药&军兵到易发生疾疫的少数民族

地区赐药&换季时期预防疾疫赐药&根据病情进展随

症赐药等"

朝廷赐药有时也表现为对于征战军兵的嘉奖意

图" 比如神宗元丰三年'&K#K(七月#时当盛暑#因

为役兵昼夜赶工期#遂发放药品以示慰问" 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朝廷赐药的过程中#使者和医官可能会

出现贿赂!腐败行为#针对此类问题#高宗绍兴二十

七年'&&$L(#诏令-仰守臣具申尚书省枢密院.予以

详查#以此保障伤病人员能够及时得到所需药品#有

效维护军中的医疗秩序"

;>@:护理和安置伤病军人

在对伤病军兵给予及时治疗的同时#为了保障

伤病的军兵得到康复#宋代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护理

制度" $武经总要%卷 M$养病法%载,-凡军行#士卒

有疾病者#阵伤者#每军先定一官#专掌药饵!驮舆及

扶养之人" 若非贼境#即所在寄留#责医为治#并给

莊人扶养" 若在贼境#即作驮'或作驴(马舆及给莊

将之#随军而行" 每日#本队将校亲巡医药#专知官

以所疾申大将间往临视" 疾愈#则主者!莊人并厚

赏" 恐不用心#故赏之" 如弃掷病人#并养饲失所#

主者皆量事决罚" 气未绝而埋瘗者#斩" 庸将多不

恤士#即被弃掷生埋#以此求士死力#不可得也" 其

有死者#箪醪祭酹#墓深四尺#将校亲哭之#仍立标

记#以防后取" 若非贼庭#递归本贯#每人给钱帛#充

送终之用" 所由不举者#罪之.

/%0%&M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M& 载#神宗熙宁八年

'&KL$(#神宗听闻诸路赴京的兵士多病于途中#诏,

-令所过州县遇有追同行人不及者#日食别给#小历

病疾#遣人医治.

/&0M%M$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L 载#神宗熙宁九年

'&KLM(五月诏,-安南诸军过岭#有疾病寄留者#令

所寄州军专选官管勾医治.

/&0M%L&

"

$景定建康志%卷 (% 载#理宗宝四年'&($M(#

江东安抚使马光祖在建康府创立安乐庐#其创庐规

式中提及,-军民在路遇疾#往往客店户恶其扰人#

又虑传染#多是不肯安着" 本府己告示城内外客店

户#并军巡地分#遇有经过人病患#仰即时具状#经提

督官随押#差医人诊视#给药医治.

/R0$RK

"

$庆元条法事类%卷 L 载有规定,-随行诸军常

令附近铃束无令骚扰#有疾病者送州县寄留医治"

即所在州给印纸批书行程#每季点检.

/&&0

"

根据上述史料浅析#对于大多数伤病军兵来讲#

为了避免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也为了更好地养病#采

取寄留的方式是较为常见的做法" 同时#宋政府对

于伤病军兵的护理制度也以法律形式得到了有效监

管" 文中明确说明了对伤病军兵护理的有关规定,

!

伤病人员需要有专人负责#保证其在行军过程中

有专人照料并给予医药治疗"

"

伤病人员寄留在州

县等处养伤#地方州县必须给予相应治疗"

#

宋政

府鼓励医护人员对伤病军兵尽职尽责" 如果伤病人

员顺利痊愈#则给予医护人员适当奖赏&如果伤病人

员被抛弃或者护理不当#那么相关医护人员则给与

相应处罚"

$

对于病亡的军兵#需置墓地埋葬#并予

以标示以便识别#有条件的遣送归乡"

%

政府采取

以法律形式维护伤病军兵医疗权益#制定了相关法

律条文保障伤病军兵得到妥善护理#就此严格伤病

军兵护理制度"

<>:监督管理制度

为了保证医疗卫生制度的实施#宋代政府还采

取了一定的监督管理措施#主要包括监督医药饭食!

检束军中医官"

<>9:监督医药饭食

对于军中医疗卫生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管方面#

军中设有监督医药饭食的官员" 北宋哲宗年间#规

定-其照管医药!饭食之类#并选差指使#仍依近降

指挥#奏使臣充.

/&0&&#L#

#负责对于军中的医药!饭食

情况进行管理" 南宋此类官员的记载更多#如,南宋

初#抗金将领岳飞的军中设有 -点检医药饭食二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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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0

&同为抗金将领的刘光世#军中也设有-点检

医药饭食.

/M0%(M#

&高宗绍兴年间#载有-修武郎!侍卫

马军司点检医药饮食李宗周.

/&%0

&建康府御前诸军

中有-提点医药饭食端孺.

/&"0

&理宗宝庆时期#从八

品武官从义郎胡大异-授行在侍卫步军司医药饭

食.

/&$0等" 江苏地方志$至顺镇江志%对于此类监

管军中医药饮食的官员职责较为明确,-古无是官"

南渡后#三衙皆置之#江上诸屯亦然#京口驻兵最多#

又添差一员#大抵分督医师#任诸军药食之责.

/&M0

"

担任此类官职的官员未必懂医#但其监督!管理!确

保军兵饮食!医药无误是为职责"

朝廷有时候也派遣使臣查验军中医药情况#例

如神宗熙宁七年'&KL"(#枢密院建言,-诸路修建城

寨等役兵#委本处以住营相近分甲次#各差使臣管

辖#察其饮食医药.

/&0MKR(

" 神宗元丰元年'&KL#(诏,

-提举修闭曹村决口所察视兵夫饮食#如有疾病#令

医官悉心治疗.

/&0LK"%

" $宋代石刻文献全编%所记载

的$宣仁后山陵采石记%中谈及建陵役兵的医药卫

生条件#载,-糜粥煮药#时其食饮#11有病则遣官

挟太医诊视.#以致于-吏民兵匠毋虑五千余人#而

无一人逃者&以疾毙者#三人而已.

/&L0

" 可见政府监

管之下的军兵饮食!医药情况还是有保障的"

<>;:检束军中医官

对于军中任职军医的监管方面#政府制定了赏

罚制度" 神宗熙宁九年'&KLM( -安南将吏#视军士

有疾者月以数闻.

/(0(R&

#六月#神宗发布命令#让将官

抚视安南行营中患病军士#遂诏,-安南行营军士如

疾病#将官宜亲抚视#严责医疗#逐将月具平安及疾

病死亡人数以闻.

/&0ML%#

" 同年十月#神宗发布选医

官院习知治瘴者乘驿速往扈州御批,-已差人内供

奉官梁从政赍文字往邕州宣抚司#闻将士被疾者极

众#可下医官院选习知治瘴者五七人#令从政率领

之#乘驿速往#如治疗多愈#当不次优赏.

/&0M#K%

" 神

宗元丰四年'&K#&(十一月#朝廷颁降了军中赏功

格#以-军医人出取箭头#并医过人数.为依据#对随

军医人进行赏赐/M0LKM&

" 宁宗嘉定十二年'&(&R(二

月#因京西神劲左右军在枣阳城平定贼乱#乞行推

恩#其中-医官杨师孟各特补转两官.

/M0L&&%

" 理宗宝

六年'&($#(八月#庆元府禁军五百人被拣选以防

江#出戍前颁发犒赏#其中-外科军医一名一百贯#

方脉医人一百贯.

/&#0

" 南宋名医王克明医术高超#

-张子盖救海州#战士大疫#克明时在军中#全活者

几万人" 子盖上其功#克明力辞之.

/(0&%$%&

" 文中可

见朝廷以赏罚体系鼓励医者尽职尽责地为军兵服

务"

=>:结语

宋代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关

于军兵疾病预防!伤病救护的医疗卫生制度#并为制

度的落实采取了一定的监管措施" 疾病预防制度包

括,确保饮食安全!避开险恶驻地!享有日常休假&伤

病救护制度包括,派遣医官巡诊!进驻军医随诊!采

用应急方案!建立军中医药院!发放所需药品!护理

伤病人员" 同时#朝廷还通过检查军兵饭食!检束军

医职责等#对军中医疗卫生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监

督管理#以确保军兵健康和军队的有效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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