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宋朝周边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
名贵药物及其医学应用探析*

韩 毅

摘 要：两宋时期，生活在宋朝周边的甘州回鹘、龟兹回鹘、高昌回鹘、于阗李氏王朝、沙州归义军、交趾、占

城、凉州吐蕃、青唐吐蕃、西夏、大理、辽朝、金朝、高丽等政权，先后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将原产于当地的土产

药材和来自海外的乳香、安息香、龙涎香、苏合香、艾纳香、荜拨、胡椒、肉豆蔻、白豆蔻、胡黄连、犀角等珍稀药物

传入宋朝境内。域外名贵药物的传入，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药材的品种，而且经宋朝官府医学机构和广大医家

验证并确定其性味、主治和功效后，被收入官修医学本草、方书和民间医书之中，成为中药学、方剂学的重要来

源和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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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

周边政权或海外国家的使者、商人，将产于本国

或国外的物品以“朝贡”名义运送到中央王朝，

换取自己所需的货物。相应地，中央王朝一般

也会回赐丰厚的钱物。两宋时期，生活在周边

区域的甘州回鹘、龟兹回鹘、高昌回鹘、于阗李

氏王朝、沙州归义军、交趾、占城、凉州吐蕃、青

唐吐蕃、西夏、大理、辽朝、金朝、高丽等政权，大

多为汉唐时期中原王朝辖地，与宋王朝保持着

密切的联系和贸易往来。周边地区出产的药材

和来自海外的乳香、安息香、龙涎香、苏合香、艾

纳香、丁香、没药、红花、荜拨、胡椒、血竭、荜澄

茄、肉豆蔻、白豆蔻、延胡索、胡黄连、犀角、高丽

人参等珍稀药物，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传入宋

朝境内。大量异域之人来华和海外香药的输

入，引起宋人对域外药物的重视和关注，如象

牙、乳香、真珠、犀角等被誉为“宝货之物”［1］4213。

这些名贵药物，一方面给宋朝政府带来巨额的

财赋利润，另一方面经官府医学机构和广大医

家的验证并确定其性味、主治和功效后，被收入

官修医学本草、方书和民间医书之中，从而扩大

了药物的品种，成为中药学、方剂学的重要来源

和组成部分，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诊疗。

学界关于宋朝域外药物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海外药物的传入方面，如王棣、韩毅、吴孟华

等撰文介绍了宋朝与海外诸国的药物交流情

况①。有关宋朝周边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名贵

药物及其医学应用的研究，目前尚显薄弱，仍有

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重点探究宋朝周

边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名贵药物，宋朝官修医

学本草、方书和民间医书对域外药物的收载与

使用情况，进而揭示两宋时期医学交流的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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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医药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

一、宋初东南地区清源军、吴越国

进贡的药物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宋朝建立，随即

发动了统一全国的战争。东南地区的清源军

和吴越国，建立于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归顺宋

朝时间相对较晚，所以向宋王朝进贡了大量的

南方土产和海外药物。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

泉漳纳土，吴越归地，宋王朝实现了东南地区

的统一，原先的“朝贡”始变为地方州县的“土

贡”。

（一）清源军

清源军节度使所辖泉州、漳州，建立于南唐

保大三年（945 年），由泉州人留从效、陈洪进任

节度使，又称清源军、平海军。太平兴国三年

（978 年）四月，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被迫纳土降

宋，献出泉、漳二州及其所辖 14 县，重归于中央

王朝统治之下。宋初，清源军向朝廷进贡名贵

药材甚多，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海外诸国。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泉州清

源军节度使留从效遣其别驾黄禹锡奉表称藩，

贡“龙脑香数十斤”［1］9933。建隆四年（963 年）冬，

清源军“又贡白金万两，乳香、茶药万斤”［2］13961。

乾德元年（963 年）十二月己亥，泉州陈洪进遣使

贡“白金千两，乳香、茶药皆万计”［2］16。开宝九

年（976 年）七月十三日，泉州节度使陈洪进遣其

子漳州刺史陈文颢“奉表乞朝觐，贡瓶香万斤、

象牙二千斤、白龙脑五斤”［1］9936。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四月，陈洪

进“进银千两、香二千斤、干姜万斤、葛万匹、生

黄茶万斤、龙脑、蜡面茶等”［1］9937。同年八月五

日，陈洪进以贺宋太宗登极为由，再次向朝廷

进贡大批药材。《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七记载

甚详：

又进贺登极香万斤、牙二千斤，又乳香

三万斤、牙五千斤、犀二十株共重四十斤、

苏木五万斤、白檀香万斤、白龙脑十斤、木

香千斤、石膏脂九百斤、阿魏二百斤、麒麟

竭二百斤、没药二百斤、胡椒五百斤。又进

贺纳后银千两、绫千匹，又谢赐都亭驿安下

乳香千斤，谢追封祖考及男已下加恩乳香

万三千斤。又进通犀带一、金匣百两，白龙

脑十斤、金合五十两，通牯犀一株、金合百

两，牯犀四株、金合二百两，真珠五斤，玳瑁

五斤，水晶棋子五副、金合六十两，乳香万

斤。［1］9937

从陈洪进的贡礼名单中可知，此次贡品中产于

海外的名贵药物占据了绝大多数，其中香 1 万

斤、乳香 5.4 万斤、象牙 7000 斤、犀角 20 株共重

40 斤、苏木 5 万斤、白檀香 1 万斤、白龙脑 20 斤、

木香 1000 斤、石膏脂 900 斤、阿魏 200 斤、麒麟竭

200 斤、没药 200 斤、胡椒 500 斤、珍珠 5 斤、玳瑁

5 斤。

太平兴国二年九月六日，陈洪进又贡“助宴

银五千两、乳香万斤、泉州土产葛二万匹、干姜

二万斤、金银器皿二千二百两、绫二千匹”［1］9937。

九月十三日，陈洪进“进银万两、钱万贯、绢万

匹，谢恩乳香二万斤、牙二千斤”［1］9937。十一月，

陈洪进贡“贺开乐乳香五千斤、象牙千斤”［1］9938。

从清源军所辖泉州、漳州两地进贡的药材

种类来看，包括龙脑香、乳香、茶药、白龙脑、

干姜、象牙、白檀香、木香、石膏脂、阿魏、麒麟

竭、没药、胡椒、珍珠、玳瑁等，大多为海外名

贵药材，且进贡数量惊人，少者数斤，多者

万斤。

（二）吴越国

吴越国是唐末钱镠于开平元年（907 年）建

于杭州的一个地方政权，共历五位君主，立国 72
年。太平兴国三年五月“纳土归宋”，重归于中

央王朝统治之下。宋初，吴越国多次向朝廷进

贡物品，其中名贵药物占据了绝大多数。

宋太祖建隆四年十月十九日，吴越王钱俶

遣使“贡银一万两，犀、牙各十株，香药一十五万

斤，供奉金银、真珠、玳瑁器数百事，助南郊”［1］9934。

开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钱俶与其子镇海、镇东

军节度使钱惟濬、其孙平江军节度使钱承祐等

来觐见宋太祖，进贡“乳香二万斤”，“茶八万五

千斤、犀牙二百株、香药三万斤”［1］9936。同年三月

四日，钱俶辞别宋太祖返回吴越，宋太祖宴于讲

武殿，赐袭衣、玉带、锦绮等大量财物，钱俶又进

贡“药物一金合重四百五十两，香药二十银合重

四千两，白乳茶三百斤，白乳香千斤”［1］993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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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九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钱惟治进“白龙

脑十斤金合重二百两”，钱俶又进“加恩乳香万

斤”［1］9936。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八日，吴越王钱

俶进贺宋太宗登极，贡品中药物有龙脑、檀香、

龙床、银果子、水精花等，又有“干姜五万斤、大

茶万斤、犀十株、牙二十株、乳香五十斤、杂香药

五千斤”［1］9936。闰七月，钱俶子钱惟濬进“木香

五百两，荔枝十瓶”［1］9937。十月十七日，钱俶进

贡“犀二十株、牙千五百斤、乳香五千斤、苏木三

万斤、大茶三百笼、干姜十万斤”，谢赐生辰贡

“乳香三千斤”，其子钱惟濬“进谢赐生辰银五千

两、牯犀二株、牙七百斤、乳香三千斤”［1］9938；为

贺宋太宗生日“乾明节”，钱俶进贡“乳香三千

斤”，“干姜五万斤、大茶万斤、脑源茶二万斤，并

器用香药等”［1］9938。十二月二十八日，钱俶进贡

“瓶香二万五千六百斤，白龙脑三十一斤，象牙

八十六株，药犀十株，木香、阿魏、玳瑁、紫矿共

四百四十斤”［1］9938。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钱

俶进贡“牙茶十万斤，建茶万斤，干姜万斤”，“乳香

万斤，犀、象各百株，香药万斤，苏木万斤”［1］9939。

端拱元年（988 年）十一月十四日，吴越王钱俶子

钱惟濬等向朝廷进贡“金万五千两，锦绮透背、

绫罗纱縠衣著三万匹，钱万五千贯，通犀、牯犀

玉带一百八十条，牯犀四十株，象牙十三株，丁

香三百斤，象笏二百，马二十匹，金玉玛瑙鞍勒

副之，金玉、珠翠、首饰、博具、器乐、器皿、什物

各数千计，橐驼十头，牛五十头，驴一百头，车

十乘”［1］2910。

从吴越国进贡朝廷的药材种类来看，包括

乳香、白龙脑、木香、犀角、象牙、香药、珍珠、玳

瑁、干姜、阿魏、紫矿等，大多为海外名贵药材，

数量巨大。

二、宋朝西北地区各民族政权

进贡的药物

宋代，我国西北地区建立的民族政权有甘州

回鹘、龟兹回鹘、高昌回鹘、于阗李氏王朝、沙州

归义军、凉州吐蕃、青唐吐蕃和西夏等，通过“朝

贡”形式输入宋朝的土产药材和海外药物极为丰

富。由于文献记载的简略，有关西夏进贡药物的

种类较少，下文暂不论及。

（一）甘州回鹘

甘州回鹘是唐代晚期至北宋中期回鹘人以

甘州为中心建立的民族政权，宋仁宗天圣六年

（1028 年）被西夏攻占而灭亡。

宋初，甘州回鹘多次遣使朝贡，贡品中包含

了某些西北地区特有的香料、药材，其中“药有

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3］等。大

中祥符元年（1008 年）十一月，宋真宗东巡泰山

举行封天仪式，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宝物公

主、没孤公主及婆温宰相，“以宝货、药、橐驼、名

马，遣使姚进等十二人来贡”［1］9769。大中祥符九年

（1016 年）十二月，甘州回鹘夜落隔归化及宝物

公主、宰相索温守贵等遣使都督翟福等来贡“马

及玉、香药”，宋真宗下诏“赐衣冠、器币、缗钱有

差”［1］9771。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 年）三月十三日，甘

州可汗来贡“乳香、硇砂、琥珀、白玉、马”［1］9949。

四月，甘州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温讹进奉“马、

乳香”，宋仁宗下诏“赐银器、衣著、金带、晕锦旋

襕有差”［1］9772。天圣五年（1027 年）八月二十五

日，甘州可汗王宝国夜落隔遣使贡“乳香、硇

沙”［1］9950。天圣六年二月十五日，甘州可汗又遣

使贡“玉、琥珀、乳香”［1］9950。

（二）高昌回鹘、龟兹回鹘

高昌回鹘是回鹘人建立的地方政权，位于

今新疆东部，以高昌为都城，夏季以“北廷”为夏

都，宋时多次遣使朝贡。如康定二年（1041 年）

十一月十五日，高昌回鹘北廷可汗遣使奉表，

“贡玉、乳香、硇砂、名马”［1］9951。

龟兹回鹘是唐宣宗大中二年（848 年）回鹘

人庞特勤以高昌、龟兹为中心建立的地方政

权。宋初，高昌回鹘和龟兹回鹘多次遣使向宋

廷进贡药物。其中龟兹又称西州回鹘、龟兹回

鹘或西州龟兹，是高昌回鹘的一部分，其国王称

可汗王。太平兴国九年（984 年），龟兹回鹘曾遣

使贡乳香等物。此后于咸平四年（1001 年）、大

中祥符三年（1010 年）、大中祥符六年（1013 年）、

天禧元年（1017 年）、天禧四年（1020 年）、天圣二

年（1024 年）、天圣七年（1029 年）、天圣八年

（1030 年）、天圣九年（1031 年）、景祐四年（1037
年）、熙宁四年（1071年）、熙宁五年（1072年）、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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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三年（1096 年），龟兹回鹘前后遣使朝贡 13
次，将大批珍贵的西北土产药材和海外药物传

入宋朝。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闰二月，龟兹可汗遣

使“李延胜、副使安福等贡乳香二百四十九斤、

花蕊布二匹、硇砂三百七十一斤、独峰橐驼一、

大尾白羊十五，李延胜贡马十匹、玉鞍勒、金玉

二百一十二斤，安福贡琥珀四十斤、 石十二

斤，监使翟进贡乳香六十九斤、 石二斤、胡黄

连十四斤，判官曹信贡乳香七十六斤，都监杨嘉

贡乳香三十九斤，僧智圆贡琥珀四十五斤、 石

四十六斤。黄河居住行头蕃部兰逋征捉郎进马

二匹”［1］9774。此次进贡的物品品种多，数额庞

大，故宋廷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任命李延

胜为左屯卫将军。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龟兹

剋韩王遣进奉使李延庆等 36 人在长春殿朝贡方

物，进献“玉六十团、橐驼、名马、弓箭、鞍勒、香

药等”，宋真宗“优诏答之”［1］9775。天禧元年四月

二十六日，龟兹国剋韩王智海遣使张復延进贡

“玉及马、香药”［1］9775等。

宋仁宗天圣二年三月十七日，龟兹国王智

海等贡“独峰驼、五香药、杂物”［1］9949。四月，又

遣使来贡药物乳香。天圣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龟兹国遣使李延庆贡药物“乳香、硇砂”［1］9950。

天圣九年正月十八日，龟兹国王智海遣使李延

庆等贡“硇砂、乳香、名马”［1］9950-9951。景祐四年正

月九日，龟兹国遣使李延贵贡“花蕊布葛、乳香、

硇砂、玉、独峰驼、马”［1］9951。

宋神宗熙宁五年二月二日，回鹘龟兹可汗

王遣使卢大明、笃都奉表，所贡贡品中有“乳香、

硇砂”［1］9956等药物。

（三）于阗

于阗，汉代时隶属于西域都护府，唐时为

“安西四镇”之一，隶安西都护府，“自汉至唐，皆

入贡中国”［2］14106。宋初，于阗多次遣使朝贡，其

中尤以名贵药材乳香为主。约在景德三年（1006
年）于阗被喀喇汗朝所灭，此后文献中出现的

“于阗国黑韩王”，实乃喀喇汗朝的首领。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 年）十二月，于阗国王

李圣天遣使朝贡。宋仁宗天圣三年十二月四

日，于阗国黑韩王遣大首领罗面千多奉表朝贡，

其中药物有“乳香、硇砂”［1］9949 等。宋神宗熙宁

四年二月十四日，于阗国黑韩王遣大首领翟进

奉表，“贡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

珀、花蕊布、硇砂、龙盐、药物、铁甲、马”［1］9956。

熙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阗国黑韩王遣使

奉表朝贡，其中药物有“乳香、木香、腽肭脐、金

星石”［1］9957。熙宁七年（1074 年）二月三日，于阗

国遣使阿丹一难奉表，向宋朝进贡“玉、乳香、水

银、安悉香、龙盐、硇砂、琥珀、金星石”［1］9957。熙

宁十年（1077 年）四月八日，于阗国黑韩王遣使

罗阿厮难撒温奉金表进贡，其中药物有“乳香、

木香、安息香、龙盐、鸡舌香、胡黄连”［1］9957。同

年十月三日，客省上奏：“于阗国进奉使罗阿厮

难撒温等有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为钱四万四千

余贯，乞减价三千贯卖于官库。”［1］9775宋神宗“从

之”，可知此次于阗进贡的乳香数额较为庞大。

鉴于于阗国进贡乳香的数额越来越大，元丰元

年（1078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宋神宗下诏熙河

路经略司指挥熙州：“自今于阗国入贡，唯赍国王

表及方物听赴阙，毋过五十人，驴马头口准此；

余勿解发，止令熙州、秦州安泊，差人主管卖买。

婉顺开谕，除乳香以无用不许进奉及挟带上京并

诸处货易外，其余物并依常进贡博卖。”［1］9958元丰

二年（1079年）十月十三日，熙河路经略司上奏：

“于阗国来贡方物而无国主表章，法不当纳，已

谕使去。”［1］9775-9776宋神宗下诏：“如坚欲奉贡，可

听之。”［1］9776 元丰三年（1080 年）正月二十七日，

于阗国大首领阿令颠颡温等来贡方物。三月二

十六日，宋神宗下诏：“于阗国进奉使所卖乳香，

偿以见钱。其乳香所过，官吏失察，令转运司劾

罪。”［1］9776十月九日，熙州上奏：“于阗国进奉般次

至南川寨，称有乳香、杂物等十万余斤，以有违朝

旨，未敢解发。”［1］9776宋神宗认为“乳香无用”，且

数额巨大，退回了这批贡物。

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 年）五月七日，枢密

院上奏：“熙河兰岷路经略司奏：‘于阗国进奉般

次罗忽都卢麦等进奉方物，黑汗王阿忽都董娥

密竭笃上表，请自今般次不满年月往来进奉，只

是心白。’”［1］9963 宋哲宗采纳枢密院建议，下诏：

“仍自今于阗每二年一次，许赍本国蕃王表章赴

阙进奉。如止来熙、秦州买卖，即不限岁月，事毕

遣还。仍令本司候有般次回蕃日，再谕诏旨，使

本国知。仍令学士院于回赐敕书内备载。”［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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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四年（1089 年）五月丁酉，于阗国“贡使李养

星、鄂丹威格以下续贡珠玉、象牙、珊瑚、药物

等”［4］。

可见，于阗地区“地产乳香”，向宋朝的药

物朝贡持续了 150 多年，“讫于宣和，朝享不

绝”［2］14109。于阗地区输入的药物，包括乳香、木

香、琥珀、龙盐、安息香、鸡舌香、胡黄连等。

（四）沙州归义军

归义军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 年）至宋仁

宗景祐三年（1036 年）以沙州、瓜州为中心建立

的地方政权，由唐朝名将张议潮建立，景祐三年

被西夏李元昊所灭。

宋朝建立后，归义军曾派遣使者向宋廷朝

贡，“自景祐至皇祐中，凡七贡方物”［2］14124。如宋

真宗景德四年（1007 年）五月，权归义军节度兵

马留后曹宗寿，遣瓜沙州节度上司孔目官阴会

迁等 35 人诣阙，“贡玉团、玉印、乳香、硇砂、橐

驼、名马”［1］9836。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 年）闰九

月，沙州遣使翟来著等“贡方物、乳香、硇砂、玉

团等”［1］9836-9837。天圣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沙州遣

使朝贡，其中药物有“真珠、乳香、硇砂、梧桐渠、

黃矾”［1］9950等。

（五）西北吐蕃诸部

宋时，在秦凤路、利州路、成都府路、青唐等

地散居着许多吐蕃部族，“族种分散，大者数千

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2］14151。宋代吐蕃在

原汉、唐旧地凉州、鄯州、廓州等地建立了自己

的政权——西凉府吐蕃六谷联盟和青唐吐蕃政

权，对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及宋朝的决策，均产

生了重大影响［5］。

宋初，吐蕃诸部积极地向宋朝进贡方物，其

中就包括当地的药物。如庆历二年（1042 年）五

月二十二日，吐蕃唃厮啰遣使向宋朝进贡“马、

乳香、硇砂、银枪、铁甲、铜印、银装交椅”［1］9952。熙宁

五年五月，青唐吐蕃东部首领木征进贡药物。

熙宁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西蕃邈川首领董氊进

贡“珍珠、乳香、象牙、玉石、马”［1］9914。元祐元年

（1086 年）闰二月二日，礼部上奏“董氊等贡乳

香”［1］9919。

从西北地区进贡的药材种类来看，包括乳

香、安息香、笃耨香、腽肭脐、硇砂、胡黄连、木香、

鸡舌香、龙盐、珍珠、梧桐渠、黄矾和其他香药。

三、宋朝东北部地区金朝、高丽

进贡的药物

宋朝东北地区为辽朝、金朝和高丽王朝，与

宋王朝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由于文献记载

的简略，辽朝进贡的药物，尚不可考。金朝进贡

药物的内容较少。有关高丽王朝进贡药物的品

种和数量，则相对丰富一些。

（一）金朝

宋时，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多次遣使

朝贡，所贡药物有腽肭脐、人参、松子等。宋太

祖建隆二年，女真遣使嗢突刺朱“入朝贡方物”［6］9005。

开宝五年（972 年），女真进贡药物“腽肭脐”。金

朝建立后，亦有药物朝贡的记载。如政和八年

（1118 年）九月，女真遣使李善庆等“赍国书并北

珠、生金、貂革、人参、松子来贡”［1］9964-9965。

（二）高丽

宋时，位于朝鲜半岛的高丽，又称高丽王

朝、王氏高丽。宋朝建立后，建隆三年（962 年）

高丽国王王昭派遣使者李兴祐朝贡，其子王伷

即位后“贡奉不绝”［6］8952。高丽出产“人参、水

银、麝香、松子、榛子、石决明、松塔子、防风、白

附子、茯苓、大小布、毛施布、铜磬、瓷器、草席、

鼠毛笔等”［7］151-152。其贡品中包含了大量的药

物，其中尤以高丽人参最为珍贵。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高丽国王王

治遣使金全“奉金银线罽锦袍褥、金银饰刀剑弓

矢、名马、香药来贡”［2］14037。宋真宗天禧三年

（1019 年）十一月，高丽进奉使、礼宾卿崔元信等

入见，“贡罽锦衣褥、乌漆甲、金饰长刀匕首、罽

锦鞍马、纻布、药物等”［2］14044。宋仁宗天圣八年

十二月十三日，高丽国王王询遣御事民官侍郎

元颖奉表入贡，其中药物有“人参、香油、硫

黄”［1］9950等。宋神宗熙宁四年八月一日，高丽国

遣使金悌奉表，所贡药物有“人参、硫黄、松子、

香油”［1］9956。熙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高丽国遣

使金良鉴、卢旦奉表朝贡，其中所贡药物有“人

参、松子、香油”［1］9957。熙宁九年（1076 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高丽国遣使工部侍郎崔思训奉表

而来，所贡药物有“人参、松实、香油、黄漆、药

物”［1］9957。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 年）闰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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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高丽国王王楷遣使朝散郎、礼部员外郎、

赐紫崔惟清，从义郎、閤门祗候沈起等 17 人奉

表，入贡“人参五百斤”［1］9965。

从东北地区进贡的药材种类来看，包括人

参、松子、香药、香油、硫黄、腽肭脐、水银等，具

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四、宋朝南部地区交趾、安南、占城

进贡的药物

宋代南部地区为交趾、安南和占城，属汉唐

旧疆，多次向宋朝进贡产于东南亚、南亚、西亚、

非洲等地的名贵药物。

（一）交趾、安南

交趾，又名交阯，秦汉时期交趾郡治所，唐

代为交州治所，位于今越南北部。宋朝时交趾

反叛，劫掠广南西路州县，宋太宗和宋神宗时期

曾两次派兵讨伐。南宋淳熙元年（1174 年）二月

一日，宋孝宗下诏“特赐安南国名”，交趾遂改名

为安南。交趾“土产沉香、蓬莱香、生金、银、铁、

朱砂、珠、贝、犀、象、翠羽、车渠、盐、漆、木绵、吉

贝之属”，向宋朝“岁有进贡”［7］1。

宋初，交趾派遣使者进贡中南半岛、印度半

岛等地出产的药材，贡品中有犀角、象牙、乳香、

沉香、笺香、玳瑁等药物。如宋太祖开宝八年

（975 年）五月二十一日，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

护丁琏遣使来贡“犀、象、香药”［1］9935。

宋太宗即位后，丁琏“又贡方物”［6］9093。太

平兴国五年（980 年）十一月，前黎朝国王黎桓遣

牙校江巨瑝、王绍祚贡方物“金银器五百两、通

犀六株连盘、□牯犀四十株、象牙百株、绢万

匹”［1］9780。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五月，黎桓自

称权交州三使留后，遣军将赵子爱等进奉“通犀

□五、牯犀二十九株、象牙百根、乳香二百斤、绢

万匹、孔雀尾百□”［1］9781。同年九月，黎桓又遣

使贡“金酒器二十□具，犀角、象牙各二十株”［1］9782。

雍熙二年（985 年）二月，黎桓遣进奉使张绍凭、

阮伯簪等来贡贺乾明节礼物“金龟、鹤、银炉、象

牙百株、绢万匹”［1］9782。雍熙三年（986 年）九月，

黎桓遣使牙将司马常来献“金器一百两、银器五

百十、株犀三十坐”［1］9782。淳化元年（990 年）十

月，黎桓遣使都知兵马使阮伯簪等来贡“七宝装

龙凤椅子一、间金装玳瑁檐十二、红罗绣龙凤伞

一、间金装玳瑁柄犀三十株、象牙四十株、绢万

匹、 布各千匹”［1］9783。至道三年（997 年）九月，

黎桓遣都知兵马使阮绍恭、副使赵怀德来贡“金

银七宝装交椅一、银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株、

绢布万匹”［1］9784。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十二月，黎

至忠又遣推官阮守疆“贡驯犀一、犀角二十、象

牙四十、金银器、纹缡等”［1］9787。同年，黎朝发生

内乱，左亲卫殿前指挥使李公蕴趁机夺取帝位，

建立李朝，随即向宋朝朝贡。大中祥符五年

（1012 年）四月，李公蕴遣进奉使演州刺史李仁

美、副使□州刺史陶庆文来开封“贡犀角三十

株、象牙□株、金银纱罗等”［1］9788。天禧三年八

月，交州李公蕴遣弟李鹤来“贡犀角、象齿洎方

物”［1］9789。

乾兴元年（1022 年）七月，三司上奏：“交州

进奉使李宽泰等各进贡方物白镴、紫矿、玳瑁、

瓶香等，贾人计价钱千六百八十二贯。”宋仁宗

下诏“回赐钱二千贯，以优其直，示怀远也”［1］9789。

天圣六年三月，三司上奏：“作坊物料库估交州

进奉人使纳卖香药价钱三千六十贯。”［1］9789宋仁

宗下诏回赐钱四千贯。元丰五年（1082 年）六月

二十二日，交趾郡王李乾德进献“犀角、象齿各

五十”［1］9959。

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八月二十一

日，交趾国王李天祚遣太平州刺史李国以、右武

大夫李义、武翼郎郭应五“贺升平”，“进贡金器

一千一百三十六两、真珠百颗、沉香等一千斤、

翠毛五百只、盘龙等杂物、绫绢五十匹、马十、驯

象九”［1］9798。绍兴二十六年（1156 年）正月十四

日，交趾遣太中大夫周公明、右武大夫李义等 22
人“进奉贺升平、常贡两纲方物”［1］9966，其中金瓶

盛载沉香等 1000 斤。

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 年）九月十三日，

交趾鉴于宋孝宗“即位加恩，故遣使来谢”，南平

王李天祚遣使尹子思、邓硕俨等，“贡金器百两、

银器百五十两、象牙三十株、熟香五百斤、笺香

一千斤”［1］9967-9968。乾道九年（1173 年）七月四日，

广西经略安抚司上奏“安南都知兵马使郭进赍

牒关报，差使、副管押称贺今上皇帝登极，及进

奉大礼纲运赴行在”［1］9969，其中入贡药物沉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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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00 斤。淳熙元年二月一日，交趾改国名为

安南。淳熙三年（1176 年）四月，安南进谢赐国

名牌印，其中所贡药物有“沉香二百斤，熟香一

千斤，笺香一千斤”［1］9970。淳熙四年（1177 年）正

月二十八日，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上奏，安南国

差朝散郎李邦正、忠翊郎兼閤门祗候阮公亮等

管押遣进章表、方物纲运，贡方物“二十两章表

银匣一副；五十两金厮（罗）［锣］三面，共一百五

十两；银厮锣一十三面，都共六百五十两；象牙

七十株，都共一千六觔；犀角三十座，都共三十

五觔二两”［1］9801。淳熙七年（1180 年）五月十三

日，安南进谢表、方物，宋孝宗下诏收受三分外，

所有章表续行投进。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安

南谢赐国名牌印及谢袭封章表礼物，令赴左藏

库送纳。广南西路安抚司以章表二函用黄罗绢

护封，差人先赍赴行在投进外，方物送经抚库寄

收，唤集牙人估直，纽计数目，其中“谢赐国名牌

印纲”中的药物包括沉香 20 斤，熟香 1000 斤，笺

香 1000 斤。

（二）占城

占城是两汉晋隋时期日南郡旧地，位于今

越南中南部，宋时自称占城国，“与交趾为仇

国”。南宋庆元五年（1199 年），真腊大举攻入占

城，后于嘉定十四年（1221 年）复国。占城出产

“笺、沉香、槟榔、乌 木、苏木、白藤、黄蜡、吉贝

花布、丝绞布、白 布、藤簟、贝多叶簟、金银铁

锭等物”［1］9806，“人采香为生”［8］77。其俗，“人有

疾病，旋采生药服食”［1］9807。占城同宋朝十分友

好，多次遣使朝贡，“贡献不绝”［7］9，贡品中药物

数量十分巨大。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二月，占城“以方物、犀

角、象牙来贡”［1］9807。建隆二年正月，占城国王

释利因陀盘遣使莆诃散等来朝，“贡犀、牙、龙

脑、香药、孔雀四、大食瓶二十”［1］9807。建隆三年

九月十七日，占城国遣使贡“象牙、乳香”［1］9933。

乾德四年（966 年）三月，占城王悉利因陀盘遣使

因陀玢李帝婆罗、副使白不罗低冬来朝，“贡牯

犀一株、象牙二株、白 二十条、哥缦三十五条、

绣哥缦一对、亲色哥缦十四合，并杂药物等”；占

城王妻波良仆瑁、男茶罗继、占谋律秀琼等，“又

各贡犀角、象牙、龙脑、玳瑁、香药”；其进奉使、

副使，“又各进奉犀、象、方物”［1］9807。同年七月，

南唐国主李煜上奏：“占城国使入贡，道出臣国，

遗臣犀角一株、象牙二株、白龙脑三十两、苍龙

脑十斤、乳香三十斤、沉香三十斤、煎香七十斤、

石亭脂五十斤、白檀香百斤、紫矿五十斤、豆蔻

二万颗、龙脑后三片、槟榔五十斤、藤花簟四领、

占城孤班古缦二段、阇婆马礼偃鸾国古缦一段、

阇婆沙剜古缦一段、阇婆绣古缦一段、大食绣古

缦一段、大食缦锦古缦一段、占城绣水织布五

匹、阇婆沙剜锦绣古缦一段。”［1］9807李煜“以其物

来上”，又将这些占城贡品转贡给了宋朝，受到宋

太祖的表扬。九月，占城国又遣使“献象牙、香

药”［1］9808。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占城国王波美

税杨布印茶遣使李牌、副使李麻那、判官李屠进

贡方物“越诺布四段、龙脑二斤、杂香药千斤、丁

香五十斤、煎香二十五斤”［1］9808。雍熙二年二

月，占城国王施利陀盘吴日欢遣使婆罗门金歌麻

来献“龙脑、玳瑁、象牙、越诺、无名异”［1］9808。雍

熙三年三月十九日，占城国王刘继宗遣使李朝仙

来贡“通犀二株、生白龙脑十斤、速香五十斤、丁

香五十斤、篯香二百斤、沉香百八十斤［1］9808；后“朝

仙又进象牙二株、白龙脑十斤”。淳化元年十月，

占城新王杨陀排自称“新坐佛逝国杨陀排”，遣

使李臻、副使蒲诃散来贡，“进驯犀及螺犀十株、

象牙十五株、腊沉香一斤、白龙脑二斤、山得鸡

三十三斤”；其使、副使，“又献螺犀、药犀、象牙、

没药、胡卢巴、龙脑、白豆蔻及蔷薇水”［1］9809；李

臻、蒲诃散在表中提到，该国被“交州所攻，国中

人民、财宝皆为所掠”，宋太宗下诏赐黎桓“各令

保境”［1］9809。同年十二月四日，占城国王又遣使

李臻、副使蒲诃散贡“驯犀、螺犀、象牙、蜡沉香、

龙脑、山得鸡、没药、胡卢巴、白豆蔻、蔷薇水”［1］9941。

淳化三年（992 年）十二月，占城国王杨陀排遣使

李良甫、副使亚麻罗婆低来贡“螺犀、药犀十株、

象牙二十株、煎香三十六斤、白龙脑一斤四两、

绞布六段、槟榔十三斤、山得鸡六十四斤、椰子

五十颗；其使、副又献象、犀、螺犀、玳瑁、煎香

等”［1］9809；占城国僧人净戒又献金龙脑、金铃、铜

香炉、如意等，宋太宗下诏“各优赐之”［1］9809。至

道元年（995 年）正月，占城国王杨波占遣专使李

波珠、副使李诃散、判官李磨勿等，进奉“犀角十

株、象牙三十株、玳瑁十斤、龙脑二斤、沉香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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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夹笺黄熟香九十斤、檀香六十斤、山得鸡一

万四千三百只、胡椒二百斤、簟席五”［1］9809。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 年）二月，占城国王杨

普俱毗茶逸施离遣使朱陈尧、副使蒲萨陁婆、判

官黎姑伦“贺皇帝登极”，贡“犀、牙、玳瑁、香

药”［1］9810。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遣使蒲萨多

婆、副使蒲多波底、判官陈义，“贡象牙六十二

株、螺犀十一株、药犀二十九株、玳瑁三百片、沉

香五十斤、煎香三百五十斤、黄熟香二百一十

斤、带枝丁香三十斤、豆蔻六十斤；其使又进熟

龙脑三十两、没药八十斤、紫矿四百七十斤、肉

豆蔻二百斤、胡椒二百斤、没药三十斤、紫矿百

斤”［1］9811。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五月，占城国

王上表，遣腹心人波轮诃罗带充专使，刘公简充

副使，判官、防援人，以“犀、牙、玳瑁、乳、沉、煎

香、豆蔻、槟榔等来贡”［1］9811。天禧二年（1018
年）九月，其王尸嘿排摩惵遣使罗皮帝加等，进

贡“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

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豆蔻六十五斤、沉香

百斤、笺香二百斤、别笺一剂六十八斤、茴香百

斤、槟榔千五百斤”［1］9811。罗皮帝加还报告了占

城至宋朝的海路航线：“国人诣广州，或风漂船

至石堂，即累年不达矣。”［1］9811

宋仁宗天圣七年五月，占城国王杨卜俱室

离遣叱达巴、李菩萨等奉表，进贡“生凤一只、犀

三十株、象牙七十株、玳瑁二百四十五片、乳香

二千斤、木香七百八十斤”［1］9811。天圣八年十

月，遣进奉使李菩萨、麻瑕陁瑟表献礼物，入见

于崇政殿，“献木香七百斤、犀角四十余株、玳瑁

四百余片、乳香二千斤、象牙八十株”［1］9812。皇

祐二年（1050 年）正月，国主俱舍唎波微收罗婆

麻提杨卜，“贡象牙二百一、犀牛角七十九，赍表

二通，一以蕃书，一以中国书”［1］9812。

宋神宗熙宁五年四月六日，占城国遣使奉

表，“贡龙脑、乳香、丁香、紫矿、荜澄茄、胡椒、回

香”［1］9956。同年五月二十二日，占城国进贡琉

璃、珊瑚、酒器并龙脑及药物、乳香、丁香、荜澄

茄、紫矿等，宋神宗下诏“回赐外，特赐银二千一

百两”［1］9813。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礼部上奏

“占城国进奉大使布灵息弛琴、蒲麻勿等乞续进

方物”，宋哲宗“从之”。同年十二月三日“续进

犀、袴等”［1］9813。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占

城蕃首邹时芭兰遣部领萨达麻、滂摩加夺、蒲都

纲以次凡 20 人到临安觐见，进贡大量海外名贵

药材。《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六载：

贡附子沉香一百五十斤，沉香三百九

十斤，沉香头二块一十二斤，上笺香三千六

百九十斤，中笺香一百二十斤，笺香头块四

百八十斤，笺香头二百三十九斤，澳香三百

斤，上速香三千四百五十斤，中速香一千四

百四十斤，象牙一百六十八株，犀［角］二十

株，玳瑁六十斤，暂香一百二十斤，细割香

一百八十斤，翠毛三百六十只，蕃油一十

埕，乌里香五万五千二十斤。［1］9815-9816

从贡奉表名单可知，此次进贡的药物数量巨大，

包括附子、沉香、澳香、象牙、犀角、玳瑁、暂香、

细割香、蕃油、乌里香等，多为中土所无。

乾道三年（1167 年）十月一日，福建路市舶

司上奏占城进贡大量药物。《宋会要辑稿》蕃夷

七之五〇载：

乾道三年十月一日，福建路市舶司言：

“本土纲首陈应祥等昨至占城蕃，蕃首称欲

遣使、副恭赍乳香、象牙等前诣（太宗）［大

宋］进贡。今应祥等船五只，除自贩物货

外，各为分载乳香、象牙等并使、副人等前

来。继有纲首吴兵船人赍到占城蕃首邹亚

娜开具进奉物数：白乳香二万四百三十五

斤、混杂乳香八万二百九十五斤、象牙七千

七百九十五斤、附子沉香二百三十七斤、沉

香九百九十斤、沉香头九十二斤八两、笺香

头二百五十五斤、加南木笺香三百一斤、黄

熟香一千七百八十斤。”［1］9968

此次进贡的药物数量极为巨大，如白乳香达

20435 斤，混杂乳香更是达到 80295 斤，其他香药

也在数百斤至数千斤之间。鉴于此次进贡的药

材数量极为庞大，宋孝宗下诏：“使人免到阙，令

泉州差官以礼管设。章表先入递前来，候到，令

学士院降敕书回答。据所贡物，许进奉十分之

一，余依条例抽买。如价钱阙，申朝廷先次取

拨，俟见实数估价定，市舶司发纳左藏南库，听

旨回赐。”允许十分之一进贡到临安，其余药物

依条例全部由市舶司抽买，储藏在左藏南库。

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占城进贡乳香、象牙、沉

宋朝周边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名贵药物及其医学应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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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香等数目，宋孝宗下诏“所有其余物货，令市

舶司斟量依条抽买”［1］9819。

从南部地区进贡的药材种类来看，这些名

贵药物绝大多数来源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一

带，也有占城掠夺自大食商人的药材。如乾道

三年，福建市舶司上奏：“大食国人乌师点等诉，

占城入贡，即所夺本国物。”［6］9162庆元年间，真腊

大举讨伐占城，“以复仇，杀戮殆尽，俘其主以

归，国遂亡，其地悉归真腊”［2］14086，此后宋朝史料

中有关占城进贡药物的记载逐渐减少。

五、宋朝西南地区大理、西南五部等地

进贡的药物

宋朝西南地区的大理国及其他少数民族地

区，汉朝时隶属于益州刺史部管辖，唐朝时隶属

于剑南道。宋朝，大理国和西南诸部落通过遣

使朝贡的形式，将产于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南

亚地区的名贵药物传入宋朝。

（一）大理

宋时大理国分前理国、大中国、后理国三个

时期，1254 年被忽必烈所灭。政和六年（1116
年）十二月三十日，大理国王段和誉上奏：“臣累

年以来，尝遣磨中罗道等处乞修朝贡。至政和

五年五月，已奉圣旨，差广州观察使黄璘充第一

等奉使，于宾州置局，接纳入贡，令先遣臣布

燮、臣李紫琮、臣杨苛样、坦绰臣李百祥管押

马三百八十匹，内有五十匹系特进，麝香、牛黄、

细氊、碧玕山、衣甲、弓箭等，诣阙进献。”［1］9964宋

徽宗下诏“令学士院修写手诏颁降”［1］9964。《文献

通考》亦载政和七年（1117 年），大理使者李紫琮

等“至京师贡马及麝香等”［6］9067。

（二）西南五部

宋时我国西南少数民族龙、罗、方、石、张五

部和其他各部，“自昔许上京入贡”［8］120。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八月，西南蕃王龙汉

瑭遣顺化王子心驰来贡“马二匹、朱砂二十两、

牛黄一脐。又都甲头王子若从并诸州蛮录事司

马赵才胜等七百七十四人，共进马二百九十匹，

朱砂二千三百五十两，草豆蔻十二万枚，筚拨百

六十斤”［1］9844。淳化元年八月，龙汉璿遣其弟龙

汉兴来朝，“贡马二匹、朱砂十两”。又都统龙汉

及行人谢再殊，“亦各贡名马、朱砂、毡罽、草

豆蔻等”［1］9844。淳化三年十月，蕃王龙汉兴遣顺

化王子若柴等来贡“马五十九匹、朱砂二百六十

两、草豆蔻二万颗”［1］9844。

宋真宗咸平二年九月，都首领张文黔等来

贡“名马六十五匹、朱砂八百八十两，又山子一

重十六两、草豆蔻二万枚”［1］9845。咸平五年

（1002 年）五月，龙汉 遣使率部众 1600 人、马

460匹并药物、布帛来贡，宋真宗“厚赏遣还”［1］9845。

从西南地区进贡的药物来看，包括麝香、牛

黄、朱砂、草豆蔻、荜拨等，大多为当地土产

药物。

六、宋朝对域外药物的态度与周边

药物传入的形式

（一）宋朝对域外药物的态度

宋王朝极为重视域外药物的传入，在朝贡

贸易中给予了大力支持。太平兴国初，宋太宗

下诏规定：“自今惟珠贝、玳瑁、犀象、镔铁、鼊

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

市于民。”［2］4559 朝廷禁榷的域外药物，主要有珠

贝、玳瑁、犀象、镔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 8
种，大多来自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

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等地。如泉

州，土产蕃货，“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

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

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9］。

太平兴国七年闰十二月，宋太宗再次下诏

规定了禁榷药物和通行药物的品种与数量。《宋

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载：

闻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

（今）［令］以下项香药止禁榷广南、漳、泉等

州舶船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乱条法；如

违，依条断遣。其在京并诸处即依旧官场

出卖，及许人兴贩。凡禁榷物八种：玳瑁、

牙、犀、宾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放通

行药物三十七种：木香、槟榔、石脂、硫黄、

大腹、龙脑、沉香、檀香、丁香、丁香皮、桂、

胡椒、阿魏、莳萝、荜澄茄、诃子、破故纸、豆

蔻花、白荳蔻、鹏沙、紫矿、胡芦芭、芦会、荜

拨、益智子、海桐皮、缩砂、高良姜、草豆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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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心苗、没药、煎香、安息香、黄熟香、乌

木、降真香、琥珀。后紫矿亦禁榷。［1］4203-4204

宋太宗的诏令反映了以下重要信息：其一，宋朝

政府禁榷药物，初为 8 种：玳瑁、象牙、犀角、宾

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后紫矿亦禁榷，禁

榷药物增至 9 种。其二，通行药物 37 种，包括木

香、槟榔、石脂、硫黄、大腹、龙脑、沉香、檀香、丁

香、丁香皮、桂、胡椒、阿魏、莳萝、荜澄茄、诃子、

破故纸、豆蔻花、白豆蔻、鹏沙、紫矿、胡芦芭、芦

会、荜拨、益智子、海桐皮、缩砂、高良姜、草豆

蔻、桂心苗、没药、煎香、安息香、黄熟香、乌

木、降真香和琥珀。

为了鼓励海外蕃商到中国进行贸易，雍熙

四年（987 年）五月宋太宗下诏遣内侍 8 人，“赍

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

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

三道，于所至处赐之”［1］4204，采取积极主动的招

商措施。域外药物的大量来华，对宋代国家财

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宋史》载：“天圣以来，象

犀、珠玉、香药、宝货充牣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

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而官市货数，视

淳化则微有所损。皇祐中，总岁入象犀、珠玉、

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

十万。”［2］4559

（二）宋朝周边药物传入的形式

宋朝周边药物传入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周边政权的遣使朝贡。宋朝建立了完

善的朝贡体系与朝贡贸易制度，周边政权朝贡

各种珍宝和名贵药物的同时，中央王朝一般也

会赏赐大量的钱物作为回报。如熙宁七年二月

三日，于阗国遣使阿丹一难奉表，向宋朝贡“玉、

乳香、水银、安悉香、龙盐、硇砂、琥珀、金星

石”［1］9957，其中乳香、水银、安悉香、龙盐、硇砂、

琥珀等俱为名药。在周边地区药物传入宋朝的

过程中，遣使朝贡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二是皇帝登极、皇帝寿诞时藩属献贡。宋

代，新皇登极时，周边政权往往会遣使朝贺。如

宋真宗咸平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占城国王杨普

俱毗茶逸施离，遣使朱陈尧、副使蒲萨陁婆、判

官黎姑伦进贡药材，以“犀、牙、玳瑁、香药”［1］9942

来贺皇帝登极。皇帝寿诞是全国重要的节日，

周边地区往往会进献礼物。如开宝六年（973

年）二月十二日，吴越王钱俶进长春节“乳香二

千斤”，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长春节“乳香二千

斤”［1］9935。“长春节”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生日，是

宋初全国性的节日。

三是祭祀大典、用兵征伐时藩属特贡。南

郊祭天是宋朝重要的节日，通常由皇帝主持。

如建隆四年十月十九日，吴越王钱俶遣使“助南

郊”，贡“犀、牙各十株，香药一十五万斤，供奉金

银、真珠、玳瑁器数百事”［1］9934。开宝二年（969
年）六月二十一日，南唐国主李煜遣其弟李从谦

进贡茶、药、器、币，“以助车驾北征”［1］9934。

七、宋朝域外药物的医学应用

（一）宋朝史学、医学、方志等著作对域外药

物的记录

宋朝周边地区传入的珍稀药物，先后被宋

朝官修《国朝会要》《国史》《实录》和官修医学本

草《开宝重定本草》《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嘉祐

图经本草》《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政和新修

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绍兴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等记载和收录。同时，这些药物也为宋人洪刍

《香谱》、叶廷珪《名香谱》、陈敬《香谱》等记载，

并成为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

方》《简要济众方》《熙宁太医局方》《政和圣济总

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民间医家方书《王氏

博济方》《苏沈良方》《幼幼新书》《妇人大全良

方》等制造药品的重要来源之一。

根据宋代史学、医学、方志、笔记、文集等著

作记载，这一时期输入中国的药物品种，数量众

多，品类各异。如乳香、木香、丁香、安息香、没

药、血竭、苏合香油、阿月浑子、葫荽、胡椒、胡

葱、蔽齐、无食子、八担仁、波斯枣、莳萝、齐墩、

阿勃参、芦荟、指甲花、阿魏、葫芦巴、押不芦、婆

罗德等，既可食用，也可入药，极大地丰富了药

物的来源和品种。

（二）宋朝本草学著作对域外药物功效的认识

葫芦巴，阿拉伯语 hulba 的汉译，原产于波

斯、美索不达米亚沙漠和西亚，野生，药材用，宋

朝时，传入中国南方各省。宋仁宗嘉祐年间掌

禹锡敕撰《嘉祐补注神农本草》载此植物已成功

栽种于广州和黔州。苏颂《图经本草》载：“葫芦

宋朝周边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名贵药物及其医学应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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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广州，或云种出海南诸蕃，盖其国芦菔子

也。舶客将种莳于岭外亦生，然不及蕃中来者

真好。春生苗，夏结子，作荚，至秋采之。今医

方治元藏虚冷气为最要。然《本经》不著，唐以

前方书亦不见者，盖是出甚近也。与附子、茴

香、硫黄、桃人尤相宜，兼治膀胱冷气。”［10］291 并

配有“广州葫芦巴”药图一幅。

押不芦，阿拉伯语 yabruh、abruh 或波斯语

jabruh 的汉译，原产于亚洲西部，由阿拉伯人传

入中国，称之为曼陀罗花，茄科，属一年生有毒

草本植物，夏秋开花，花冠呈漏斗状，白色。南

宋周密《癸辛杂识》首次记载了这种植物：“回回

国之西数千里地，产一物极毒，全类人形，若人

参之状，其酋名之曰‘押不芦’。生土中深数丈，

人或误触之，著其毒气必死。取之法，先于四旁

开大坎，可容人，然后以皮条络之，皮条之系则

系于犬之足。既而用杖击逐犬，犬逸而根拔起，

犬感毒气随毙。然后就埋土坎中，经岁，然后取

出曝干，别用他药制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

通身麻痹而死，虽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

后，别以少药投之即活，盖古华陀能刳肠涤胃以

治疾者，必用此药也。今闻御药院中亦储之，白

廷玉闻之卢松崖。”［11］可知，宋代时医家已用曼

陀罗花治咳逆气喘、胃疼等症。

乳香，阿拉伯语 luban 的汉译，又名薰陆香，

产自大食诸国，中国古代史籍多有记载。宋人

赵汝适《诸蕃志》载：“乳香一名薰陆香，出大食

之麻啰拔、施曷、奴发三国深山穷谷中。其树大

概类榕，以斧斫株，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成

块。以象辇之至于大食，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

三佛齐，故香常聚于三佛齐。番商贸易至，舶司

视香之多少为殿最。而香之为品十有三，其最

上者为揀香，圆大如指头，俗所谓滴乳是也；次

曰瓶乳，其色亚于揀香；又次曰瓶香，言收时贵

重之置于瓶中。”［7］163 此三国皆在今阿拉伯半岛

的东南海岸，古代以产乳香闻名于世。据德国

汉学家夏得等人的研究，大食乳香主要产于麻

罗拔、施曷、思莲、甘眉等地，这也可以和《诸蕃

志》的记载相参证②。

木香，梵语称之为 kustha，波斯、阿拉伯语称

之为 kust，又名青木香、蜜香，可作药用。据劳

费尔《中国伊朗编》研究，木香主要产于大食、印

度和叙利亚③。赵汝适《诸蕃志》载：“木香出大

食麻啰抹国，施曷、奴发亦有之。树如中国丝

瓜，冬月取其根，剉长一二寸，晒干，以状如鸡骨

者为上。”［7］194 这与汉文史籍的记载是一致的。

关于其产地，宋代时中国也有木香种植，苏颂

《图经本草》载：“木香，生永昌山谷……根窠大

类茄子，叶似羊蹄而长，花如菊实黄黑，亦有叶

如山芋而开紫花者，不拘时月采根芽为药。以

其形如枯骨者良。”［10］105-106

丁香，阿拉伯语或波斯语 gomode 的汉译，主

要产于大食、波斯、三佛齐和细兰。中国古代史

籍，如《本草拾遗》《梦溪笔谈》《翻译名义集》《法

苑珠林》《岭外代答》等多有记载。唐陈藏器《本

草拾遗》载：“京下老医或有谓鸡舌香与丁香同

种，花实丛生，其中心最大者为鸡舌香，击破有

解理如鸡舌，此乃是母丁香，疗口臭最良，治气

亦效。其母丁香主变白，以生姜汁研，拔去白

须，涂孔中，即异常黑也。”［12］赵汝适《诸蕃志》

载：“丁香出大食、阇婆诸国，其状似丁字，因以

名之。能辟口气，郎官咀以奏事。其大者谓之

丁香母。丁香母即鸡舌香也。或曰鸡舌香，千

年枣实也。”［7］180

安息香，波斯语 mukul 和阿拉伯语 aflatoon
的汉译，原产于中亚古安息国、龟兹国、漕国、波

斯国、阿拉伯半岛一带，唐宋时因以旧名，作药

材用。唐苏敬等撰《新修本草》作“新附”，首次

详细记载了其药性、主治和产地，“安息香，味

辛、苦，平，无毒。主心腹恶气鬼疰。出西戎，似

松脂，黄黑色为块，新者亦柔韧”［13］。唐段成式

《酉阳杂俎》也载：“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

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

不凋。二月开花，黄色，花心微碧，不结实。刻

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

取之烧，通神明，辟众恶。”［14］127赵汝适《诸蕃志》

亦载：“安息香出三佛齐国，其香乃树之脂也，其

形色类核桃瓤，而不宜于烧，然能发众香，故人

取之以和香焉。”［7］180

没药，阿拉伯语 murr 或波斯语 mor 的汉译，

又作末药。没药是没香树所产的树脂，这是古

代西方最重视的香料和药膏，以波斯、阿拉伯

及非洲东北地区所产最为著名，味芳烈而苦。

《酉阳杂俎》载：“没树，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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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似槐叶而长，花似

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

食。”［14］129 晚唐五代李珣《海药本草》载：“谨按

徐表《南州记》：生波斯国，是彼处松脂也。状

如神香，赤黑色。味苦、辛，温，无毒。主折伤

马坠，推陈置新，能生好血。凡服皆须研烂，以

热酒调服，近效。堕胎，心腹俱痛，及野鸡漏

痔，产后血气痛，并宜丸散中服尔。”［15］苏颂《图

经本草》载：“没药，生波斯国。今海南诸国及

广州或有之。木之根之株皆如橄榄，叶青而密，

岁久者则有膏液流滴在地下，凝结成块。或大

或小，亦类安息香，采无时。今方多用之治妇人

内伤痛楚，又治血晕及脐腹 刺者：没药一物细

研，温酒调一钱便止。又治历节诸风骨节疼痛，

昼夜不可忍者：没药半两，虎胫骨三两，涂酥，炙

黄色，先捣罗为散，与没药同研令细，温酒调二

钱，日三服，大佳。”［10］349-350《诸蕃志》亦载：“没药

出大食麻啰抹国。其树高大，如中国之松，皮厚

一二寸，采时先掘树下为坎，用斧伐其皮，脂溢

于坎中，旬余方取之。”［7］165据劳费尔《中国伊朗

编》研究，没药之名可能始于宋代，主要产于东

非洲的柏柏拉海岸和阿拉伯的海德拉谟特海

地④。宋时，没药已在我国种植成功，《图经本

草》中列有“广州没药”图一幅。

血竭，阿拉伯语 kɑtir的汉译，以阿拉伯海索

科特拉岛所产者最为优良，又名麒麟竭。《图经

本草》载：“麒麟竭，旧不载所生州土，今出南蕃

诸国及广州。木高数丈，婆娑可爱，叶似樱桃而

有三角。其脂液从木中流出，滴下如胶饴状，久

而坚凝，乃成竭，赤作血色，故亦谓之血竭。”［10］347

《诸蕃志》亦载：“血碣亦出大食国。其树略与没

药同，但叶差大耳，采取亦如之。有莹如镜面

者，乃树老脂自流溢，不犯斧凿，此为上品。其

夹插柴屑者，乃降真香之脂，俗号假血碣。”［7］166

这里的假血碣乃苏门答腊岛、马鲁古群岛等地

的赤藤所产，品质较次。

苏合香，梵语 sturuka 的汉译，主要产于大食

报达、吉慈尼、弼笆罗、麻离拔和大秦等地，这是

中国人最早知道的蕃香之一。中国古代史籍

《后汉书》《梁书》《图经本草》《名医别录》等多有

记载。《诸蕃志》载：“苏合香油，出大食国，气味

大抵类笃耨，以浓而无滓为上，番人多用以涂

身。闽人患大风者亦仿之。可合软香，及入医

用。”［7］169

（三）宋朝方剂学著作对域外药物的临床应用

从这一时期汉文史料的记载来看，大量珍稀

海外药材，沿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输入

宋朝境内。这些域外药物，大多“可入药饵”［8］241，

不仅增加了药物的种类，而且促进了我国古代医

学事业的进步和发展。这一时期宫修和医家撰

写的药物学著作中，收入了许多从阿拉伯地区

输入的药物。在官方药典及通行的若干特效药

中，有不少是以域外药物作为主药。如“苏合香

油”，产自大食国，传入中国后闽人“患大风者亦

仿之，可合软香，及入医用”［7］169，主治麻风病。

“蔷薇水”，大食国花露也，“今多采花浸水，蒸取

其液以代焉。其水多伪杂，以琉璃瓶试之，翻摇

数四，其泡周上下者为真。其花与中国蔷薇不

同”［7］172，具有润燥、香肌之效。

宋朝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政和圣

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医家撰写的方

书著作中，出现了许多外来药物组成的新药方，

如乳香圆、乳香没药丸、乳香应痛圆、玳瑁丸、槟

榔丸、檀香汤、胡椒汤、苏合香圆等。官修《太平

惠民和剂局方》中专门列有“诸香”方，包括芬积

香、衙香、降真香、清远香等，用于预防疾病⑤。

宋朝周边民族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名贵药

物，极大地丰富了药物的种类，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这些通过“朝贡”形式传入的药物，大多

为宋朝周边地区的土产药材和来自海外的药

物，不仅被收入到官私医学著作之中，而且成为

配制解表发散药、清热药、泻下药、祛风湿药、理

气药、温里药、活血化瘀药、安神药、开窍药、补

益药的重要药材来源，广泛应用于临床诸科疾

病的治疗。

注释

①王棣：《宋朝的海外药物交流》，《晋阳学刊》1992 年第

6 期；王棣：《宋代中国与海外药物交流述论》，载邓广

铭、王云海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1992 年年会编

刊）》，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0—63 页；王棣：

《宋代中国与东南亚药物交流缕述》，《暨南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1 期；韩毅：《唐宋时期阿拉伯农

作物和药材品种在中国的传播》，《古今农业》2005 年第

4 期；吴孟华、赵中振、曹晖：《唐宋外来药物的输入与中

宋朝周边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名贵药物及其医学应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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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化》，《中国中药杂志》2016 年第 21 期。②夏德等：《中

国研究》，《亚洲学报》1925 年第 1 期。③④劳费尔著、林

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289—
291 页，第 285—288 页。⑤太平惠民和剂局编：《太平惠

民和剂局方》，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99—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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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ecious Medicinal Materials Imported from Tribute Trade of the Surrounding
Regimes and Their Medical Application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Han Yi

Abstract: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local regimes such as Ganzhou Uighur， Qiuci Uighur， Gaochang Uighur，
Khotan， Shazhou Guiyi Army， Jiaozhi， Zhancheng， Liangzhou Tubo， Qingtang Tubo， Xixia， Dali， Liao， Jin and
Koryo， lived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the Song regime. Through the form of tribute trade， they introduced locally
produced medicinal materials such as frankincense，benzoin， ambergris， storesin，blumea balsamifera，piper longum，

pepper， nutmeg， amomum cardamomum， picrorhiza scrophularii flora pennell， rhinoceros horn etc. into the central
plain area. The introduction of these precious medicinal materials enrich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fter the
verifica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ir properties， flavors，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efficacy by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medical experts of the Song dynasty， these substance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official medical pharmacopoeias，medical
compendiums，and folk medical books. They have become important sources and component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d prescription studies and are widely applied i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Key words: Song dynasty；surrounding ethnic regimes；tributary trade；precious medicinal materials；med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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