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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臣将“疗不得眠”方酸枣改为酸枣仁的文献考证

孟庆鸿１，李楠２，王雪茜１，郑丰杰１，曾凤１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２．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摘要：汉唐时期以酸枣治疗不得眠。宋代本草学著作区分了酸枣种子与果实不同的药用部位，以酸枣治疗“消渴”“心腹

寒热，邪积气聚”等；吸收中医睡眠理论的发展成果，以酸枣仁“疗不得眠”。宋臣整理中医古籍时，将《金匮要略》《备急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失眠方中的酸枣修改为酸枣仁，确立了以酸枣仁为代表性药物从心论治不寐的诊

疗观，成为后世临床用药之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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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李科植物酸枣［ＺｉｚｉｐｈｕｓｊｕｊｕｂａＭｉｌｌ．ｖａｒ．ｓｐｉ
ｎｏｓａ（Ｂｕｎｇｅ）ＨｕｅｘＨ．Ｆ．Ｃｈｏｕ］是常用药食同源的中
药药材，其不同部位在当代具有不同应用价值。酸

枣（肉）由于其具有良好的口感，多用于食品加工行

业，如制作酸枣饮料、天然矫味剂等［１］。酸枣仁具

有较高的临床价值，主要用于治疗虚烦不眠，惊悸多

梦等症，代表性方剂《金匮要略》酸枣汤（人民卫生

出版社出版的第３版《方剂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的第 ４版《金匮要略》教材均作“酸枣仁
汤”［２－３］）在临床上应用广泛。在传世本宋校《金匮

要略》邓珍本、吴迁本中，该方均记为“虚劳虚烦，不

得眠，酸枣汤主之”，药物组成为“酸枣仁二升、甘草

一两、知母二两、茯苓二两、芎 二两［４－５］”，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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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两版本并题云“酸枣汤”，而方中使用“酸枣仁”。

与之类似，宋校《外台秘要》引《僧深方》小酸枣汤，

使用“酸枣仁［６］”；日本《医心方》所引《僧深方》及

《备急千金要方》小酸枣汤，并使用“酸枣［７］”。这些

文本差异，对于临床用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

梳理分析相关文献，发现宋以前方书中酸枣汤最初

均使用“酸枣”，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中医古籍时修

改为“酸枣仁”，现考证如下。

１　宋以前关于酸枣、酸枣仁的文献记载

１．１　汉魏本草文献记为酸枣　酸枣最早见于汉代
《尔雅·释木》，作“?，酸枣［８］”。《神农本草经》将之

收录于木部上品，载“酸枣，味酸，平。主心腹寒热，邪

结气聚，四肢酸疼湿痹。久服，安五脏，轻身、延

年［９］。”其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记为：“酸枣……主

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疼湿痹，烦心不得眠，

脐上下痛，血转、久泄，虚汗、烦渴。补中，益肝气，坚

筋大骨，助阴气，令人肥健。久服安五脏，轻身，延

年……东人乃啖之以醒睡，与此治不得眠，正反矣［１０］。”

可知酸枣最初的入药部位是果实，实际应用中对其

功效存在“醒睡”“治不得眠”两种不同的认识。

１．２　唐代本草文献出现酸枣仁　唐代苏敬在修订
增补《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主持编纂《新修本草》

（６５７—６５９年）。该书“酸枣”条目下，苏敬注云：
“此即?枣实也……《本经》唯用实，疗不得眠，不言

用仁。今方用其仁，补中益气［１１］。”首次提出酸枣仁

之名，认为其具有“补中，益肝气，坚筋大骨，助阴

气，令人肥健。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１１］”的功效。

１．３　唐代方书文献大多使用酸枣　考察唐代方书，
发现当时医家多以酸枣入药。如在保持孙思邈著作

原貌［１２］的《新雕孙真人千金方》中，含酸枣方剂共计

９首，其中治疗烦心不得眠３首。
此外，在保持引录文献原貌［１３］的《医心方》中，５

首治疗不得眠方使用酸枣，１首治疗五劳七伤方使
用酸枣仁。值得注意的是，《新雕孙真人千金方》３
首治疗不寐方与《医心方》相应方剂，除药量略有差

异外，药物组成基本相同。日本学者森立之《本草

经考注》据此提出，此三方“不云酸枣仁”“盖真人真

本”［１４］，正与《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相合，进一步证

实唐代方书以酸枣治疗失眠。

２　宋代关于酸枣、酸枣仁的文献记载

２．１　宋代本草学文献关于酸枣、酸枣仁的记载　
《嘉补注本草》（１０６０年）由北宋校正医书局掌禹

锡、林亿、苏颂等人参考诸家本草编校而成。对于酸

枣，该书记云：“陶云醒睡，而《经》云疗不得眠。盖

其子肉味酸，食之使不思睡。核中人服之，疗不得

眠，正如麻黄发汗，根节止汗也［１５］。”在苏颂牵头编

纂的《本草图经》（１０６１年）中，“酸枣条”云：“《本
经》主烦心不得眠。今医家两用之，睡多生使，不得

睡炒熟，生熟便尔顿异。而《胡洽》治振悸不得眠，

有酸枣仁汤：酸枣仁二升……《深师》主虚不得眠，

烦不可宁，有酸枣仁汤：酸枣仁二升……二汤酸枣并

生用，疗不得眠，岂便以煮汤为熟乎［１６］？”森立之指

出：“《胡洽》亦原作酸枣汤，用酸枣实”“《图经》漫

加‘人’字，盖当时无用实者，故致此误已”，认为苏

颂在《本草图经》中将疗不得眠方中的酸枣改为酸

枣仁［１４］。

分析以上资料，可以得出４个结论：第一，宋代
本草学以酸枣仁治疗不寐，并以麻黄与麻黄根为例，

运用类比方法给予了相应的解释。第二，苏颂编著

《本草图经》时，首次将前代治疗不得眠方中的酸枣

改为酸枣仁。第三，苏颂对酸枣仁生熟异治的问题

提出质疑，并举《胡洽》《深师》两首酸枣仁汤，证明

生、熟并不影响其发挥功效。第四，《本草图经》所

引《深师》酸枣仁汤的方名、用药为“酸枣仁”，而煎

服法作“先煮枣减三升”；在讨论部分云“二汤酸枣

并生用”，显示出宋臣统一酸枣仁的做法存在若干

疏漏之处。

２．２　宋校方书关于酸枣、酸枣仁的记载　宋校方书
指北宋校正医书局（１０５７—１０６９年）校定刊行的《伤
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备急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这些通行本方书以其官

方权威性，成为后世中医临床用药之圭臬。详而考

之，除《金匮要略》外，《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外台秘要》均以酸枣类方剂治疗不得眠的情况各

有不同，分述如下。

２．２．１　宋校《备急千金要方》治疗不得眠方均用酸
枣仁　《备急千金要方》是宋臣重点整理的方书，先
后经苏颂、高保衡、林亿等人两次校勘，历时７年有
余，引录他书、他人文献４１种，计８６９条［１７］。现有

研究发现，宋臣运用纠正讹误、填补遗佚、删削重复、

重辑事类、重新编次等方法，对全书内容进行较大的

调整改动［１８］；以宋校本对勘新雕本，异文总计约

７２０处，这些异文大多由宋臣校改原书所致［１９］。

宋校《备急千金要方》含酸枣类药物方剂共计

１８首，其中酸枣仁出现１４次，酸枣出现４次；新雕
本９首含酸枣方剂，均出现于宋校本，见表１。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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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新雕本与宋校本相应方剂对校表（按《本草经集注》功效主治分类）

主治 新雕本 宋校本

消渴 酸枣丸（酸枣） 口含酸枣丸（酸枣）

心腹寒热，邪结气聚 茯神汤（酸枣）、不能食方（酸枣） 两首茯神汤（酸枣）

不得眠

虚烦不得眠方（酸枣）

不得眠方（酸枣）

泻热方（酸枣）

防风煮散方（酸枣）

千里流水汤（酸枣仁）

酸枣汤（酸枣仁）

半夏泻热流水汤（酸枣仁）

防风煮散方（酸枣仁）

其他
刺不出方（酸枣）

治令人错谬失常方（酸枣）

治竹木刺不出方（酸枣核）

治令人错谬失常方（酸枣仁）

　　从表１可以看出，两版本“治消渴”“治心腹寒
热，邪结气聚”两类方剂均使用酸枣，以生津止渴、

祛风散邪为核心功效，与唐代《新修本草》相合。在

“治不得眠”方面，新雕本均用“酸枣”；宋校本则改

作“酸枣仁”，以养心安神为核心功效，与宋代《嘉

补注神农本草》相合。

此外，宋校本另外８首含酸枣类药物方剂，其中
１首口干方、１首治小便血用酸枣，功效为生津止渴；
６首使用酸枣仁，功效为祛风缓急、补益五脏，进一
步表明该版本根据宋代本草文献，将大多数酸枣改

为酸枣仁。

２．２．２　宋校《千金翼方》治疗不得眠方均用酸枣仁
　《千金翼方》是孙思邈晚年为补充《备急千金要
方》不足而续撰的综合性著作。有学者指出，宋臣

整理该书用时不足一年，标出引录文献 １４种，计
１３９条［１７］。相较于宋校《备急千金要方》，宋校《千

金翼方》更多保存了原著旧貌［２０］。

宋校《千金翼方》含酸枣类药物方剂共计７首，
其中５首记为“酸枣仁”，主要用于治疗五劳七伤、
不得眠等。值得注意的是，该版本“酸枣汤”“大酸

枣汤”均以“酸枣仁”疗不得眠，显示出宋臣未改动

方名中的酸枣，而将药物组成改为酸枣仁，与上述

《本草图经》《备急千金要方》的校改方式一致。

２．２．３　宋校《外台秘要方》治疗不得眠方多用酸枣
仁　《外台秘要方》为大型类编式方书，所题各家均
标明出处［２１］。考察宋校《外台秘要方》１５首含酸枣
类药物方剂，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９首治疗不
得眠方，有７首为酸枣仁，显示出该版本以之治疗不
寐的明显趋势。其二，宋校《外台秘要方》以酸枣命名

的治疗不寐方计有５首，其中《延年》３首酸枣饮、《深
师》２首酸枣汤。详考其方剂组成，４首为酸枣仁，１
首为酸枣。森立之指出：《延年》方中的“人”字皆王

焘所加，“而其偶无‘人’字者，殆即延年真面”；认为

《深师》酸枣汤作酸枣仁汤，实则当用酸枣实［１２］。

２．３　宋代医学确立了以酸枣仁治疗不寐的诊疗思
想　在宋代三大官修方书中，《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全书皆作“酸枣仁”。《圣济总录》含酸枣类药物方

共计１５３首，其中１５０首记为“酸枣仁”，治疗不寐
处方皆作酸枣仁。《太平圣惠方》含酸枣类药物方

共计１４８首，其中１４６首记为“酸枣仁”，治疗不寐
方亦均作“酸枣仁”。

宋代医家受官修方书的影响，均以酸枣仁治疗

不眠。如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大补心丹、酸

枣仁汤、十四友丸等［２２］；再如严用和《严氏济生方》

酸枣仁丸、益荣汤、茸朱丹等［２３］；又如许叔微《普济

本事方》运用真朱圆与独活汤治疗“神气不宁……

通夕无寐”的患者［２４］。

３　宋臣将“疗不得眠方”酸枣改为酸枣仁原
因分析

　　从上文可以看出，唐及唐以前方书以酸枣治疗
不寐，而宋代方书改为酸枣仁。笔者认为，这一学术

思想的变化，可能与以下３个因素有关。
３．１　与唐代医学失眠理论的发展有关　关于不寐
的诊疗最早可追溯先秦两汉时期。《黄帝内经》强

调营卫的重要性，以气血阴阳运行失常解释不寐的

病机，其“阳不入阴”观点被后世视为治疗不寐的重

要法则。至隋唐时期，随着脏腑理论的日趋成熟，脏

腑辨证成为诊疗的主要方法。《诸病源候论》将不

寐病因归为“邪气客于脏腑”“脏腑尚虚”。又如，

《备急千金要方》云：“五脏者，魂魄宅舍，精神之依

托也……其脏不足则魂魄不安。魂属于肝，魄属于

肺［２３］。”认为五脏、魂魄与睡眠之间具有直接关系。

此外，该书卷十三《心脏·心虚实第二》中针对“心

实热”所致不寐，运用竹沥汤、茯神煮散等方进行治

疗。再如，《外台秘要》引《诸病源候论》云：“若心烦

而不得睡者，心热也；若但虚烦而不得卧者，胆冷

也［４］。”并选用《集验》温胆汤与《古今录验》大竹叶

汤，分别治疗胆冷、心热两种病机引起的失眠。《外

台秘要》还引录《延年》酸枣饮，认为其病机为“心虚

不得睡［４］”。可见在唐代，医家结合脏腑辨证开始

以相应处方治疗不得眠。

３．２　与宋代本草学对酸枣类药物功效认识的变化
有关　宋以前的本草学著作一般以药物性味、产地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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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治功效为主要内容，偏于经验集成。自宋代开

始，本草学趋于向理论性本草转变。就酸枣类药物

而言，《嘉补注本草》提出酸枣仁治疗不眠；《本草

图经》结合方剂主治，进一步对“疗不得眠”功效产

生原因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并引用“麻黄发汗，根

节止汗也”类比酸枣、酸枣仁功效的差异，认为不同

药用部位具有不同功效。由此可以看出，宋臣运用

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将酸枣之“仁”与“心藏神”藏

象理论相关联，初步构建了以酸枣仁为代表性药物

从心论治不寐的诊疗观。

３．３　与宋臣整理中医古籍的理念有关　宋臣在
《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云：“凡诸方用药，多出《神

农本经》……又近世用药，相承其谬，若不辨正，为

损滋多［２５］。”认为自汉至宋药物名称、种类、入药部

位等发生诸多变化，古代医籍所载药物与当代多有

不合；另一方面，历代医家沿袭误用的现象屡见不

鲜，如“求真朱者，罕知朱砂之为末，多以水银朱充

用”等。因此，他们整理中医古籍时，根据宋代本草

学的发展对所校各书文献进行了修改，如将《备急

千金要方》中的栝楼类药物区分为栝楼根、栝楼

实［２６］；将《伤寒论》中的桂类药物统改为桂枝等。这

些现象从另一方面证明，宋臣将“疗不得眠方”中的

酸枣修改为酸枣仁，与其校书理念及校书方法相合

一致。

从校书人员来看，苏颂参与编写《嘉补注神

农本草》［１５］，牵头编纂《本草图经》［１６］，主持整理

《备急千金要方》［２７］。从上述考证中发现，这三部重

要医书以酸枣仁治疗失眠的转变，是由苏颂主导完

成的。《宋史·苏颂传》称其“经史、九流、百家之

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

通”，特别是他发明创制的“水运仪象台”，被认为：

“时至刻临则司辰出告星辰躔度……皆可推见，前

此未有［２８］。”由此也可以看出，苏颂并非医家，缺乏

系统医学理论知识及临床经验。因而，在相当程度

上可以说，以酸枣仁从心治疗不得眠的诊疗观，是以

苏颂为代表的宋臣，根据当时医学的发展运用取象

比类思维模式构建而成。

综上可以看出，由于以苏颂代表的宋臣对文本

进行了不加说明的直接改动，导致宋校医书“疗不

得眠方”均使用酸枣仁，同时也导致宋以后酸枣极

少研究与使用。笔者以“酸枣”（不含“酸枣仁”）为

主题词，对中国知网中文数据库近５０年文献进行检
索，发现中药学学科相关学术论文占比 ４．３９％
（１１２／２５５２）。其中运用酸枣肉进行药理学实验的
７篇文章，有２篇文章提出酸枣果肉具有显著的镇
静催眠作用［２９－３０］。此外，中医学学科相关学术论文

占比１．７２％（４４／２５５２），未见应用酸枣肉治疗不寐
的报道。

４　结语

本文通过历代文献的梳理分析发现，宋臣吸收

中医睡眠理论及宋代本草学的成果，将所校《金匮

要略》《备急千金要方》等书中治疗不得眠方的“酸

枣”统改为酸枣仁，确立了临床用药之圭臬，对后世

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由于目前酸枣仁价格远高于酸枣，酸枣的利用

率远低于酸枣仁，因此我们认为：应当以现代科学技

术手段进一步验证古代方剂用药的有效性，亟须对

酸枣进行单体及组分的药理学实验，结合临床研究，

重新确认其药用功效，应当成为中药学与中医学共

同解决的重要课题。一方面，减少国家中药资源的

浪费；一方面，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同时亦可为当

代临床及古代经典名方的开发利用提供指导与帮

助。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校书活

动的研究，深入了解宋臣整理医书的理念、原则、具

体方法及校改内容，充分认识宋校方书文献的复杂

性与不确定性，切忌盲信盲从。特别是对重要方剂

的研究应用，应广泛掌握文献资料，扎实做好基础性

考证，正本清源、辨章学术，提供更为可靠的文献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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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曾凤．《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刊刻年代考［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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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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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Ｓ．ＢｅｎＣａｏｔｕＪｉｎｇ［Ｍ］．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３５２－３５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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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ＬＹ，ＺＥＮＧＦ．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ｂｏｏｋｓｂｙｔｈｅＯｆ
ｆｉｃｅｏｆＲｅｖｉｓ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Ｂｏｏｋ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Ｊ］．Ｊ
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ＴｒａｄｉｔＣｈｉｎＭｅｄ，２０１５，３８（５）：３０６－３０９．

［１９］林楠，王立子．《千金要方》异文对校与研究［Ｊ］．中华医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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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黄幼民，黄龙祥．宋代校正医书局改编《千金要方》的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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