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季卜新发习几的法卢文药交夕考释

陈 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一件新发现的怯卢文药方
,

对照梵文
、

于闻文
、

回鹊文的相似处方
,

据其剂

量的变化
,

探究彼此间的关系
。

说明西域医药文化相互交流的特点
。

而处方绝大部分药物

系唐宋本草中的常用药物
,

这表明
,

它也受过中原医学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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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西域出土胡语医典简述
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胡语医典

,

已知的共有七个语种
:

(1) 梵文的 《鲍威尔写

本》¹ ( E匕w e r Manu sc ri Pt ) 的第一
、

二
、

三部分
,

出土地是新疆库车
。

(2) 于阂文的 《医

理精华》( Si d dh ~ )
、

于闻文梵文双语的 《曹婆书》 (I lv a ka 一 p us t ak a )
、

于闻文残药方

咫89 3
.

32 一26 7 等
,

º 出土地是敦煌藏经洞
。

( 3) 吐火罗文 B (龟兹语 ) 的残药方
,

» 出土

地是吐鲁番
、

库车
。

( 4 ) 回鹊文 《杂病医疗百方》及其他残片
,

¼ 出土地是吐鲁番等地
。

( 5) 粟特语医药文献
,

伯希和获取的敦煌写本
。
½ ( 6) 敦煌出土的藏文医书

。
¾ ( 7) 象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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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 粟特语医药残卷
,

编号 P e lliot S 犯d ien 19
。

存二十二行
。

内容尚未全译出
,

其中包括三个有关吐剂
、

下剂
、

媚药的处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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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新发现的祛卢文药方考释

语医学文献
,

¹ 敦煌写本
。

这些都是研究西域医学交流的极好材料
。

2 :

一件新发现的任卢文药方
怯卢文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西北方言

,

公元前 3世纪起源于键陀罗
,

故名
“

键陀罗语
” ,

其后传人大夏和我国塔里木盆地诸国
。

它曾经是丝绸之路上一种重要

的中介语言
,

本世纪以来
,

在新疆一带出土的法卢文资料数 目可观
,

涉及的内容也较广
。

林梅村先生的 《沙海古卷一中国所出怯卢文书 (初集 )》是研究怯卢文的专著
。

º 据此书

看来
,

怯卢文的医学文书极为罕见
。

不过
,

笔者在其中发现一则与医学相关的材料
。

摘抄

如下
:

7 0 2 底犊正面

1 : 大人
、

天神
、

人神崇敬的爱父军侯列施梵那
,

2 :
爱母鸡韦若足下

,

监察阿檀史耶

3 : 再拜稽首
,

谨祝贵体健康
、

万寿无疆
。

欣悉足下健康
,

4 :
托汝之福

,

余亦安好
。

兹致函如下
-

5 : 阿檀史那现在此获子
,

大小均安
,

身体健康
。

6 : 汝等亦不胜欣喜
。

余等不久就给足下汝

7 :
请安

。

该处有何物交波尼迎那

7 02底犊背面

1 : (字迹漫德 )

2 : ⋯⋯
,

达尼
、

胡椒三达尼
、

釜一德拉克麦
、

胡椒二德拉克麦
、 t

~ 一达尼
、

小豆笼一达尼
、

糖四 sad
e ra

。

(林梅村
,

19 8 8
, p

.

314 )

为了使读者有更清楚的印象
,

现将英国学者巴罗教授 (T
.

B

~
) 的英译文» 抄录如下

:

7 0 2 :
To th e feet of gu 加ra L‘~

n a ,

et c
.

⋯⋯ th e cu va la yin a an d Ai ~ iyae s en d

t he ir res pe ct s , e te
.

⋯ ⋯ A n d thu s w e r e p o r t
.

At ams iya e h e r e has su rv iv e d t he Pa in s of

ch ild birth in s af e ty and g cx 对 h eal t h
.

A son h as b e en b l n
.

Yo
u

mus
t al l be p le as e d

.

豁 it

w ill not b e lo n g be fo r e w e (眼a in ) s e n d ( ? ) heal th to 扣
u fe et

.

Al so wh at fo
rm t her e in

th e han d of p o n ig ana [⋯ ⋯」1 dhan e , 3 dh an e of pe p p e r (rnan ca )
, 1 dr ak hrna of 9 1飞

e r ,

2 drak h rn a of p e p p e r ( p ip al i)
,

1 dh ane of tV a ca
,

1 dhan e of s m al l时damo rns ( su

sme la )
,

藏文字母记录的象雄语医学文献
。

编号 S
.

T
.

755
。

共一百二十四行
,

首尾完整
。

英国托马斯定此卷

是用藏文字母写的象雄语医学文献
。

19 67 年他的学生汤普森 ( A
.

F
.

T ho m p san ) 在 《泰东》 ( As ia

M aj or ) 杂志上发表用拉丁字母转写的这份写卷
。

林梅村
:
《沙海古卷一中国所出怯卢文书 (初集 )》

,

文物出版社
, 19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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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
ad er a of s u g ar

.

需要我们研究的就是 702 号文书底犊背面
,

其怯卢文的转写如下
:

(A )
: 1.

‘

” “
’

2
.

⋯⋯
,

dh an
e l

~
ica dh ane

3 幼m g a v

era d r
ak htna 1 Pi pall d r ak h m a 2 tV a c a

dhane 1 s u sm ela dh
ane

l 台应ara sa d e r a 4 (林梅村
,

198 8
,

p
.

61 1)

粗粗一看
,

此文书前后均残
,

仅有药物的名称及剂量
,

不能断定它的性质
。
¹ 但是在我们

排列出相关材料之后
,

就会惊讶地发现
,

它竟然是一个药方
。

(B ) :
笔者在研究 《医理精华》 ( 以下简称 51

.

) 和 《鲍威尔写本》(以下简称 Bo
.

) 的

关系时
,

发现二部医典中存在有相似的药方
。º 其中之一即

:

Bo
.

2
.

n 一 13 = 51
.

8
.

12
。

季

羡林先生的 ((新疆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一文
,

» 在论述 《E劝w er M曲~ Pt 》中沙糖

的药用时
,

恰好选取了 Bo
.

2
.

n 一13 这一个药方
。

季先生的译文如下
:

页 7 8 ( 11) ( 12 ) ( 13. ) 三个 :

(n ) 取 T 巨li s a (T ~
s b a CCa ta ) 叶

、

黑胡椒
、

干姜和长胡椒
,

依次增加其分量
,

以一分计
,

再增入肉桂
、

小豆兔各半分
。

(12 ) 置 白糖于其中
,

其量为长胡椒之八倍
,

把这些 东西研成粉末
,

能治咳嗽
、

气喘
、

食欲不振
,

可增加食欲
。

(13 ) 它驱除心脏病
、

病态面色苍白
、

慢性腹泻
、

肺痔
、

暴怒和发烧
。

它能止呕

吐
、

腹泻
、

腹部肿胀
、

肠 胃气胀
。

这个药方叫做
“

达子香叶散
”

(介hsak a Pb w d er )
,

与 51
.

8
.

12 的药物完全相同
,

所治

的病症也大部分一样
。

据霍恩雷的注解中介绍
,

与此相同或相似的药方还见于数部印度医

典
:
《阁罗迎本集》 (心

r ak a 一 sa rnh it司 Vl 8 55 4 ; 《轮授》 ( Ch ak rad att a) X
,

13 197 ; 《孟加

黝 ( v a n g ase n a ) X 244 (v
.

64 一67 ) ; 《八支心要方本集》 ( A st 巨nga
一 H记ay a 一 sa rnh ita )

W
,

534 4 (二
.

58 一 60 ) :
《持弓》 ( S a m g a dh ar a ) 11

,

6‘22 (二
.

114 一 117 ) :
《医师本集》

(H孤
a Sa 庄山it。) 111

,

122 50 等
。
¼

(C) :
梵文 《医理精华》½ 中的一个完整的药方 51

.

8
.

12
,

笔者试译为
:

达子香叶
、

胡椒
、

干姜
、

长胡椒
,

以上 (四味药) 份量依次增加 ; 以及肉桂和小

¹ 姜伯勤先生在 《敦煌吐鲁番与香药之路》一文中
,

征引此文书中胡椒
、

小豆落的材料
,

来说明早期

香药的传播
。

该文见 《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下 )
,

江西人民出版社
, 199 1 年

,

第

837一84 8 页
。

º 参见笔者的学位论文第一章第一节
“

《医理精华》与 《鲍威尔写本》之比较
” 。

» 季羡林
, 199 8a = 季羡林

,

《新疆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
,

《文物》
, 1998 年第 2期

,

第 39 一45 页
。

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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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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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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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P r int e d
,

N ew D elh i
,

19 8 7 , P
.

7 8
, n

.

5
.

½ 《医理精华》除梵文本
、

于闻文本之外
,

还有藏文本
、

阿拉伯文残本等
。

本文所引 《医理精华》材

料以梵文精校本为准
。

精校本即
: R

,

E
.

E h im eri ck
,

Th
。 &凌之六口城ra of R a 饭g “p ta ,

V o lum
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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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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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新发现的祛卢文药方考释

豆兔
,

每种份量为达子香叶的一半 ; 加上份量为长胡椒八倍的糖
,

所制成的药粉 ; 能

止咳
、

治哮喘
、

治厌食
、

治脾脏疼痛
、

退烧
、

治皮肤干燥
、

清退 胃热 ; 这些药粉能健

心
、

治痢疾
、

内部肿瘤
、

痔疮
、

呕吐
。

(51
.

8
.

12)

(D )
:
据恩默瑞克教授 (R

.

E
.

E
rnm

er ick ) 的提示
,

《医理精华》中有几个药方与 《香

婆书》(以下简称 JP) 相同
。

¹ 51
.

8
.

12 = JP9 0 就是其中一例
。 JP 的梵文本与于闻文本有所

差异
。

于闻文 JP9 0
,

采用季羡林先生的译文
,

º如下
:

药方 9 0

(于阂原文 m 巨g a di
,

长胡椒 )
、

达子香叶
、

黑胡椒每味 Z m 巨c 巨ng a, 姜 3

m 巨泛n g a ,

单拨 4 rr 通改由g a ,

肉桂
、 s
砍sm el a

每味 l m 巨c
如g a ,

糖 5 S er a ; 这二种散治疗

咳嗽
,

呼吸疾病
,

它净化食物
、

净化脾脏
、

退烧
、

治疗痔症
、

消化迟缓 ; 这种好吃的

散治疗 at i
瓤

,

治疗旧 ar sas
、 ,

呕吐
。

(季羡林
,

199 8 b
, p

.

6)

(E ) :
梵文 JP9 0

,

笔者试译如下
: »

115、 达子香叶 ( tt
赤

a )
、

胡椒 (m ar a ca )
、

干姜
,

(“n nvT )
、

长胡椒 ( k r is
丽 )

,

以上药物的份量 (b h飞au tt a) 逐渐增加 (妞dh y at t扩 ) ;

肉桂 (tv眼 ) 和小 豆笼 (11巨s ) 是其 (t a ? ) 份量的一半 (ad h巨sak im )
,

[并加入 ]

长胡椒 (kh sn 巨) 八倍 (as t i一 g o n 巨) 的糖 ( sa t t a )
,

5 } [这种散 } 能治 疗 (而tt a ) 咳 嗽 ( k由巨)
、

哮喘 ( 5 vas
a )

、

食欲 不振

(拍司
、

脾脏疼痛 (p lih a)
、

发烧
、

治皮肤干燥 ( sau sa )
、

清退 胃热 ( ag ta 一 m 巨d ya ) ;

这种散 (比rn 枷) 能健心 (h r id ya )
、

去除 ( n 巨台a n 且) 痢疾 ( at ti 渡打巨)
、

内部肿瘤

( (g 云> lrr 逗)
、

痔疮 ( ar 旅)
、

呕吐 ( e hvar d a )
。

( K T I
, p

.

19 2 )

JP
“

是一个梵文和于闻文的双语本
,

但二者并不完全对应
, ‘

时有缺漏
,

而且梵文拙劣

粗糙
,

几乎让人猜不出是什么含义
。 ”

(季羡林
,

19 9 8b
, p

.

6) 幸亏 JP9 0 这一个药方与

51
.

8
.

12 相同
,

可以将此句中
“

拙劣的梵文
”

复原出来
。

先依以上引文 A B CD E (怯卢文一B心一梵文 si 一于闻文 JP一梵文 JP) 的次序
,

将几

种药物图示如下 (纵行为药物
,

横行为语种 ) :

¹ R
.

E
.

E rnm eri ck
, “ Cb n t r ib u tio n s to t he s t u d y of th e Jl, ak a 一

,

19 7 9
.

U n iv ers it y

o f Lo n don
,

vol
.

X L ll
, p art Z

n,
-

之Jll亡月叶丈QZI�
.

,
亡月.1曰卜�;TQ

产曰急

-,1,l

季羡林
,

199 8b = 季羡林
,

(新疆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
,

《敦煌吐鲁番研究》

出版社
,

19 98 年
,

第 1一12 页
。

其于 闻文转 写和英译文见 St en K on ow
,

(第三卷 )
,

北京大学

Kh ota ~
,

。
.

n 00 3 of the l力成
a

OJ 伍ce Lib ra ry
,

05 10 工K o

rnm isj on jaco b

A 叼欲乞a 汉

D ybw ad

pp
.

7 8一79
.

» 笔者所依据的梵文转写本是
: H

.

W
.

Bai ley
,

瓜ota n
, 于鱿艺:

vol
.

工
,

Cam bri 龙
e 19 4 5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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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怯怯卢文文 Bo
...

梵文 5 1
...

于闻文 JPPP 梵文 JPPP

达达子香叶叶 缺缺 t巨Iisa 一 p at 托托 t亦saaa tt巨h sp at t注注 tt习is aaa

胡胡椒椒
r n a r 1CSSS n 18 r 1C aaa In e r 1Caaa 们n lr llnJ Sysss n 18 I S Caaa

姜姜姜
S lm g a V e r sss n ag

s r aaa s u n t垃垃 t tn m g ar 注注 S U n V III

长长胡椒椒 PIPal iii PIPPallll k rs 丽丽 pap
a laaa IS n aaa

肉肉桂桂 t V S CSSS tv a ggg tv a ggg 七V a C注注 t v a ggg

小小豆落落 su s r n elaaa el 巨巨 e l巨巨 s u sm ilaaa il巨巨

为了证明它们之间的同一性
,

有必要对这些药名略作解说
:

(1) 达子香叶
:

该词的于阂文形式是 tt 习飞pat t‘。 tt
翻也写作 tt o

lisa
,

等于梵文 t巨hsa ;

而 Pa tt 巨等于梵文Pa tt ra (= pat ra )
,

意为
“

树叶
、

叶子
” 。

《翻译名义大集》5787 条
,

t习is a

m 〔汉〕达子香
。

T a x u s bac ca ta 是它的拉丁文学名
。

合起来意思是 T ax us bac ca ta 的叶子
。

梵文 JP 中的 tt 亦sa 与古典梵语 to
lTsa 相比

,

多了一个字母
“

t’’。
恩默瑞克教授在 《医理精

华》英译本中将该词译为
“

银极的叶子
”

(1

~
of silver fir )

。

(2) 胡椒
:

该词的怯卢文与梵文形式相同
。

于闻文形式是 m ir imj
s
ya

。

季先生文章中

该词的于阂文转写为 而
r a i」sya

(季羡林
,

1998b
,

p
.

8 )
,

值得注意
。

梵文 JP 中的 m ara ca

与古典梵语 m ar ica 在元音上有差别
。

该词的英译文应为 bl a
ck p eP per

,

也译作黑胡椒
。

(3) 姜
:
其怯卢文形式是幼m g av e ra

,

在巴罗教授的另一本书 县47 条中写作了幻gh av
-

e ra
‘

gi
nger

’

(姜 )
,

¹ 与两种梵文形式 (

~
·

、鲜址) 差别较大
,

而与于闻文
t t“mg ‘

较接近
。

季先生的文章中该词的于闻文转写作 tt o rng ara (季羡林
,

19 98b
, p

.

9 )
。

而柯瑙

教授 ( st en K o n o w ) 一书的词汇表中
,

所列的于闻文为 tt u m g ara
。

梵文 JP 中的加nvi 指的

是加n thT
。

sun
t坛

,

《翻译名义大集》57 10 条
,

[汉 ] 干姜
。

51
.

中表示
“

姜 / 干姜
”

共有三

个词
: 加nt 垃

、

vi 加a 、 n 巨g ara
。

(4) 长胡椒
:
该词的怯卢文形式 p iPa li

、

于闻文形式 p ap al a ,

均等于梵文 p iPP止
,

音

译革拨
、

草羡等
。

另据 sN
.

23 一24 条
,

kr sn 。与 Pi pp 止是同义词
。º 梵文 JP 中的 kr i s n 。

与 k势, “是一回事
,

转写的习
‘

质不同而已
。

该词的英译文为 10 n g p eP p er
,

巴罗教授将它和

~ ica 均译为
“

胡椒
”

( p e p p er )
,

小误
。

该植物收于 《本草纲目》卷十四
。

( 5) 肉桂
:
该词的法卢文形式 加a c a 、

于闻文形式 tv毗均等于梵文 tv ac 。 t v ag 是 tv ac

在句子内发生了音变而已
。

巴罗教授指出
,

怯卢文形式 tva c a
即梵文 tv a c

和 tva ca
,

指肉桂

¹ T, B

~
,

The La
l之g 忿姐ng of the 丑功a ro 丹弓hi 兔

u

~
ts 户叮m 以￡~ Tu rk esta

。 ,

Cam br id ge
,

193 7
,

P
.

17
.

º SN 系 Si dd hi ‘肚a 一 N ig han t u
的缩写

,

即 《医理精华词汇》
。

该词汇表收人 《医理精华》精校本中
。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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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桂皮
。

¹ 柯瑙教授将于闻文形式 加a c 巨译为 tv ak
,

而 tv ak 和 tv aca h 均见于 《翻译名义大

集》580 6 条
,

【汉」肉桂
。

( 6) 小豆范
:
该词的怯卢文 su sm el a

与于阂文 su s m ila
形式相似

。

梵文
。1巨意即豆范

。

现存梵本 《金光明经》 (su var
n a p r ab h

沁爪~ )º
“

大辩才天女品
”

(S 虹a s v a ti d丽
一 p ar i

-

v a rt ah ) 中
,

一个香浴的药方内有
s o k s m e l巨一词

,

据义净所译的 《金光明最胜王经》相应

部分的对照
, s
公

s m e l巨译为细豆落
,

对音为
“

苏泣迷罗
”» 。

柯瑙教授将 su sm ila 比定为

s n ks m ila 。

但据季羡林先生的按语
, “

于闻文原文为
s u k sm ila ,

S te n K o n o w 译文作
s o k

sm n a ,

显系梵文
,

但是梵文只有
5 0 k s m il巨

,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梵藏汉和四译对照翻译名

义大集》57 76
,

亦作
s o k srn ils

,

汉译
‘

碗砂 ”
,

(季羡林
, 19 98b

, p P4 一 5 )
。

劝k~ 意为
“

小
,

细微
”

等
, s
砍~

一 el 巨即小豆落
。

又
,

季先生的译文中
,

药方 87 中写作
s
砍sm ila

,

药方 88
、

89
、

90
、

91 中均作 召。k sm el a ,

有所不同
。

上引按语中的
“

于 闻文原文为
s
旅

s m i1a’’
,

此词在贝利教授的转写本中作
s

~ la
。

而柯瑙的书中还有 su ks am ila
、 s o k sm ila

、

su
s m ila

等书写形式
。

此外
,

梵文 JP 中的 ilA 指的就是 el乱

(7) 糖
:
该词的怯卢文形式3a k ara 与于闻文形式相同

,

亦即梵文sar k如
,

指糖或者石

蜜
。 s it 巨意为白糖

。

梵文 JP 中的 sa tt a
应是

s it巨之异体
。

需要指出的是
,

这些药物名称的多种写法体现了印度西北方言的某些特征
,

值得语言

学家作进一步的研究
。

另外要注意的是
,

于闻文 JP9 0 中多出了一味药俪g a di
,

柯瑙教授

比定为 m 巨g a d垃
,

即长胡椒
。

另据 SN 第 23 一24 条
,

长胡椒 (革茨 ) 的同义词都叫做
m 巨g a dh ik 巨

。

因此
,

m 巨g a dbl无疑即 m 叱 a dh ik巨
,

原意
“

摩伽陀国所生的
” 。

《酉阳杂姐》
“

前集
”

卷十八
“

广动植之三
·

木篇
”

中就有
“

草拨出摩伽陀国
”

的记载
。

此处有一个问

题
,

在于闻文 JP90 中 p aP al a
也指的是长胡椒

,

为何一个药方中有两味不同剂量的同一种

药呢? 这里有三个解释
,

其一
:
长胡椒 m 略ad 玩也许是属于上一个药方的

。

但承蒙段晴老

师指教
,
叮逗g a d址 的确是这个药方中的

,

与前文无关
。

其二
: m 陀

a dhi 不是指长胡椒
,

而

是指另一种药物
。

但柯瑙的比定从词源上看无误
。

即使它确实是指别的药物
,

我们现在也

无法弄清其确切所指
。

其三
: m 飞ad 垃可能是衍文

。

对照梵文 JP9 0 以及其它药方
,

最后

一种解释应是合理的
。

从上述的药物名称及排列顺序来看
,

该法卢文药方与 51
.

8
.

12 等几种语言药方的相似

性无需质疑
。

下面再来分析药物的剂量单位
。

¹ T
.

B u

rm w
,

Th
。

肠
,啥撇ng of th o K 六“ro : t从 n 尤 u

~
ts

‘

fro 刀 2

以认* Tu rk 邵ta n ,

P
.

9 6
.

º 5
.

玫g c hi
,

司
. , S u二

r n a Pra b丙自aS 反t ra m ,

Bu ddh is t Sa n skr it T e x ts N o
.

8
,

tu t e of Po s t 一 G r a d u at e St u d ies an d R es ear ch in S in s kr it Le arn in g
,

P
.

56
.

» 见笔者学位论文第一章第二节
“

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 《医理精华》
” 。

C am br i龙
e ,

19 37

T h e M ith ila Ins ti
-

D ar b ha n g a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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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怯卢文药方中的剂量分别为
: 1 达尼 ¹

、

3 达尼
、 1 德拉克麦

、

2 德拉克麦
、

1 达

尼
、

1达尼
、

4sad
e ra 。

此处有三个单位
。º 其一

:
达尼 ( dh ~ )

,

据巴罗教授的解释
,

达

尼表示一个小的重量单位
,

与德拉克麦都是借词
。

达尼可能来 自波斯语 d 巨飞
,

后者的单

位可用公式表述为
: l d 巨n g = 1/4 d ~

。 » 其二
:
德拉克麦

,

据林梅村一书的转写部分
,

即 击应h m a (页 6 11 )
,

其解说部分却作 tr ak hm a (页 156 )
,

初看有些矛盾
,

实际上二者均

无误
。

因为在原写本中
,

d 与 t 混写的现象很普遍
。
¼ 此词来自希腊语 d ra e hma

。
½ 该词还

见于 ((粟特文买卖女奴文书》
,

粟特文作 衍ax
。
¾ 其三

:
斯塔特

, S ad er a ,

该词的粟特文形

式是
s tat e rs

,

大夏语形式为 st a
韭

r 。 “

斯塔特
”

是大夏语中希腊语借词
,

本义为
“

金币
” ,

或用来表示度量衡单位
。¿ 从上述三个单位来看

,

它们都属于希腊度量衡体系
。 À 古代中

亚也采取过希腊度量衡体系
,

据美国梵学家邵瑞棋 (R
.

S a lomo
n ) 近年研究

,

中亚流行的

希腊度量衡是
: 1斯塔特 = 15

.

08 克
,

1 德拉克麦 = 3
.

77 克
。 Á 但没有发现中亚地区有关

斯塔特和德拉克麦互相换算的材料
。

而古希腊标准度量衡是
: 1 斯塔特 二 4 德拉克麦

(d r a c扬爪a )
,

每德拉克麦重 3
.

4n 克0
,

这与中亚的希腊式度量衡差别很大
。

Bo
.

2
.

n 一 13 和 51
.

8
.

12 中剂量没有一一标明
,

但指出了其中的关系
。

Bo
.

2
.

n 一 13
\ 一

’

一
’ - -

一
”

-

一- - -

一
’ ‘

”一一
’ 一 ’ -

一
‘

’

一 一
’

-

一
’ - - -

指出前 四种份量依次增加
,

以一分计
:
肉桂和小 豆范各半分 ; 糖为长胡椒的八倍

。

51
.

8
.

12指出前四种份量依次增加
、

肉桂和小豆范份量均为达子香叶的一半
、

糖为长胡椒

的八倍
。

我们可以排出这个药方的剂量
:
前四种分别为 1、 2

、

3
、

4 分
,

肉桂和小豆落各

半分
,

糖 32 分
。

梵文 JP9 0 与此相同
。

¹ 林梅村
,

前揭书
,

第 314 页的译文中漏写了
“1” 字

。

º 殷晴先生在 《新疆古代度量衡的发展
—

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一文中
,

对此有所

提及
。

该文见 (新疆文物》19 91 年第 4 期
,

第 87 一98 页
。

» T
.

B Urr o w
,

仆
。

La
” g u a

ng of the Kh ~
: 从 D 比“

~
ts 币吧m 以￡~ Tu rk es ta , ,

Q 叻b ri 龙
e ,

193 7
,

p
.

99
.

贝利教授在一篇论文中讨论了 dh面巨 (谷粒 ) 这个词
,

该词在各语言中的几种形式
,

如古波

斯语形式 d石n d k巨、

希腊语 dan 应e ,

新波斯语 d面ah 等
。

参见 H
.

w
.

氏ney
, “ I n da

, An
a ca ” ,

了”d么n

Li 聊诫
cs

,

X X 工
,

19 60 , p
.

21
.

笔者推测它们与达尼这个词可能有些关系
。

¼ T
.

B I Jr r o , 7 , 19 37 , P
.

5
.

½ 林梅村
,

前揭书
,

第 156 页
。

¾ 此文书在荣新江先生主持的
“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

读书班上研读过
。

¿ v
.

5叮 ian id i
,

孙
。

肠及龙
刀 H诫心 of 阮

t
成

,

N ew Y o rk
, ’

19 8 5
, p

.

241
, p

.

25 1
, n OS 3

.

41 an d

4
.

31
.

又见林梅村
,

《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
,

《文物))
, 1997 年第 7 期

。

该文收人

其著 (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
,

文物出版社
, 1998 年

,

第 170 页
。

À 此点承蒙林梅村先生指教
,

特表谢意
。

Á R
.

S al o m a , ‘

,A K har OS t h i l

~
p t ion on a Si lv er G心blet , ”

B ul leti n of th o

As 故 Ins 瓦tu te , n
.

s
.

4
,

19 9 0
,

p
.

152
.

又见林梅村
,

《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
,

《文物》
, 1997 年第 7 期

。

该文收

人其著 《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
,

文物出版社
, 19 98 年

,

第 162 页
。

 谢大任等编
: <拉丁语汉语词典》

,

商务印书馆
, 1988 年

,

第 17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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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新发现的祛卢文药方考释

通过与 Bo
.

2
.

1 1 一 13 和 51
.

8
.

12 对照
,

我们发现怯卢文中的药物剂量关系还有些难解

之处
。

前四种药物剂量虽然逐渐增加
,

但并不符合
“

依次增加磋增
”

的要求
。

肉桂和小

豆落份量虽相等
, ‘

但这二种与达子香 叶的关系却不相符
。

如果根据 Bo
.

2
.

n 一 13 和

51
.

8
.

12 中的剂量关系来推断
,

那么怯卢文中的第一个 1 达尼可能是 2 达尼之误 ; 还有一

个等式
,

4 斯塔特 二 8 x Z 德拉克麦
。

经过换算得出的结论是
: 1 斯塔特 二 4 德拉克麦

,

这

刚好与古希腊标准度量衡 (1 斯塔特 = 4 德拉克麦 ) 完全一致
,
那么

,

1 斯塔特 = 4 德拉克

麦 = 4 x 3
.

41 1 = 13
.

644 克
,

比中亚流行的金币重量 1 斯塔特 = 巧
.

08 克要略轻
。

于闻文 JP9 0 中的药物剂量分别为
:
达子香叶

、

黑胡椒每味 2
呱ha

a ,

葺 3 呱改由g a ,

革拨 4 m 巨吃n
ga

,

肉桂
、

小豆落每味 l m 巨c巨n g a ,

糖 5 s

era
; 可见

,

黑胡椒
、

姜
、

长胡椒份

量逐渐增加
,

肉桂和小豆范份量均为达子香叶的一半
。

据恩默瑞克教授的意见
,

这个方子

有些小误
。

其一
,

糖 5
~ 应为 8

~
,

糖的份量为 8 X 4呱泛
n g a = 32 呱泛棺

a 。

经计算
,

1 s

era
二 4rha 咖ga

。

其二
,

根据份量逐渐增加这一原则
,

达子香叶应为 l m 。改m g a ,

而不是

2 俪改由g a 。

相应地前四种药物应为 1
、

2
、

3
、

4 俪妞
n g a ,

而肉桂和小豆范各为 1忍Iha 泛

ng
a ,

糖为咒 m 巨妞n g a 。
¹ 如果是这样的话

,

那么它们之间的剂量关系刚好符合 Bo
.

2
.

11 -

13和 51
.

8
.

12的要求
。

为了清楚起见
,

现将药物的剂量图示如下 (括号内为推算后的规范重量 ) :

怯怯怯卢文文 Bo
...

梵文 51
...

于闻文 JPPP 梵文 JPPP

达达子香叶叶 1 (2) 达尼尼 1分分 1分分 2 ( 1 ) m 巨改由g aaa 1 分分

胡胡椒椒 3达尼尼 2分分 2分分 Z m 巨龙ng aaa 2分分

姜姜姜 3
.

41 1克克 3分分 3分分 3 m 巨怕 n g aaa 3分分

长长胡椒椒 6
.

8 22 克克 4 分分 4分分 4 m 巨妞ng aaa 4 分分

肉肉桂桂 1 达尼尼 半分分 半分分 1 (0
.

5) m 巨c巨11g aaa
半分

’’

小小豆范范 1 达尼尼 半分分 半分分 1 (0
.

5) m 巨c
血g aaa

半分分

糖糖糖 54
.

57 6 克克 32分分 32分分 5 (8 ) s

eraaa 32分分

从上表中立即看出
,

三个梵文药方的剂量是不定的
,

而怯卢文和于闻文药方的剂量是精确

的
。

这种
“

不定
”

与
“

精确
”

之间的差异
,

也许是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表征
,

因为
“

精确

化
”

就是古希腊文化的特征之一
。

该怯卢文药方受到过希腊文化的影响
。

这些药方中的药物相同
,

但所治病症的数目却有出人
,

现将具体病症列举如下
:

¹ R
.

E
.

公朋
l eri 比 “C冶n t ri bu ti ons to th e

StU dy of tha Jiv a
ka 一 pus tak a l’ , B S O八S ,

V 6 1
.

X L n
,

Part
2

,

19 7 9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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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

2
.

n 一 13 共 14 种
:
治咳嗽

、

气喘
、

食欲不振
、

增加食欲
、

心脏病
、

病态面色苍

白
、

慢性腹泻
、

肺疹
、

暴怒
、

发烧
、

止呕吐
、

腹泻
、

腹部肿胀
、

肠胃气胀
。

51
.

8
.

12 共 12 种
:
能止咳

、

哮喘
、

厌食
、

治脾脏疼痛
、

退烧
、

皮肤干燥
、

清退胃热
、

健心
、

痢疾
、

内部肿瘤
、

痔疮
、

呕吐
。

于闻文 JP9 0 共 10 种
:
治疗咳嗽

、

呼吸疾病
、

净化食物
、

净化脾脏
、

退烧
、

·

疥症
、

消

化迟缓
、

痢疾 (at is肚a
)

、

旧痔疮 (ars as )
、

呕吐
。

梵文 JPg O 共 12 种
:
治疗咳嗽

、

哮喘
、

食欲不振
、

脾脏疼痛
、

发烧
、

皮肤干燥
、

清退

胃热
、

健心
、

痢疾
、

内部肿瘤
、

痔疮
、

呕吐
。

我们可以看出
,

多则达 14 种
,

少则 10 种
。

51
.

8
.

12 和梵文 JP9 0 为 12 种
,

且病名完

全相同
。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异呢 ? 这并不奇怪
,

因为在不同时代
、

地域的行医实践中
,

所治的疾病自然有增有减
。

我们可将上述方中共同的病名归纳出来
,

即
:
咳嗽

、

哮喘
、

食

欲不振
、

发烧
、

呕吐
、

痢疾
、

肺痔
。

通过上述的分析
,

可以看出
,

怯卢文 702 号底犊背面虽然是一个残文书
,

但它实质上

是一个药方
。

它所能治的病名根据上述的归纳可以补充完整
。

整个药方试补为
:

1
. ·

⋯⋯
2

.

[达子香叶」一 (二 ?) 达尼
、

胡椒三达尼
、

茎一德拉克麦
、

【长」胡椒二德拉

克麦
、

肉桂一达尼
、

小豆兔一达尼
、

糖四斯塔特
。

3
.

[这种散能止咳嗽
、

治哮喘
、

食欲不振
、

清热退烧
、

治肺痔
、

治痢疾
、

止呕吐

等
。

]

3
:

一个可能相关的回鸦文药方
本世纪初

,

德国的四次吐鲁番考察队
,

在吐鲁番等地发掘出回鹊医学文献残片十数

件
,

后由土耳其学者热合买提研究
、

刊布
。

¹ 《杂病医疗百方》是其中保存得最完整也最

为珍贵的药方书
。

文书原无标题
,

此名是邓浩
、

杨富学二氏依其内容暂拟的
。

此药方书至

今在我国仍知者寥寥
,

仅只有几篇研究文章
。º

从内容上看
,

《杂病医疗百方》中的绝大部分药方与 《医理精华》没有关系
。

但 《杂

病医疗百方》中的药物词汇有的源 自梵文
、

波斯文等
,

也有直接音译汉语的
,

这说明它有

¹ G
.

R
.

R ac h rn a t i
,

zu
;

服Ik u

nde de
;
认g “ren

.

工 一 111
,

Si t z u n g s be ri ch te d e r Pr ~ ls e hen
A kad e m ie d e r W is s

ens
e h af t e n ,

Ph il一 h is t
.

K lass e ,

压
r lln 1930

,

5
.

45 1 一 47 3 ; 19 32
,

5
.

40 1 一 448
.

º 陈宗振
:
《回鹊文医书摘译》

,

载 《中华医史杂志》
,

第 14 卷 19 87 年第 4 期
,

第 233 - 235 页
。

洪武

嫂
:
《

“

古回鹤医杂病治疗手册
”

的医史价值》
,

载 《中华医史杂志》
,

第 14 卷 1987 年第 4期
,

第

23 6
一38 页

。

邓浩
、

杨富学
:
《吐鲁番本回鹤文

“

杂病医疗百方
”

译释》
,

载 《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

年纪念文集》 (教煌研究院编)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
, 19 % 年

,

第 25 6一372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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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新发现的祛卢文药方考释

着国际性的医学交流的背景
。

《杂病医疗百方》中的
“

使用阿魏的方剂
”

与我们所讨论的怯卢文
“

达子香叶散
”

方

不无相似之处
。

邓浩
、

杨富学的 《吐鲁番本回鹤文
“

杂病医疗百方
”

译释》中的译文如

下
:

使用阿魏的方剂
:
取小豆笼一钱

、

肉桂一钱
、

阿魏三钱
、

辣椒四钱
、

胡椒五钱
、

熟筋六钱配伍
,

另加六倍的糖
,

研末混均
,

每次取两钱
,

用肉汤冲服
, ’

可治愈所有的

b众如d肚病⋯⋯ ir 由九注y病⋯⋯ 〔i] 亡g 位5 1 singi m 注n 注病⋯⋯喉头咽喉疼及气喘⋯⋯不安

和受风引起的疾病
。

(下略 ) (6一15 行)

对照原文
,

~ 瞻自梵语 ~
ica 或

~
,

应译成
“

胡椒
” ,

而不是
“

辣椒
” 。

R tP idi 源 自

梵语 piPp a h巾iP间i> 波斯语 nil nil
,

应译成
“

长胡椒
” ,

而不是
“

胡椒
” 。

这个药方与

51
.

8
.

12 相比
,

尽管所治的病症多有不同
,

但是两者中有 5 味药是相同的
,

即小豆落
、

肉

桂
、

胡椒
、

长胡椒和糖
。 “

糖
”

字的回鹊文写作亏应岔
,

它与怯卢文形式台ak ara
、

于阂文形

式加kara
、

吐火罗文 B 的形式sak har
,

均等于梵文sar k骊
。

51
.

8
.

12 在上文中有详细的讨

论
,

此处从略
。

也许可以认为回鹊文的这个药方是
“

达子香叶散
”

的改进变化方
。

但二者

的确切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

4
:

法卢文药方
’‘

达子香叶散
”

的庵义
法卢文 70 2 号底犊的正面是一封信函

,

¹ 它是监察阿檀史耶写给父亲军侯施梵那
、

母亲

鸿韦若的家信
。

它的背面这个药方与其正面有无关系
,

无考
。

如果有关的话
,

那就可能是

阿檀史耶为了父母的健康而提供了这个药方
,

也可能是他依据此药方向父母索求药材
。

但

一般看来
,

7 02 号底犊的背面与正面无关
,

抄写药方的人只不过是利用了该底腆背面的空

白而已
。

据林梅村 《沙海古卷》一书的
“

导论
”

介绍
,

怯卢文最早见于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

摩崖法救
,

最晚见于新疆都善王 国君主元孟时期的木犊文书
,

废弃于公元 5 世纪中叶都善

王国末代君主真达亡国之际
。

它在我国通行于都善
、

于闻和龟兹等古代王国
,

是丝绸之路

上较重要的一门语言之一
。º

“

达子香叶散
”

方能治 10 来种常见的疾病
,

所使用的药物又是常见的
、

容易被找到的

有效药物
,

这就决定了它是一个疗效好的
、

容易接受和流传的古老药方
。

这个药方现存很

早也很完整的是 BO
‘

2
.

11 一 13 。

《鲍威尔写本》抄于公元 4 世纪
,

其时怯卢文还在丝绸之

路上通行
,

因此可 以说怯卢文残药方与 BO
.

2
.

11 一 13
“

达子香叶散
”

有一个共同的印度源

头
。

与
“

达子香叶散
”

相同或相似的药方还见于数部印度医典
:
《阁罗迩本集》

、

《轮授》
、

怯卢文 702 号底犊的这封信与 703 号信函内容有些关联
。

林梅村
,

前揭书
,

第 1 页
。

¹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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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军》
、

《八支心要方本集》
、

《持弓》
,

《医师本集》等
。
¹ 可见这个药方不仅在印度而且

在西域地区都是非常典型的常用药方
。

51
.

8
.

12 就是这个药方流传过程中的一例
,

因为

《医理精华》性质上是众多医学著作的精华集萃
,

51
.

8
.

12
、

Bo
.

2
.

11 一 13 以及上述医书中

的此药方都是印度医学的传承
。

于闻文 《曹婆书》和于闻文 《医理精华》同出于敦煌
。

梵

文 《医理精华》约写于公元 7 世纪中后期
,

在 9 世纪译成藏文
,

而于闻文本 《医理精华》

约在 10 世纪译 自藏文
,

《医理精华》在 13 世纪还译成 了阿拉伯文 ( R
.

E
.

Etnrn
e ri c k

,

1982 )º
。

梵文 《医理精华》比于闻文 《医理精华》早 200 多年
,

也早于双语抄写的 《曹

婆书》
。

这个
“

达子香叶散
”

药方在西域地区的流传关系
,

可用下图来表示
:

怯卢文残药方

一 I如
.

2
.

1 1 一 13

一某些药典

印度源头
厂梵文 JPg O

、于闻文 JP90 (精确方 )

一 5 1

.

。
.

12

漂
文 Si 一于闻文 51

.

拉伯文 51
.

· · · · ·

一回鹊文
“

使用阿魏的方剂
”

(变化方 )

总之
,

无需讨论谁影响了谁
,

都能证明这个药方在新疆的于闻等地区长期流传过
。

它

至少在梵文
、

于闻文
、

怯卢文三种语言文化圈中流传
,

‘

说明它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药方
。

这就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

此怯卢文残药方的药物和配药比例是印度医

学的内容
,

而度量衡是古希腊的体系
,

可以说这个小小的药方竟然是印度和希腊两大古代

文明融合的产物
。

这就是该药方的文化意义之所在
。

该药方而且是现在中国唯一出土的怯

卢文残药方
,

其珍贵性不言而喻
。

此外
,

此药方中的绝大部分药物都成了唐宋本草中的常

用药物
,

与中医学又有了影响关系
。

如此从多方面看来
,

它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

(本文写作过程中
,

得到了段晴
、

林梅村
、

荣新江三位先生的指点
,

特此致谢 !)

(作者单位
: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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