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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許多人都看過農民曆這樣的小書冊，裡面記著每日的

吉凶忌宜，是流傳許久，也很普及的生活指南。一般農民

曆背面多半畫著一些食物的圖樣，1告訴大家哪些東西合食

會導致身體不適或死亡，要服用什麼才能化解毒性。過去

人們留下的飲食經驗，至今仍不時出現在與健康相關的節

目、新聞、網頁或書籍裡，此類問題常可看到中西醫以現

代醫學觀念為大眾解惑。  

    「飲食禁忌」在世界各文化圈都是普遍的現象，如佛

教部分信徒不食肉類和蔥蒜，印度教有牛隻屠宰與牛肉禁

忌，回教徒不可食用豬肉以及未經宗教規範程序處理的肉

                                                 
1
  圖 1 -1和圖 1 -2為華淋出版社與大正書局所發行的 20 12年農民曆背

面，兩者共有三十三種相同的飲食禁忌圖樣。華淋版有紅柿與燒

酒、花生仁與黃瓜、蔥與蜜、蛤與柑、鴨卵仁與柱薯、鴨肉與柱薯、

紅豆與羊肝、狗腎與雞肉、烟塵與河豚、竹筍與飴、鴨卵與李、犬

肉與蒜頭、竹筍與羊肉等十三種為大正書局版所無，而大正書局版

則有鱔魚煮金瓜粥、蛤與田螺、蟹與柿、雞卵與李、雞肉與李、蟹

與茄、竹筍與羊肝、石榴與蕃薯等八種為華淋版所無。另外，關於

農民曆飲食禁忌圖樣的來源，陳元朋曾經與農民曆相關發行方進行

訪談，但僅知流傳已久，圖樣的來源仍無法得知。其後進行文獻比

對，認為是由《本草綱目》所載之文字轉化而成。陳元朋，〈舉箸

常如服藥──本草史與飲食史視野下的「藥食如一」變遷史〉， (國

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 00 5)，頁 2 62 -2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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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猶太教徒不能吃駱駝、豬、馬、兔、多種飛禽和無鱗

水產類等， 2巫術方面的飲食禁忌也不在少數。 3另外，部

分民族對孕婦和分娩後的女性有若干飲食禁忌。 4整體來

說，這些飲食禁忌的內容，多數是偏向信仰考量的因素，

而這類型禁忌亦可見於中國，如佛教的素食文化歷時久

遠，影響遍及各階層民眾。不過這些觀念與農民曆內容所

呈現的飲食禁忌，屬於不同層面的思考。農民曆的禁忌性

質，更接近醫學保健的方向，描述著避免因為錯誤飲食而

導致疾病的觀念。例如李和雀肉合食會產生毒性，需服用

雞屎白解之；田螺和豬肉共食會造成眉毛脫落的後果，要

以綠豆化解；金瓜和蝦則會導致痢疾，黑豆、甘草可用於

救治；牛乳和酸醋物一起進入人體會讓腹中癥結，使用地

漿水可舒緩。5上述幾例可以看出這些禁忌最終考量都是避

                                                 
2
  關於宗教飲食禁忌的起源，目前解釋相當多元，十九世紀的神學者

將旋毛蟲病的發現與豬肉禁忌結合，從衛生觀點作解釋。 Marvin 

Har r i s則是分析禁忌產生地的生活環境、物產等因素，從環境影響

飲食的觀點解釋這些禁忌。Marvin  Har r i s著，葉舒憲、戶曉輝譯，

《什麼都能吃！令人驚異的飲食文化》 (台北：書林出版， 20 10 )，

頁 7 5 -97。  
3
  部分非洲民族相信，飲食時靈魂會從口中離開，因此吃飯時總是將

門戶緊閉。有些則是避免遭人撞見吃東西的樣子，吃剩的食物或殘

渣也要妥善收藏掩埋，以免遭仇敵下咒。這些描述多屬於飲食方式

的禁忌。食物的禁忌方面，身分尊貴的國王或祭司，能吃的食物項

目往往有極多限制，以免喪失術力。 J a mes  George  Frazer著，汪培

基譯，《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 (台北：久大、桂冠聯合出版，

199 1)， 3 04 -3 09、 3 55。  
4
  這些產婦飲食禁忌的原因，一些西方人類學者歸因於無道理可言的

宗教信仰或文化，但 Marvin  Har r i s認為這些出現在貧困地區的婦女

食 禁 ， 可 能 代 表 了 女 性 在 資 源 匱 乏 環 境 下 的 利 益 犧 牲 。 Marvin  

Har r i s著，葉舒憲、戶曉輝譯，《什麼都能吃！令人驚異的飲食文

化》，頁 2 53 -2 59。  
5   這五項禁忌內容出自圖 1 -2〈大正書局版農民曆食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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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這類從身體健康出發的飲食禁忌，有其文化意義上的

獨特處。  

    實際上，目前留存的飲食禁忌條文，數量相當多，性

質也各有不同，農民曆上的內容僅是其中的部份罷了。這

些強調以避食手段達到維持健康的論述，如同中國其他文

化現象，在不同的時期裡，吸收該時代的特性，轉換出不

同的型態，經過長時間的演變，呈現今日所見之面貌。但

過去卻很少從歷史的角度檢視此一課題，頂多是將其夾雜

在其他文化現象中做說明，忽略其特殊價值。因此本文希

望能將飲食禁忌作為核心進行分析，探究其在中國社會文

化中的意義。  

    六朝隋唐時期，也就是今日學界稱之為中古時期，社

會文化出現許多轉變。如果從飲食禁忌的角度觀察，似乎

也是如此。中古時期留存的文獻中，出現許多飲食禁忌相

關內容，這些以維持人體正常運作為出發點的文字，主要

存於醫書。中古時期的醫學發展，有著許多與前代不同的

情況。范家偉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醫學發展獲得豐沛的

成就，著名醫家輩出，醫籍數量倍增。到了隋唐之時，政

治上趨於統一政權，醫學也經歷了相當程度的彙整。 6也就

是說，這類以護養身體為出發點的飲食禁忌，其發展與醫

學的轉折應有某種程度上的連結。綜合以上幾點，本文將

飲食禁忌課題的研究，鎖定在中古時期，並且以醫書為觀

察核心。雖說中古時期的醫學發展，與佛、道等宗教密切

相關， 7但為了避免與宗教類飲食禁忌混淆，因此加上以醫

                                                 
6   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200 4)，頁 2 9 -57。  
7
  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 986 )，頁 6 4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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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為中心的限制。  

 

圖 1 - 1、 華 淋 版 農 民 曆 食禁 圖        圖 1 - 2、 大正 書 局 版 農 民 曆 食 禁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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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回顧  

 

    飲食禁忌是一個「禁食」或「忌食」的概念與行為，

但此一觀念的誕生，卻結合了錯綜複雜的文化涵義與社會

現象，包括人們對食物性質的理解，食物對身體運作的影

響，以及疾病產生的原因等等，涉及飲食與醫療文化史的

課題。以下便從飲食文化、醫療文化這兩部份探討過去對

中古時期飲食禁忌的研究成果。  

 

一、飲食文化史研究  

 

    中國飲食史的研究，日本學者在二十世紀中後期已經

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如青木正兒、 8篠田統、 9中山時子 1 0

                                                 
8
  青木正兒的《中華名物考》收集了他自 194 3到 1 95 8年發表的作品，

內容為多項中國名物的考證，或是在日本被認為具有中華風的事

物。其中與飲食相關的部份佔極大篇幅，如柘漿、豆腐等食品的原

由，另外還有酒杯、匙等食器以及其使用的歷史淵源之類的飲食課

題研究。青木正兒著，范建明譯，《中華名物考 (外一種 )》 (北京：

中華書局， 20 05)。  
9
  篠田統自 19 51到 1 97 0年的中國飲食史著作，於 1 978年集結成冊發

表，後由中國商業出版社在 1 987年發行中文版本，名為《中國食物

史研究》。篠田統著，高桂林、薛來運、孫音譯，《中國食物史研究》

(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 1 987 )。  
1 0

 中山時子監修《中國食文化事典》一書，內容收錄眾多日本學者如

石毛直道、宮澤正順等人的中國飲食研究作品，在 1 98 3年於日本出

版，其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 19 92年發行中文版本，定名為《中

國飲食文化》，收入作品從宗教、思想、文字語言學等角度探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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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都有重要著作，部分作品對飲食禁忌的課題有若干討

論。篠田統的〈中世食經考〉，分析中古時期具食經性質的

著作，他認為中古時期的食經可以概括分為烹飪類，以及

食療類兩種。食療類的食經內容在之後的時代逐漸與本草

學類書籍結合，並保存在如《醫心方》之類的醫籍中。 1 1篠

田統在文中並未強調飲食禁忌的部份，不過從其列舉的史

料內容來觀察，許多都是不可多食某物之類的飲食禁忌。

由此來看，篠田統仍將飲食禁忌視為食療之流，沒有刻意

劃分兩者。宮澤正順則是明確以飲食禁忌作為論述對象，

他強調季節和飲食的搭配受到五行思想之影響，與之相反

的飲食便成為禁忌。除此之外，亦有因日、月、年等依時

間而產生的飲食禁忌。 1 2  

    1980年代開始，許多飲食史的中文著作逐漸問世，試

                                                                                                                            
國飲食。中山時子主編，徐建新譯，《中國飲食文化》 (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 1 99 2)。  
1 1

 關於中古食經的研究，另有逯耀東和繆啟愉的著作，兩人皆著重於

烹飪類食經的討論，特別是《齊民要術》中所引用的部份。對於食

療類食經則無涉略。篠田統著，〈中世食經考〉，收入氏著，高桂林、

薛來運、孫音譯，《中國食物史研究》，頁 99 -11 7；逯耀東，〈北魏

《崔氏食經》的歷史與文化意義〉，收入《第一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 1 993 )，頁 13 -3 8；繆

啟愉，〈《食經》《食次的作者和時代問題》〉，《古今農業》， 1 99 6年

第 3期，頁 3 3 -40。  
1 2

 宮澤正順的〈中國飲食的禁忌 ─以道教為中心〉一文，副標題雖強

調以道教為中心，不過文中除了運用道教典籍如《修真十書》、《攝

養枕中方》等之外，內容多集中在討論飲食禁忌本身，對道教與飲

食或食禁的關係沒有特別著墨，因此本文仍將其歸類於飲食文化史

的部份。宮澤氏另有一文將食療、養生與食禁三者混同討論，強調

諸子、佛道與醫家對飲食利弊的理論。宮澤正順，〈中國飲食的禁

忌 ─以道教為中心〉，收入中山時子主編，徐建新譯，《中國飲食文

化》，頁 8 3 -8 5；宮澤正順，〈 “醫食同源 “與 “藥食如一 ”〉，收入同書，

頁 7 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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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對中國飲食的食品種類、烹飪技術發展、飲食文化特徵、

各時代特色等作全面的討論。這些論述部份以主食、副食、

飲品的劃分方式，分析中國古代的飲食生活， 1 3另一些則

是以飲食趣聞或各類細部主題，構成其研究方式。 1 4例如，

王利華對中古時期華北的飲食情況，從糧食結構的轉換，

到畜牧與肉食的發展，以及士人飲食生活的風尚，進行詳

盡闡述。 1 5趙睿才從詩句對唐代胡風飲食、茶酒文化與士

人宴飲等現象深入討論。 1 6許倬雲認為中古時期飲食生活

的變化，包括小麥粉食的普及，粒食逐漸被捨棄；南方炒

鍋運用更為常見，並以此為基礎，結合節省燃料的想法，

構成炒的烹飪技術。 1 7  

    在關於飲食文化的專著中，亦不乏對飲食禁忌的論

述。林乃燊對中國飲食文化中飲食衛生、食療與飲食禁忌

問題的說明，強調中國於夏商周三代已經掌握這些觀念。1 8

                                                 
1 3

 除本文之後討論的著作外，另有趙榮光，《中國古代庶民飲食生活》

(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 19 98 )；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會生活

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 99 8)；王賽時，《唐代飲食》(濟

南：齊魯書社， 2 00 3)。  
1 4

 張廉明，《中國烹飪文化》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19 89 )；王明

德、王子輝，《中國古代飲食》 (台北：博遠出版社， 1 98 9 )；林乃

燊，《中國古代飲食文化》 (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 1 994 )  ；張征

燕、王仁湘，《昨日盛宴：中國古代飲食文化》 (成都：四川人民出

版社， 20 04 )；王仁湘，《往古的滋味：中國飲食的歷史與文化》(濟

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2 00 6)。  
1 5

 王利華，《中古華北飲食文化的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 0)。  
1 6  趙睿才，《唐詩與民俗關係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 0 0 8 )。 
1 7  許倬雲，〈中國中古時期飲食文化的轉變〉，收入王明珂主編，《鼎

鼐文明：古代飲食史》 (台北：財團法人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

200 9)，頁 2 19 -2 40。  
1 8

 林乃燊，《中國飲食文化》 (台北：南天書局， 1 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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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湘的飲食禁忌討論雖然同樣置於飲食保健議題中，不

過較為詳實與完整。他認為飲食禁忌起源早於食療，漢代

以前己經形成專門理論，屬於預防保健觀念。《漢書‧藝文

志》中收錄的《神農黃帝食禁》便是食禁專著，內容多為

搭配的禁忌。 1 9此外，王仁湘強調古代的飲食禁忌具有明

顯的時令特色，其目的仍在於保健與闢邪。 2 0  

    徐海榮等人合力編修的《中國飲食史》，在各時代的

飲食理論分析中，都有關於飲食養生、食療與宜忌的內容。

先秦時期《周禮》、《禮記》、《黃帝內經》等史料顯示，當

時對五味與季節調和的重視，還有對特殊動物或其部位的

飲食禁忌。另外，諸子強調飲食在量與味道上的節制，並

注重飲食衛生。秦漢時期部份醫書如馬王堆出土的《養生

方》、《五十二病方》，以及傳世的《金匱要略》等，對於飲

食禁忌都有豐富的記載。隋唐時期，食療學蓬勃發展，孫

思邈等人在關注食療與養生的同時，也留下不少關於飲食

禁忌的論述，不僅延續過往的飲食原則，還強調注重食物

相剋和忌食生冷等。 2 1  

    除了通史性質的飲食史研究外，部分以中古斷代為主

的飲食研究專著，論及食療議題時，亦對飲食禁忌著墨不

                                                 
1 9

 《神農黃帝食禁》的內容是否為《千金要方》中所引述的飲食禁忌

條目，仍無法斷定。此書的性質有三種推論：一，依照字面意思解

釋為飲食禁忌；二，認為「禁」字為「藥」的誤寫，正確應是《神

農黃帝食藥》，是一部藥學著作；三，陳元朋認為此「禁」之意應

解作禁方，也就是密傳之方，食字則是指食物，整體來看就是收錄

以食為方的書籍。關於此課題，本文之後亦會在正文中論述。陳元

朋，〈舉箸常如服藥——本草史與飲食史視野下的「藥食如一」變

遷史〉，頁 1 56 -17 8。  
2 0

 王仁湘，《飲食與中國文化》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 93 )。  
2 1

 徐海榮主編，《中國飲食史》 (北京：華夏出版社， 19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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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陳偉明認為，唐代就醫學理論而言，並無特出的成就，

豐富的實踐經驗是此時期的特色，就食療而言亦是如此。

唐宋時期對食物和藥食搭配的認知，便是總結長期實踐經

驗的成果。另外，此時期在食療應用方面，也考慮了因時、

因地、因人的情況。 2 2劉樸兵同樣對唐宋飲食中的養生與

食療進行分析。他以孫思邈的《千金要方‧食治》作飲食

原則的討論，例如強調了解食性，食味平衡以避免相剋，

飲食節制，不可飲酒過量，注意飲食衛生等。 2 3大體而言

是延續前賢的說法。  

    部分論述則以飲食療養為主題，這類研究不同於一般

飲食研究，帶有更多的醫療文化性質。黃韶顏對中國不同

時期的食療特點進行分析。飲食禁忌的部份，則著重於食

物屬性搭配的描寫。 2 4鄭金生除了對飲食在養生中的功用

有詳細描寫外，和飲食禁忌相關的討論亦不在少數。他認

為隋唐之前便有許多關於飲食禁忌的書籍出現，其觀念牽

涉到飲食衛生、有毒食物以及人對特殊生物的恐懼；除此

之外，還論及唐人對於疾病與飲食關係的認識，以及孕婦

和患疾者在飲食上的忌口等課題。 2 5蔡孟儒大體上延續前

人的論述，除性質與五味的飲食搭配外，文中對節氣、時

                                                 
2 2

 陳偉明，《唐宋飲食文化發展史》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1 99 5)。  
2 3  劉樸兵另有〈試論唐宋食療學的發展〉一文討論唐宋時期的食療發

展。劉樸兵，〈試論唐宋食療學的發展〉，《農業考古》， 2008年第 4

期，頁 226-232、 257；同氏著，《唐宋飲食文化比較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  
2 4

 黃韶顏，〈中國傳統食療之探討〉，《第三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

會 論 文 集 》 (台 北 ： 財 團 法 人 中 國 飲 食 文 化 基 金 會 ， 1 994 )， 頁

432 -4 74。  
2 5

 鄭金生，《中國古代養生》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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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等與時間相關的食療和飲食禁忌著墨較多。 2 6  

    另外，一些飲食文化專題研究中，亦不乏飲食禁忌的

相關描寫。例如蕭璠對中國古代肉類生食的文化現象進行

分析，他認為過去醫家對膾的解讀有正反兩面，部分醫家

認為其具有補益與療養功效，孫思邈一派則抱持負面看

法，認為一旦食用方法錯誤，會造成諸多疾病，必須注意

食用時間與搭配的食品，以及避免不可生食的魚、肉，除

此之外，孕婦、老人以及身患特定疾病者亦不可食用。 2 7該

文對於過去生肉文化的禁忌討論詳實，並注意到不同類型

的飲食禁忌型態與生食肉品之關係。  

    綜合以上飲食文化相關研究談及的飲食禁忌，可以觀

察到一些現象。首先，論述中大致歸納出飲食禁忌的型態，

例如不可食用之物、飲食衛生與節制、五行與飲食搭配，

以及時間、地點和特定對象的禁忌等。其次，這些討論多

依附在養生與食療之下。當然，飲食禁忌與這兩者有相近

的性質，都從飲食與健康之間的關係出發，這點毫無疑問。

但飲食禁忌的理路方向和兩者並不完全一致，相較於養生

與食療的正面思考，飲食禁忌帶有負面、避免的思考意涵，

因此發展上也會出現與兩者不同的歷史脈絡。在這些著作

中，飲食禁忌的獨立性質顯得較為模糊，而其發展的時代

性特徵時常被混合討論，無法明確顯現出中古時期飲食禁

忌的時代特性。  

 

                                                 
2 6  蔡孟儒，〈節氣‧食治與醫療──唐代食療風氣的傳承與發展〉 (國

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2 00 7)。  
2 7

 蕭璠，〈中國古代的生食肉類餚饌──膾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集刊》， 71； 2(2 00 0)，頁 2 47 -3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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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文化史研究  

 

    關於中國醫學史的研究，學界的成果非常豐碩，通論

性著作從早期的陳邦賢、 2 8范行準， 2 9到近二十年的廖育

群、 3 0馬伯英， 3 1以及廖育群、傅芳、鄭金生合著之作等。

3 2這些著作對於中國醫學發展史，以及醫學、藥學理論等，

皆有精闢的解說。其中部分作品亦涉及飲食療養的論述，

不過整體來說，與飲食文化史著作中所描述的內容相去不

遠，基本上都是將養生、食療和飲食禁忌混合論述。  

    除通論性著作外，目前醫學史的研究成果，大多針對

部分子題深入論述，再匯集成以某一大方向為核心的論

著。例如李建民對於上古醫學和方術，以及出土醫書的考

證； 3 3林富士結合巫術、道教與醫學，對中古時期的醫療

史研究有卓越貢獻； 3 4李貞德對中古婦女和醫療的聯繫作

                                                 
2 8  本文所用為陳邦賢以白話文寫成的第二部《中國醫學史》，初版於

193 7年發行。陳邦賢，《中國醫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 3，

台四版 )。  
2 9

 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  
3 0

 廖育群，《歧黃醫道》 (台北：洪葉文化， 1 993 )。  
3 1

 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 4)。  
3 2

 盧嘉錫總主編，廖育群、傅芳、鄭金生等著，《中國科學技術史 (醫

學卷 )》 (北京：科學出版社， 19 98 )。  
3 3  李建民，《方術  醫學  歷史》(台北：南天書局，20 00)；同氏著，《死

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0 0)；同氏著，《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史》 (台北：三民書局，

200 5)。  
3 4  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台北：聯經出版社，20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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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向探究； 3 5范家偉除了研究中古醫學的發展與傳承，及

其和政治的關係外，近來也討論患疾者的形象與心境等課

題。 3 6這些論述雖多未涉及飲食禁忌的直接論述，但對本

研究提供有力的背景論述。例如，在疾病觀的討論方面，

林富士考據《太平經》中的論述，認為有中邪、神遊、個

人惡行、帝王災業與承受他人禍報等情況，這些內容雜揉

了漢代醫學、災異和神仙養生等思想於其中。 3 7張嘉鳳則

以《諸病源候論》為中心探究此問題，認為魏晉至隋唐的

人，不論一般人或醫者，皆相信鬼祟和其所導致的邪氣是

造成疫疾的原因。另外，食用到疫死動物或接觸到動物的

毒氣，也會產生疾病。 3 8飲食禁忌的產生便是人們相信飲

食會致疾，因此疾病觀的論述有助於本文對此問題的了解。 

    此外，關於環境與疾病的討論，范家偉對此著墨甚

多。中國南方，特別是嶺南等地區，一直被視為疾病的溫

床。孫思邈認為南方除瘴癘毒氣外，異於北方的飲食習俗

也是導致疾病產生的因素。北人因此對前往南方有強烈恐

懼，甚至自撰醫方以求保命。 3 9蕭璠強調，古人認識的南

方是土薄水淺，陰少陽多，再加上多山、多湖泊、靠海等

                                                 
3 5

 李貞德，《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台

北：三民書局， 2 00 8。  
3 6  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同氏著，《大醫精誠 ─唐

代國家、信仰與醫學》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200 7)；同氏著，《中

古時期的醫者與病者》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 10 )。  
3 7  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疾病觀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 6 2； 2  (1 9 93)，頁 2 25 -2 63。  
3 8  張嘉鳳，〈「疾病」與「相染」──以《諸病源候論》為中心試論魏

晉至隋唐之間醫籍的疾病觀〉，《臺大歷史學報》，2 7(200 1)，頁 3 7 -82。 
3 9

 范家偉，〈劉禹錫與《傳信方》─以唐代南方形象、貶官和艷芳為

中心的考察〉，收入李建民主編，《從醫療看中國史》 (台北：聯經

出版社， 20 08 )，頁 111 -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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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正是瘴氣產生的危險地區。事實上，中古時期

南方確實常出現各種地方病，再加上醫藥缺乏等因素，導

致問題更加嚴重。 4 0中古南方的自然環境，以及人們的認

知與心態，與因地而食的飲食禁忌是否密切相關，值得更

進一步論述。  

    除了地域認知的差異外，中古醫學對於不同型態的人

體論述也十分豐富，相關研究亦頗多。婦女方面的論述多

與生產有關。李貞德認為漢唐之時的養胎方，對於飲食調

理十分重視，這部分又分為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積極養護

方面，根據胎兒成長而逐月給予孕婦適合的飲食；在消極

方面，也就是孕婦所需注意的飲食禁忌，歷代醫方上都有

詳細記載。但這些醫方對於孕婦飲食禁忌的討論，時常相

互矛盾，禁忌的原因多與感應觀念有關。婦女生產更是攸

關生死的大事，不論是服用的助產藥物、生產的時間、地

點和姿勢，都關係能否順產。產後也需要遵從各種禁忌，

滿月後才能回復正常。 4 1宋錦秀則是對歷來孕婦的禁忌有

所討論。古典妊娠養胎方面的禁忌十分多樣，其中又特別

偏重於飲食與醫藥方面，從東漢的《金匱要略》，到唐初的

《千金要方》與南宋的《婦人大全良方》，都對孕婦養胎的

飲食禁忌加以記錄，其禁止的範圍似乎有逐步擴大的情

形。 4 2  

                                                 
4 0  蕭璠，〈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

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 3；1(19 93 )，頁 6 7 -1 7 1。 
4 1

 李貞德，〈漢唐之間求子醫方試探──兼論婦科濫殤與性別論述〉，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8； 2 (19 97 )，頁 28 3 -36 7；同氏著，〈漢唐

之間醫書中的生產之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

3(1 99 6)，頁 5 33 -65 4。  
4 2

 宋錦秀，〈古典妊娠醫書中的「安胎」、「養胎」與「辟殺」〉，《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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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幼兒的身體論述方面，張嘉鳳探討中古時期小兒醫

學的發展，從小兒的身體認識，到護養與醫治等課題，都

加以詳細分析。此外，他也注意到當時醫者對小兒實行灸

法時與成人不同的禁忌。 4 3至於老人在醫療方面的課題，

蕭璠與林富士皆有所討論。對老人飲食的部分，都著重於

探討延年益壽或常保年輕的藥方與食物。 4 4  

    以上論著多著眼於醫療文化的探討，對於飲食與醫療

的討論則略少。不過，醫療研究中，也有部分著作對於飲

食療養和食禁進行分析。英國漢學家李約瑟便是以現代西

方營養學的角度檢視中國的食療史。他認為中國在戰國時

期，就掌握食療知識並加以運用，這些食療處方中多富含

治療疾病所 需的 營養素。 4 5李約瑟 著重於以現 在科 學方

法，分析古代中國醫學的成就，但對於食療的歷史演進，

或是與其相關的養生、飲食禁忌等思想，沒有進一步說明。 

    部分著作則從醫學觀點探討飲食禁忌，劉哲峰分析古

代食禁的成因，他認為食禁產生的因素可分為五類，包括

                                                                                                                            
言》， 35； 2 (1 997 )，頁 133 -1 85。  

4 3
 張嘉鳳，〈操行英雄立功差難──晉唐之間小兒醫學的成立與對小

兒醫的態度〉，《新史學》， 1 6； 2  (20 05 )，頁 1 -4 6；同氏著〈變化的

身體──晉唐之間的小兒變蒸理論〉，收入李建民主編，《從醫療看

中國史》，頁 7 7 -1 09。  
4 4

 蕭璠，〈長生思想和與頭髮相關的養生方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集刊》， 69； 4(1 99 8)，頁 6 71 -7 26；林富士，〈傳統中國社

會對於「老年」門檻的界定──以漢唐之間的文獻為主的初步探

討〉，收入《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

199 9），頁 1 7 -43。  
4 5

 此文為李約瑟和魯桂珍合作完成，於 1 9 39年投稿，但因故未能刊

行，後於 1 95 1年刊出。李約瑟、魯桂珍著，潘吉星譯，〈中國人對

食物療法的歷史貢獻〉，收入氏著《李約瑟集》 (天津：天津人民出

版， 1 998 )，頁 52 3 -5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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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萬物不良性質經由飲食轉移至人體的恐懼、生活經驗的

累積、醫學經驗的總結、對特異生物的恐慌、以及情感和

宗教因素等。 4 6陳仁壽討論飲食禁忌在《醫心方》中的重

要性，並涉及時日禁、疾病禁、服藥禁等內容的討論。 4 7朱

姝則是將《食療本草》中的飲食禁忌條目依照主題進行歸

納與分類，例如因食物性質、地域、時間、疾病、用量、

搭配等所產生的禁忌。4 8後兩者皆是對單一文獻進行分析。 

    此外，陳元朋試圖從本草、醫籍和飲食文本，建立一

個中國食療發展的歷史脈絡，當中也涉及飲食禁忌的部

份。從上古房中方劑的食物，到中古初期本草書籍所記載

的食物，食與藥沒有明確的差異性，頂多能見到類似饌肴

的藥方。唐代孫思邈集前代之大成，確立先食後藥的治療

過程，藥食從此有別，食療逐漸成型。這項知識在中古與

之前的時期，多由道徒以及注重護養生命者所遵行。隨著

宋代以後士人習醫普及，逐漸成為士流所奉行並掌握的知

識。飲食禁忌另有自身的發展系統，但與食療又有所交集。

飲食禁忌早期理論來源多方，首先是儒家典籍，其思考模

式近於今日飲食衛生與保健思想，其次是認為飲食中有鬼

神作祟致疾的巫術派，最後則是醫學典籍中所見的飲食禁

忌描述。這三個理路進入魏晉之後，逐漸被道徒、重視養

護生命者、本草書籍撰寫者所吸收，融合成新的知識系統，

並賦予醫學的外衣。唐宋以後，飲食禁忌逐漸朝日用的方

                                                 
4 6

 劉哲峰、梁峻，〈試析古代中醫食忌的成因和內涵〉，《中國中醫基

礎醫學雜誌》， 13； 8(2 007 )，頁 62 5 -62 6。  
4 7

 陳仁壽，〈《醫心方》食養、食療與食禁探略〉，《中醫藥文化》， 2 00 7

年 5期，頁 3 6 -37。  
4 8

 朱姝，〈《食療本草》之食忌分類探析〉，《北京中醫藥》，2 9；7 (2 01 0)，

頁 5 17 -5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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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演進，融入民間生活用書之中，成為食物與健康關係的

主要論述。 4 9不過，食療知識系統在中古時期，奉行者可

能多具道徒身分或相關背景嗎？此點仍有可斟酌之處。畢

竟知識階層亦有機會從文本接觸這些觀念，或是一般大眾

經由口授獲得，未必能將範圍縮限在道徒之流。  

    綜觀以上前人研究，可以了解部分學者已對中古時期

飲食禁忌有所論述，亦提供本文許多思考面向。整體而言，

此課題仍有不少待釐清的部份。就飲食禁忌本身而言，存

在於中古時期的條目數量驚人，須經由細部分類歸納，以

釐清其性質。此外，飲食禁忌文字在不同文本間的傳遞情

況，亦值得關注。在飲食禁忌與中古社會互動的部份，則

包括飲食禁忌的流傳途徑，以及與不同知識體系間的交流

情況。另外，從前人研究中得知中古時期醫學的發展，亦

受到地理環境等外在因素的影響。當時的飲食禁忌條目

中，是否已反映不同群體、地域上的差異性，也是重要課

題。例如針對北方和江南、嶺南地區，生活在不同環境和

物產下的人們，對飲食禁忌認知的差異是否存在等問題。  

                                                 
4 9

 陳元朋對食療與飲食禁忌的主要論述，可參照其博士論文〈舉箸常

如服藥──本草史與飲食史視野下的「藥食如一」變遷史〉，以及

另外三篇專論。陳元朋，〈唐宋食療概念與行為之傳衍─以《千金‧

食治》為核心的觀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9； 4(19 98 )，頁

765 -8 25；同氏著，〈中國食物療養傳統的形成與變遷〉，收入李建

民主編，《從醫療看中國史》，頁 3 73 -4 26；同氏著，〈漢唐間的食禁

與疾病〉，疾病的歷史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 00 0，頁 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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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討論與史料運用  

 

    本文對飲食禁忌這項文化現象的探究，將會從兩個層

面切入。首先是針對整個歷史發展的縱向來看，飲食禁忌

這項知識經歷了長時間的發展演變，才形成今日所看到，

以農民曆背面作為傳遞方式的情況。在不同時期，此一文

化現象受到不同的外在因素影響，呈現的面貌、型態不盡

相同。若將各時代的發展情況作定位，中古時期應該被給

予什麼樣的定位，是本文所希望了解的主題。其次，若是

將飲食禁忌文化放入中古時期，以橫向觀察，與時代社會

之間的互動為何，例如從其傳遞管道，以及對人們飲食生

活的實際影響等層面著手分析。  

    由於飲食禁忌最終所關心的焦點，仍在於避免因為飲

食造成人染疾，甚至死亡的悲劇，可說是從維護健康的角

度思考，與醫學一致，因此本文希望以醫學和飲食禁忌的

連繫作為觀察的核心。但這並不表示忽略醫學以外的討

論，而是以醫學為主體，將其他涉及飲食禁忌相關論述的

文獻也納入分析，以對比的方式了解這些文化現象，在飲

食禁忌方面呈現的異同。  

考量以上幾點，本文扣除第一章〈序論〉和第五章〈結

語〉後，將內容分為三章六節進行分析，以下將各章節討

論內容以及史料運用情況簡要說明：  

    第二章〈飲食禁忌的起源及其類型〉主要分析中古以

前，也就是先秦兩漢時期，飲食禁忌的概況。此章用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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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和中古時期飲食禁忌發展的情況做對照，觀察其差異。

先秦兩漢為中國許多文化現象誕生的時期，飲食禁忌亦

然。此觀念最早起源於哪些領域的知識中，透過當時的文

獻分析歸納，是該章第一節〈飲食禁忌的起源〉的主要內

容。至於和身體康健關係緊密的醫學知識，自然是不可忽

視的領域。第二節〈先秦兩漢時期醫學與飲食禁忌〉，則是

對於當時的醫學典籍中，飲食的相關內容進行討論。食物、

醫療與疾病的關係，在該時代的醫書中如何定義？食物導

致疾病的觀念是否已存在？這些便是該節欲解決的課題。  

    史料運用方面，主要以今日保留的文獻進行分析，如

記錄山川等地理形勢、各地動植物等物產的《山海經》，和

論及古代飲食內容的儒家經典，如《論語》、《周禮》、《禮

記》等。《論衡》、《風俗通義》等描述該時代社會風俗的史

籍，也提供本文分析的線索。醫學典籍方面，則有《黃帝

內經素問》、《黃帝內經靈樞》等。另外，部分散逸史料透

過考古出土呈現在世人眼前，如睡虎地秦簡，以及馬王堆

的醫籍如《五十二病方》、《胎產書》等，為本文的論述提

供重要論述基礎。不過進行先秦兩漢的歷史研究時，仍會

觸及部分難題，例如文獻時代的定位。被視為東漢張仲景

作品的《金匱要略方論》，當中〈禽獸魚蟲禁忌並治第二十

四〉與〈果實菜穀禁忌並治第二十五〉兩篇，保留大量飲

食禁忌條目。 5 0若採信其為張仲景之作，則飲食禁忌條目

和醫書的結合時代便可推至東漢後期。該書被認為是《傷

寒雜病論》中析出的雜病部份，但未見流傳，直到宋代才

                                                 
5 0  該部分具陳元朋統計，共有飲食禁忌條目 18 9條。陳元朋，〈漢唐間

的食禁與疾病〉，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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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其存在。 5 1此處文字是否真為張仲景所寫，難以認定，

部分學者皆對此提出質疑， 5 2本文亦決定不貿然採用該篇

章。  

    第三章〈中古時期醫書的飲食禁忌〉為本文核心，以

中古時期醫書中收集的飲食禁忌篇章進行分析，討論飲食

和疾病的關係。內容包括哪些食材、食用量、食用方式會

導致疾病發生，以及各種食品之間的搭配禁忌。不同食物

也有適合的食用時間，若違反也被視為對人體造成傷害的

行為。以下略舉數例：  

 

養生方云：背汗倚壁，成遁注。又雞肉合獺肉食之，

令人病成遁注。 5 3 

 

此例討論的是雞肉和獺肉一起食用，會導致疾病，屬於食

物之間的配伍禁忌。  

 

黃帝云：八月、九月勿食薑，傷人神，損壽 5 4 

                                                 
5 1  (漢 )張仲景著，劉藹韵譯注，《金匱要略譯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20 10 )，〈前言〉，頁 1 -3。  
5 2  陳元朋認為該書在宋代以前未見記載，《醫心方》亦未採錄，因此

對此書存疑。梁永宣則認為今本《金匱要略方論》卷下的 2 3、 2 4、

25三篇，大半文字可能都是流傳過程中添入，而非張仲景所寫，只

是宋代整理時未多做分辨。陳元朋，〈漢唐間的食禁與疾病〉，頁 8；

梁永宣，〈葛洪《肘后備急方》與張仲景《金匱要略方》對比研究〉，

《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 14； 6 (2 008 )，頁 413 -4 16。  
5 3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1 9 9 1 )，

卷 2 4，〈注病諸候‧遁注候第十七〉，頁 70 5。  
5 4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 (北京：華夏出版社， 20 04 )，卷 26，〈食治‧菜蔬第三〉，

頁 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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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禁忌食物是薑，禁忌原因則是不能在八、九月的時候

食用，會導致精神傷害以及折損性命，屬於食時禁忌。如

此之例甚多，不一一列舉。此章分為兩部份，第一節〈醫

學典籍中的飲食禁忌〉以病理、方書性質的典籍為主。第

二節〈本草中的飲食禁忌〉則是以談論藥物的本草為核心，

由於部份方書例如《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亦設有

談論藥品的章節，因此該部分也放入第二節中分析。  

    在史料運用上，以中古時期的醫學典籍為主。此處最

大的限制在於中古時期的醫書雖多，但今日十不存一二，

所幸仍有唐代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燾的

《外台秘要方》，以及日人丹波康賴所撰之《醫心方》當中

保存了不少中古醫書的文字。在本草方面，中古時期的本

草書多數散逸，其文字保留在後世本草書如宋代《證類本

草》，以及類書如《太平御覽》中，加上少數考古成果，經

輯復後略得觀其概貌。包括南朝梁代陶弘景所編《本草經

集注》、唐代官修《新修本草》，以及唐代孟詵、張鼎所撰

《食療本草》等。  

    第四章〈飲食禁忌與中古社會的連結〉則從飲食禁忌

與中古時期社會兩者間的互動切入，也就是前述的橫向角

度觀察。中古時期的群眾可以藉由接觸醫學，了解飲食禁

忌知識。不過，這樣的情況並非單向的，中古時期的社會

情勢變化，同樣也會對飲食禁忌的內容造成影響。實際情

況為何，是本章所關心的問題。第一節〈飲食禁忌的知識

交流─醫學、博物與食經〉，從第二章所提到的博物書籍和

飲膳經驗著手，分析中古時期這兩個同樣涉及飲食禁忌的

知識類別，與醫學之間的交流情況，以及各自的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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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飲食禁忌知識的傳播與影響〉則論及中古時期人

們接觸飲食禁忌的情況。他們習得飲食禁忌後，又如何在

生活中實踐？這樣的群體在社會上是否有特殊性？是本節

主要探究的議題。  

    史料方面，此章運用的材料包括中古時期的博物書

籍，如晉代張華《博物志》、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與劉

恂《嶺表錄異》，這些著作紀錄了作者的見聞，內容亦十分

龐雜，可說無所不包，《嶺表錄異》則側重劉恂在嶺南地區

生活時所知之事。飲膳經驗部份的史料，集中在中古時期

食經類書籍的分析。食經紀錄飲食相關事宜，可惜的是今

日中古食經皆已不傳。目前研究需依靠正史如《隋書》、兩

《唐書》收集的書目標題，以及《醫心方》等醫學典籍所抄

錄的文字。至於觀察中古時人生活中食禁知識流傳情況，

則仰賴文集、詩集等，此處最大的問題在於史料收集的困

難。中古時期知識階層雖會以詩文描述當時生活情境，包

括飲食的部份，但是涉及飲食禁忌的內容則十分有限，只

能以少數材料作推測，是本文限制所在。  



．22．中國中古時期的飲食禁忌──以醫書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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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飲食禁忌的起源及其類型 

    「飲食禁忌」在中國，並非是中古時期才出現的觀

念，而是通過長時間的流傳與彙整，才形成今日人們所知

的型態。關注的重點是「禁忌」，透過的媒介則是「飲食」。

飲食禁忌最終目的，在於避免因為飲食，對人造成負面影

響。這些影響可能是身體或心靈的損傷，例如引發各類疾

病，如同農民曆上所述觸犯禁忌之後果；也有一些情況是

外在事物的災厄，最嚴重的情況，甚至可能奪去性命。 5 5那

麼飲食如何造成這些影響呢？牽涉範圍非常廣泛，包括對

人體構造的理解、疾病產生的緣由，以及自然現象的解釋

與敬畏等，更重要的是對飲食行為以及食物本身的認知。

這些知識也許有些不符合今日科學的解釋，但仍是將幾個

知識系統交互融合所形成，是古代人們智慧的結果。也就

                                                 
5 5

 例如萬建中提到，鄂倫春族女性禁止食用熊上半身的肉，如果觸犯

禁忌，便會導致被熊抓住的下場。此條禁忌在他的著作分類中，屬

於飲食方面的禁忌，亦是日常生活禁忌的一部份。不過，很明顯這

類禁忌的思考面向，不同於從醫學分析飲食對人體的影響，但飲食

仍是導致災厄的媒介。萬建中，《中國民間禁忌風俗》 (北京：中央

編譯出版社， 201 0)，頁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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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觀念的起源不會是單一方向，其型態有可能與今日

所知相距甚遠。探尋這些知識源頭，便是本文首要的課題。 

    追求人類身體健康，避免病痛的醫學，理論上來說與

飲食禁忌的關係最為密切，實際上今日人們也可以從許多

傳世醫籍中找到其身影。但這樣的聯繫是從一開始就存

在？還是醫學在歷史過程中逐步從各領域吸收飲食禁忌相

關知識？是值得商榷的課題。如果是後者，那麼這樣的現

象是在中古時期以前早已成形？還是要到之後的時代才有

初步的結果？若要探究此課題，本文必須對中古時期以前

的飲食禁忌的類型概況有所了解。這些知識在先秦兩漢之

時，呈現出哪些型態？牽涉哪些知識領域？至於當時醫學

中，是否已可見到飲食禁忌的身影？便是本章所要探究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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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飲食禁忌的起源  

 

    「飲食」看似單純滿足人類最基本的需求與慾望，實

則反應出眾多文化意義。受到不同自然環境、物產、人群、

思想的影響，世界各地的飲食文化皆有其獨特之處，中國

亦不例外。先民透過探索環境，累積相關知識，在這過程

中，人們逐步加深對各種事物的理解，建構屬於自己的飲

食文化。支配人們生活的思想觀念，又將禁忌帶入其中，

並以此作為對自然未知世界的解釋，影響了先民飲食生活

的面貌，構成飲食禁忌觀念的開端。  

    哪些領域的知識，涉及到飲食禁忌這項課題？將「飲

食禁忌」拆解為「飲食」和「禁忌」來思考，便有較清晰

的路徑可循。禁忌，或稱為民俗禁忌，其涉及範圍含括人

們一切日常行為，從出生到死亡，皆離不開其影響。在民

俗禁忌中，飲食亦是其中一項環節。 5 6先秦兩漢的民俗禁

忌中，隱藏了哪些關於飲食的文字，便是本節所探究的課

題之一。至於「飲食」方面，又可析出食物原料與調膳經

驗這兩部份。食物原料除了當時人們日常接觸的基本食材

外，還有許多動植物尚未融入飲食文化中。以《山海經》

為首，記錄大量動植物的博物地理類書籍，便提供了這樣

的知識。書中涉及這些動植物的食用性與否，以及其功效

                                                 
5 6

 萬建中將中國民俗禁忌的種類分為七項，分別是：日常生活禁忌、

語言禁忌、性別禁忌、歲時禁忌、生產禁忌、人生禮儀禁忌、動植

物禁忌。飲食相關禁忌被歸類在日常生活禁忌中。萬建中，《中國

民間禁忌風俗》，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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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人體的傷害等描述。關於調膳、食材選擇的經驗，則

在當時的儒家典籍中可找到線索。淘汰不適合食用的動植

物，以及烹調時需注意的配置原則，都是避免對食用者造

成傷害的飲食經驗。  

    不過，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些內容的型態，未必符

合飲食禁忌「不可食用某物，因為會導致某種後果」的形

式。但由於史料方面描述明確的條目數量稀少，再加上是

探討起源，因此不妨將標準放寬，方能更清楚掌握不同面

向的思考。涉及兩種情況的文獻，亦在本節討論的範圍：

一、飲食環節的禁止行為，包括不可食飲的限制文句，以

及烹調、製作過程中的禁忌；二、食物對身體的負面影響，

也就是論及飲食與疾病的關係，以及該食材被認為對人體

的功效，屬於有害的類別。接著本節將從民俗禁忌、博物

知識和飲膳經驗這三部份，對飲食禁忌的起源，及其相關

內容進行分析。  

 

一、民俗禁忌中的飲食  

 

    恐怕在人類社會成型之時，禁忌便伴隨左右，影響人

類的生活模式。對自然界各種現象的困惑、恐懼，讓人們

對此建構了一套機制，只要遵循某些行為，就可以避免這

些不可預期的傷害。禁忌行為在此情況下誕生，逐漸發展，

形成一個初具規模的系統，不同的民族和群體，一起生活

的人們，各自建構了獨特的系統，這是本文對民俗禁忌的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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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古代社會，這樣的現象早已存在。劉增貴總論

秦漢時期的禁忌，認為當中不僅帶有原始巫術的思維與鬼

神信仰，同時又有規律的五行運行，牽涉層面又可分為人

與天地、人與鬼神以及人際之間三種層面。 5 7睡虎地秦簡

的出土，讓今日得以略窺古代禁忌的面貌。該地出土秦簡，

除了和秦律相關的法律、判決、為官之道等著作外，還有

兩部日書，以甲乙分之。所謂日書，《史記‧日者列傳》〈索

引〉提到：  

 

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

名「日者」故也。 5 8 

 

日者替人占卜時日，趨吉避凶，日書也是相同概念的產物，

描述各種生活瑣事的忌宜。既然是關於時日，其忌宜與否，

自然以「時間」為中心。根據兩部日書的內容來看，其討

論範圍含括各種人類活動，動土、蓋屋、外出、返家、娶

妻、產育、飼養、耕作、見人、入官等，甚至還有遭遇盜

竊時，推測小偷外型、所在地的數術，可說是無所不包。

可惜的是，在兩部日書中，與飲食相關的禁忌文字相當有

限，遠不及其他事物所佔的篇幅。其內容出現在甲種〈星〉

和乙種〈官〉兩篇，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星〉：  

 

卯 (昴 )，邋 (獵 )、賈市，吉。不可食六畜。以生子，

                                                 
5 7

 劉增貴，〈禁忌──秦漢信仰的一個側面〉，《新史學》，18；4(2 00 7)，

頁 1 -7 0。  
5 8

 (漢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 59 )，卷 1 27，〈日者列傳〉，

頁 3 2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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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斲 (鬬 )。  

畢，以邋 (獵 )置罔 (網 )及為門，吉。以死，必二人。

取妻，必二妻。不可食六畜。生子， 。亡者，得。

5 9 

 

以及《日書》乙種〈官〉：  

 

三月：……。卯 (昴 )，邋 (獵 )、賈市，吉。不可食

六畜。以生，喜斲 (鬬 )。  

四月：畢，以邋 (獵 )置罔 (網 )及為門，□□□□取

妻，必二。不可食畜生。……。 6 0 

 

兩部雖然篇名不同，但內容大致相符。該篇中記錄了二十

八星宿，劉樂賢否定了此處二十八星宿代表占星或方位的

看法，認為日者手中這些符號，代表了紀日法。 6 1以此解

釋這些條目，便成為某一日期，打獵、買賣、娶妻、生子

等禁忌，其中乙種還包括了月份在內。這四條的共通點在

於不可食牲畜的肉，但對於原因或是觸犯禁忌的後果，則

全然無涉。  

    雖然日書中飲食相關條目甚為有限，如果將範圍擴大

來看，倒是還有部份可論之處。例如甲種病篇裡提到多種

食物，這些食物似乎指涉某種特殊的觀念，睡虎地秦簡《日

                                                 
5 9

 睡虎地秦墓竹簡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 0)，頁 1 92。  
6 0

 睡虎地秦墓竹簡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237。  
6 1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 (台北市：文津出版社， 1 99 4 )，

頁 113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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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甲種〈病〉：  

 

甲乙有疾，父母為祟，得之於肉，從東方來，裹以

桼（漆）器。戊己病，庚有【閒】，辛酢。若不【酢】，

煩居東方，歲在東方，靑色死。  

丙丁有疾，王父為祟，得之赤肉、雄雞、酉（酒）。

庚辛病，壬有閒，癸酢。若不酢，煩居南方，歲在

南方，赤色死。  

戊己有疾，巫堪行，王母為祟，得之於黃色索魚、

堇酉 (酒 )。壬癸病，甲有閒，乙酢。若不酢，煩居

邦中，歲在西方，黃色死。  

庚辛有疾，外鬼傷 (殤 )死為祟，得之犬肉、鮮卵白

色。甲乙病，丙有閒，丁酢。若不酢，煩居西方，

歲在西方，白色死。  

壬癸有疾，母 (毋 )逢人，外鬼為祟，得之於酉 (酒 )

脯脩節肉。丙丁病，戊有閒，己酢。若不酢，煩居

北方，歲在北方，黑色死。 6 2 

 

此篇以天干日兩兩組合，依照五行的概念，推測人得病的

原因，病勢後續發展狀況，以及最後可能結果。關於肉、

赤肉、雄雞、酒、黃色索魚、堇酒、犬肉、鮮卵白色、酒

脯脩節肉等食物，應該做何解釋，學界意見看法有些不同。

吳小強曾提出祭品之見，認為這些食物用以祭拜為祟的鬼

神，使之平息不再作惡。 6 3劉樂賢反駁此看法，認為病篇

                                                 
6 2

 睡虎地秦墓竹簡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193。  
6 3  吳小強，〈論秦人宗教思維特徵──雲夢秦簡《日書》的宗教學研

究〉，《江漢考古》， 19 92 .01，頁 9 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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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提到以祭祀法來治疾，這些食物代表的是致病之物。6 4

王子今則結合兩人之說，認為這些食物確實是古代常用於

祭祀的食品，或許被視為帶有某些力量，讓鬼神可以藉此

作祟。 6 5無論如何，此處解作「致病之物」，應無太大爭議。

這代表了當時的疾病觀，鬼神可能透過污染食物，對人體

健康造成危害，這些鬼物可能是父母、王父、王母、外鬼，

從血親至非血親皆有可能。李建民以「泛鬼論」一詞形容

當時的庶民社會，頗為貼切，在日書中，關於鬼祟致疾的

例子不勝枚舉。 6 6本文關注的重點仍是飲食，在這些條目

中，並未寫明食物如何造成鬼祟進入身體。綜合以上諸家

所論，本文認為透過食用途徑影響人體，應是合理的推測。

如果以禁忌的角度思考，就是避免食用這些受到鬼祟的食

物，得以讓身體遠離病痛。  

    日書所反映的是一部份當時禁忌的型態，除此之外，

部分漢代的著作也涉及關於禁忌的論述，當中也含括飲食

相關之忌。《風俗通義》散逸的〈釋忌〉篇，涉及多種類型

禁忌的論述，部分條目保留了應劭的解釋。當中有數條與

飲食有關的禁忌之語，以下列略論述：  

 

祝、阿不食生魚。俗說：祝、阿凡有賓婚吉凶大會，

有異饌，飯食自極至蒸魚也。 6 7 

                                                 
6 4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11 8 -119。  
6 5

 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証》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 2)，頁 1 82 -1 84。  
6 6

 李建民，〈先秦兩漢病因觀及其變遷──以新出土文物為中心〉，收

入《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一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 2 007），頁 45 3 -48 0。  
6 7

 (漢 )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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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阿之地大約在今日山東地區，漢代該地的人不食用生

魚，應該是指魚鱠這類菜餚。至於原因為何？本文認為可

做兩種解釋：第一，是該地特殊的禁忌，此說法符合本節

「民俗禁忌中的飲食」的主題；第二種原因則代表在魚鱠普

遍的情形下，祝阿飲食文化的獨特之處，此解釋就與禁忌

的情形不太相符。除此條目外，另有兩段禁忌條目涉及飲

食之事：  

 

俗說：臨日月薄蝕而飲，令人蝕口。謹案：日，太

陽之精，君之象也，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里語：

「不救蝕者，出行遇雨。」恐有安坐飲食，重懼也。

6 8 

 

俗說：雷鳴不得作醬，雷已發聲作醬，令人腹內雷

鳴。謹案：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死，衛人

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怛耳。 6 9 

 

內容正是劉增貴所述的人與天地之間相互感應的禁忌類

型。日月蝕在當時可說是一件大事，連天子都需去樂，試

圖解除災禍。如果在此時不知輕重的宴飲取樂，便會遭到

蝕口的處罰，也就是將天地異象的傷害，透過「飲」的行

為對人體造成影響。另一則作醬的禁忌，天地之象為雷鳴，

在此時製作的醬，會透過食用，將雷鳴的影響帶入身體。

                                                                                                                            
198 1)  ，〈釋忌〉，頁 5 6 3。  

6 8
 (漢 )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釋忌〉，頁 56 3。  

6 9
 (漢 )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釋忌〉，頁 5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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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劭的解釋，是以孔子和子路的舊事做為禁忌原因。對此，

同樣涉及漢代禁忌論述的王充則另有看法，《論衡》卷二十

三〈四諱篇第六十八〉：  

 

夫忌諱非一，必托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後世人

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

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眾多非一，咸勸人為善，

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丑之禍。世諱作豆醬惡

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逾至春也。

7 0 

 

王充此段言論透露出許多重要訊息：首先，當時各地流傳

的禁忌並非完全一致，也就是有地域性的情況，《風俗通義》

的「祝、阿不食生魚」就是其中一個範例，只流傳於某些

地區的特殊習慣。不過當時社會上仍有廣泛認知的禁忌，

王充此處所舉的作醬避雷，應該就是較多人知曉的知識。

其次，禁忌往往將其原因歸之於鬼神，並以死亡作為結果。

這樣做的目的在於讓人們產生敬畏之心，不敢輕易觸犯，

實際上的後果通常不至如此嚴重。王充對作醬避雷禁忌的

解釋是，為了讓大家盡快完成製作醬的家務，不要拖延到

春天。  

王充的說法顯示出這類生活禁忌，在漢代似乎日常可

見，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東漢末陳伯敬的例子，正反映

出這樣的寫照：  

                                                 
7 0

 (漢 )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 (北京：中華書局， 199 0)，頁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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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

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

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

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

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 7 1 

 

陳伯敬一生遵從禁忌生活，結果職業生涯不順遂，至老還

遭牽連被殺，當時許多對禁忌有所質疑的人士，往往以此

當作有利反證。陳伯敬或許是值得書於史冊的極端案例，

時人應鮮少有如此依循禁忌生活之舉。但這也突顯了禁忌

之說風聞於時，凡舉衣食住行皆在其範圍內，不僅止於日

書所述以時日為主之禁忌。部份人士對當時這樣的風氣頗

不以為然，往往語出批判。  

    回到飲食禁忌本身，睡虎地秦簡之禁，雖然關於飲食

者甚少，但此說有可能是先秦以來，僅於楚地流傳的說法。

當時其他地區流行的禁忌中，雖不敢說飲食相關者會佔多

大比例，但較目前可見的條目數量更多，應該是合理的推

論。無論如何，此類型的禁忌代表了先民對自然的敬畏之

心，食衣住行皆不可疏忽行事，這也成為日後飲食禁忌知

識的源頭之一。  

 

 

 

                                                 
7 1

 (劉宋 )范曄撰， (唐 )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 9 6 5 )，

卷 4 6，〈郭躬傳〉，頁 1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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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知識─動植物對人體的負面功效  

 

    古代不像今日這般方便，可以得知千里之外的地區資

訊和動態。除了自己所處之地，其餘幾乎無所接觸。若要

了解更多地方的事物，博物地理類的著作便甚為重要，《山

海經》可說是先秦兩漢之時，最重要的博物地理書籍代表。

書中匯聚地理、歷史、神話、物產、文化等知識，並以地

理作為區劃依據，山經五卷、海經八卷、大荒經四卷，以

及海內經一卷。當中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資訊，是各地的物

產紀錄。《山海經》描述完各地山脈、河流後，接著會介紹

該區域的動植物。有趣的是，這些動植物的描述中，往往

參雜了「效用」在內，如果人們依照某些方式使用它，會

對人帶來特定影響，有的方式是佩帶，但更多的是藉由食

用產生效果。本文統計食用相關條目，其中〈南山經〉 9

條、〈西山經〉19條、〈北山經〉22條、〈東山經〉5條、〈中

山經〉 36條，共計 91條， 7 2都集中在山經的五卷，未見於

其他篇章。這些動植物的效用多數是帶來益處，除了最基

本的不會挨餓之外，還包括治療各種類型的疾病，如癭、

疣、痔衕、白癬、瘧等各項身體之疾，或是狂、夢魘、健

忘等心靈之病，部分物產帶有讓後嗣興旺、避免兵傷等神

異之說，可以說也具有藥物的意義在內。  

    不過在這麼多品項裡，卻有對人帶來傷害之物。《山

海經》卷二〈西山經〉：  

                                                 
7 2

 內容詳見附錄一〈《山海經》具食用功效之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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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塚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

注于沔；嚻水出焉，北流注于湯水。其上多桃枝鉤端，

獸多犀兕熊羆，鳥多白翰赤鷩。有草焉，其葉如蕙，

其本如桔梗，黑華而不實，名曰蓇蓉。食之使人無子。

7 3 

 

另外兩條存於〈北山經〉：  

 

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

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

嬰兒，是食人。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其中

多 之魚。食之殺人。 7 4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饒山。是無草木，

多瑤碧，其獸多橐駞，其鳥多鶹。歷虢之水出焉，而

東流注于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人。 7 5 

 

此三項不同於其他物產，屬於對人有危害之物。蓇蓉這種

植物對人的傷害是絕育，至於食用 之魚與師魚，則是會

讓人死亡，帶有強烈的警示意味。此類在《山海經》所佔

的比例極低，性質又雷同，沒有食用後讓人得到各類疾病

的描述。這突顯出當時人們對於博物地理類知識的認知，

                                                 
7 3

 方韜譯注，《山海經》 (北京：中華書局， 2 011 )，卷 2，〈西山經〉，

頁 3 0。  
7 4

 方韜譯注，《山海經》，卷 3，〈北山經〉，頁 77。  
7 5

 方韜譯注，《山海經》，卷 3，〈北山經〉，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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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了解各事物的功用，負面性質的部份較少著墨。  

    《山海經》對後世帶來不小的影響，部分著作沿襲這

樣的模式進行紀錄，《神異經》便是一例。今日此書的作者

掛名為東方朔，但其真實性令人質疑，畢竟史書未載，後

人託名的可能性極高，王根林從東漢部分著作的引用，認

為是漢代人之作的可能性頗高。 7 6不過魯迅則認為此書成

於晉以後的時代，連張華作注的說法亦偽。 7 7由於本文僅

以此作為《山海經》的補充說明，因此仍列相關內容參照。

該書內容仿造《山海經》，以方位分為九篇荒經，紀錄各地

的地形、人文、物產，當中又多有奇異之事。例如訛獸，《神

異經‧西南荒經》：  

 

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

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

7 8 

 

此獸能言善道，且喜歡欺騙人，如果人吃了牠的肉，也會

變成說謊的人。此類不可思議的描述自然不能當真，不過

那種將事物的性質，透過食用的手段，進而影響人體的觀

念，倒是值得注意。食用訛獸的「效用」，很明顯符合飲食

導致人體出現負面影響，與上述《山海經》三條目是同一

類型。另外，《齊民要術》中也轉引了《神異經》中所述的

                                                 
7 6

 (漢 )東方朔撰，(晉 )張華注，(明 )朱謀 校，王根林校點，《神異經》，

收入《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9 9)，

頁 4 7。  
7 7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 73 )，頁 19。  
7 8

 (漢 )東方朔撰，(晉 )張華注，(明 )朱謀 校，王根林校點，《神異經》，

收入《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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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產，當中有兩條亦屬於此類：  

 

東北荒中有木，高四十丈，葉長五尺，廣三尺，名曰

栗。其實徑三尺二寸，其殼赤，其肉黃白，味甜，食

之令人短氣而渴。 7 9 

 

東北有樹，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名曰‘桃’。其子，

徑三尺二寸，小核味和，食之令人短壽。 8 0 

 

此處的說法較《山海經》詳細，外型方面的描述更為精確。

食用的結果分別是「令人短氣而渴」與「令人短壽」，同樣

屬於飲食對身體的負面影響。當時人們在探索這些動植物

時，除了解這些物產的可食性、功效外，也注意到部分食

物對身體可能帶來的傷害，不過相關條目數量所佔比例不

高。只能說具負面功效的食物，確實被記錄在博物書籍中，

但僅止於陪襯的角色。重要的是，這些物產都有其地域侷

限，而非日常所見之食物，對先民的影響恐怕遠比民俗禁

忌中的飲食條目更為有限。  

    性質相近的另一部著作《龍魚河圖》，透露一些不同

於前兩者的訊息。此書今日已不知為何人所著，只知約是

漢代作品，留下的殘篇收錄在《說郛》等著作。由其內容

推測包含一些神話、地理、物產等，跟《山海經》有些相

似之處。《說郛》裡的抄錄內容，與飲食禁忌沒什麼關聯，

                                                 
7 9

 (北魏 )賈思勰撰，石漢聲校釋，《齊民要術今釋》(北京：中華書局，

200 9)，卷 1 0，〈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者〉，頁 1 02 8。  
8 0

 (北魏 )賈思勰撰，石漢聲校釋，《齊民要術今釋》，卷 1 0，〈五穀果

蓏菜茹非中國物者〉，頁 1 0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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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齊民要術》中，保留了三條來自《龍魚河圖》的文

句，和飲食禁忌相關：  

 

瓜有兩鼻者殺人。 8 1 

 

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8 2 

 

玄雞白頭，食之病人。雞有六指者，亦殺人。雞有五

色者，亦殺人。 8 3 

 

瓜、羊、雞這三者都是尋常可見的食物原料，《龍魚河圖》

的禁忌對象和前兩者那種地方特殊物產有極大差異。這三

種食物的禁忌理由，是因為外型異於常態，瓜有兩個蒂頭、

羊只有一隻角、白頭黑雞、六支腳趾的雞、帶有五種色彩

的雞，都是不尋常之物，觸犯此禁忌的下場是死亡，只有

白頭黑雞好一些，頂多讓人生病而已，不過沒有詳述是何

種病症。  

    這些帶有神怪事物的博物書籍，透露出人們在接觸到

各類稀少的動植物時，除了注重該物對人的效用外，亦考

慮到是否會對人體帶來傷害。《龍魚河圖》所錄條目雖然是

日常可見之食，但在外貌明顯不同於一般情況時，人們將

這些突變的動植物賦予負面思考，甚至認為食用後會導致

                                                 
8 1

 (北魏 )賈思勰撰，石漢聲校釋，《齊民要術今釋》，卷 2，〈種瓜第十

四〉，頁 1 88。  
8 2

 (北魏 )賈思勰撰，石漢聲校釋，《齊民要術今釋》，卷 6，〈養羊第五

十七〉，頁 5 65。  
8 3

 (北魏 )賈思勰撰，石漢聲校釋，《齊民要術今釋》，卷 6，〈養雞第五

十九〉，頁 5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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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嚴重後果。這些思考模式，構成先秦兩漢時期飲食

禁忌的一部分，同時也成為後世思考飲食禁忌的理論依據。 

 

三、飲食經驗  

 

    談到飲食禁忌，自然離不開飲食。人們長久以來尋覓

食物原料，醃製、釀造、烹調各種食品，累積了許多經驗，

對於可食和不宜食之物，不至於一無所知。即使不掌廚事

的人，以人之天性對於食物是否腐壞的判斷，也能得知帶

有臭味或顏色不正常的食物，不要貪口食用。《論語‧鄉黨》

中孔子便談及他對飲食的原則：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

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

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

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

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

菜羹，必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 8 4 

 

除了部分是屬於烹飪的細則外，多數都是屬於飲食須注意

的限制。當食物變味、顏色異常時，不能食用；不吃不符

合時節之物；飲食需要注意平衡，不能偏廢；雖然飲酒無

                                                 
8 4

 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 (北京：中華書局，

199 0)，卷 2 0，〈鄉黨中〉，頁 689 -7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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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但不可到神志昏亂；不吃市集販賣的酒食；薑雖屬

辛菜一類，不過可以食用，只是需注意不過量；擺放過久

的祭品不能吃；飲食時切記不可說話。這些禁忌有許多觀

念來自對食物安全的重視，不食用變質的食物，以確保平

安。  

    對於掌管廚役之人來說，責任更為重大。因為他們製

作的成品，關乎食用者的健康、安全與否，若將不能食用

的材料，或是不適宜搭配組合，作成菜餚給人食用，可能

導致疾病，甚至於死亡。因此掌廚者若不具備飲食相關知

識，不僅滿足不了充飢的最基本要求，反而會帶給食用者

災難。這類飲食知識就無法單從人的主觀去斷定，而要透

過時間的累積、傳遞，方能建構。目前這方面的論述，保

留在《周禮》和《禮記》中。《周禮》談周代官制的配置，

以及各官員的執掌，當中負責宮廷飲膳之官，與飲食禁忌

直接相關的是內饔：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

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

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

子之膳羞。辨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

羊泠毛而毳，膻；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

貍；豕盲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凡宗

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具

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

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8 5 

                                                 
8 5

 (漢 )鄭玄注， (唐 )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王文錦審定，《周禮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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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饔負責王和世子進餐時烹調、切割等工作，除此之外，

還要負責辨別各種肉品，區分不可食用者。這些不能食用

的肉類，就其描述來看，都有特異之處，甚至有可能是患

有疾病，例如牛夜半鳴叫、羊毛糾結、犬脫毛等特殊情況，

其肉帶有腥臭而不適合做為膳食。除了內饔之外，還有一

些食官也負責辨明各食品，以及安排適合季節的膳食，例

如庖人：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

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荐羞之物及后、世子之

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獻，

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

膳膏腥；冬行鮮羽，膳膏膻。歲終則會，唯王及后

之膳禽不會。 8 6 

 

庖人不僅要辨別各種禽獸之肉，還要依據季節搭配。春天

用小羊和豬，搭配牛脂；夏天用鳥肉乾和魚乾，搭配犬脂；

秋天用小牛、小鹿，搭配雞脂；冬天用生魚和鴈，搭配羊

脂。這八樣食品盛產於該季節，為了避免其過盛之氣影響

食用者，因此搭配非時節的脂肪調和。值得注意的是這裡

僅有四季的配食法，就五行來說，沒有長夏或季月十八日

的說法，搭配的脂肪中也少了豬脂。為了讓四季能搭配五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 999 )，卷 4，〈天官冢宰第一〉，頁 9 0 -9 4。 

8 6
 (漢 )鄭玄注，(唐 )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王文錦審定，《周禮注疏》，

卷 4，〈天官冢宰第一〉，頁 8 6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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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做的更動，在此未出現。如此的搭配食法，屬於食宜

之類。但宜與忌是一體兩面，遵守禁忌，等於依循食宜；

若不尊從食宜，等同觸犯禁忌。這些食官為宮廷之人和參

與宴飲的士大夫安排膳食，等於站在第一線為他們把關飲

食禁忌。  

    至於一般家庭的掌膳者，同樣需要具備這樣的知識。

《禮記‧內則》談論的對象是家族內部的規範與準則，特別

是針對飲食的調配與祭品等著墨甚多，部分內容與《周禮》

重疊。不過對於飲食禁忌的描述，《禮記‧內則》更為細緻： 

 

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貍去正脊，兔去尻，

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肉曰脫之，魚

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

攢之。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膻；狗赤股而躁，

臊；鳥麃色而沙鳴，郁；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

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雁翠，鵠、鸮

胖，舒鳧翠，雞肝，雁腎，鴇奧，鹿胃。 8 7 

 

《周禮》中觀察動物的情況，判別其可食用與否，《禮記‧

內則》更進一步，強調調理食材需注意事項，要將狼腸、

狗腎、兔臀、狐頭、豬腦、魚骨、鱉肛門等部位摘去，這

些對人都有危害；肉類也要將難咬的筋膜、骨頭剔除，魚

類以及各果物都有適合的處理方式。另外，舒雁的尾巴、

雞肝、雁的腎臟等，料理前都要切去，不讓人食用。以上

                                                 
8 7

 (漢 )鄭玄注， (唐 )孔穎達正義，鞏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禮記正

義》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 000 )，卷 2 8，〈內則第十二〉，頁

989 -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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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看出是長時間經驗的累積，才能得知這些動物器官、

組織與飲食的適宜性。除此之外，《禮記‧內則》同樣注意

膳食的搭配：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

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

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

宜麥，魚宜菰。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

秋宜犢麑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膻。牛脩、鹿脯、

田豕脯、糜脯、麇脯，麋、鹿、田豕、麇皆有軒，

雉、兔皆有芼。 8 8 

 

四時皆有適合的食品與味，添加這些調味以養人。肉品也

有各自適合一同食用的穀類；不同肉類做菜餚時，搭配的

菜蔬也有規範。  

    以上三部儒家經典中，關於飲食經驗的論述，可分成

兩個思考路徑：第一種是飲食者從眼前菜餚的色、味來觀

察，對其能否食用作判別；第二種則是調膳之人，在烹調

食物時，需要注意判別食材的可食性，以及注意食物和季

節的搭配。這其中雖然包含了對食宜的重視，但違反食宜，

做出和季節相違背的菜色，便有可能對食用者帶來傷害。

因此食宜和飲食禁忌，兩者實際上互為表裡，同屬於食物

對人體影響的思考模式。  

                                                 
8 8

 (漢 )鄭玄注， (唐 )孔穎達正義，鞏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禮記正

義》，卷 2 7，〈內則第十二〉，頁 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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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先秦兩漢時期醫學與飲食禁忌  

 

    前一節中，對先秦兩漢時期，除醫學以外的飲食禁忌

觀念起源類型略作說明，本節則將問題轉向醫學方面。醫

學關心人體的健康，重視治療疾病，也關注疾病的產生，

避免染疾。在此前提下，與維繫生命息息相關的飲食，自

然是不可忽視的關鍵。飲食除了維持人的基本運作外，部

分可食用動植物，在當時已被認知到對身體有某些特殊作

用，可以治癒疾病，帶來益處；但少數食物則可能使食用

者受到負面影響，帶來不適或疾病，甚至死亡的惡果，形

成人們對飲食避忌的源頭，這些內容在前一節已陳述。不

過在當時醫學中，對飲食與人體健康的聯繫，是否呈現出

相同程度的認知？將飲食放到醫學觀念中思考，飲食的正

面意義是護養、治療，負面意義則是傷害、致疾；正面結

果下產生食宜，負面結果則誕生飲食禁忌，兩者看似背道

而馳，實際上密不可分。因此在討論飲食禁忌與醫學間的

聯繫時，應該先從當時醫學中，飲食被放置的環節，及其

在醫療上的運用情況作觀察。再進一步深入分析，當時的

醫學中，是否已有飲食禁忌的相關文字，其概況又如何？

本節在討論的內容上，將圍繞在這兩個部份進行。  

    關於先秦兩漢時期醫學的討論，是以目前能見的醫學

相關書籍為核心。包括傳世的《黃帝內經素問》、《黃帝內

經靈樞》，考古發掘的馬王堆醫書，以及經現代輯復的《神

農本草經》等著作。其中介紹各類動植物、礦產的性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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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的《神農本草經》，屬於藥學類著作，性質與發展情況

具有特殊意義，因此將其獨立成篇，作為本節的子題。以

下便從一般醫書和代表藥物學的本草兩部份，針對其中關

於飲食的醫療意義，以及是否具有飲食禁忌相關內容進行

剖析。  

 

一、醫籍中的飲食概況  

 

    先秦兩漢時期醫學和飲食的關係，在《周禮》的醫官

職掌中便可看出其重要性。《周禮》將醫官分為：醫師、食

醫、疾醫、瘍醫、獸醫五類，醫師為最高負責人，掌醫相

關政事，負責分派患者，交由適合的醫官治療，其餘四種

醫者各有擅長領域，執掌也不同，當中獸醫的對象是家畜，

因此可先排除，其餘三者的分工為：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

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

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

多咸，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

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

放焉。 8 9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

                                                 
8 9

 (漢 )鄭玄注，(唐 )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王文錦審定，《周禮注疏》，

卷 5，〈天官冢宰下〉，頁 1 09 -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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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

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

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

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

所以，而入于醫師。 9 0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咸養

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

受其藥焉。 9 1 

 

疾醫相當於內科醫師，負責一般疾病；瘍醫則類似外科醫

師，主治外傷衍生的各種疾病。其職掌中，都有關於「養」

的論述，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五穀所涉自然

是飲食。瘍醫部份提到的以五氣養之，據〈注疏〉，氣音穀，

也同樣帶有食養的意味。 9 2至於食醫自然與飲食關係更為

直接，不過文字和《禮記‧內則》幾乎一致，著重於各季

節的食材、調味的配置，以及飲食搭配的適宜性。  

    以上是屬於《周禮》中對於各醫執掌的說明，可以看

出當時醫者與飲食之間確有聯繫，著重點在食飲配置，以

                                                 
9 0

 (漢 )鄭玄注，(唐 )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王文錦審定，《周禮注疏》，

卷 5，〈天官冢宰下〉，頁 110 -11 5。  
9 1

 (漢 )鄭玄注，(唐 )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王文錦審定，《周禮注疏》，

卷 4，〈天官冢宰下〉，頁 115 -11 7。  
9 2

 (漢 )鄭玄注，(唐 )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王文錦審定，《周禮注疏》，

卷 5，〈瘍醫〉：「既刮殺而攻其宿肉，乃養之也。五氣當為 “五穀 ”，

字之誤也。節，節成其藥之力。五氣，氣音穀，出注」，頁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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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養病等方面。相較之下，與飲食禁忌方面的關聯似乎還

不及調膳者來得重要。那麼，先秦兩漢時期的醫學著作中，

又留下哪些線索呢？班固撰《漢書‧藝文志》，以劉歆《七

略》為底本而成，醫學類書籍視為方技略，分為四類別，

其定義如下表： 9 3  

 

表 2- 1、《漢書‧藝文志》醫書四部分類與定義  

類別  數量  卷數  定義說明  

醫經  7  2 1 6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落〕骨髓陰

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

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

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

理，以瘉為劇，（以死為生）〔以生為死〕。 

經方  11  2 7 4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

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

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

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

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

病不治，常得中醫。」  

房中  8  1 8 6  房中者，（性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

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

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

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

                                                 
9 3  表列內容詳見： (漢 )班固撰， (唐 )顏師古注，《漢書》 (北京：中華

書局， 19 62 )，卷 30，〈藝文志〉，頁 1 776 -1 7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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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疾而隕性命。  

神僊  1 0  2 0 5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

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

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

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

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

為之矣。」  

 

醫經類著作談醫之原理、疾病成因、脈象，講論針法、配

藥等治術；經方著重藥性和疾病的討論，兩者相互配合克

疾；房中則與男女歡好有關，除論述交合、生子之術，亦

重視平日的養補；神僊追求修養身心，超脫生死，當中收

錄多種引導、按摩之法，以及服食靈芝等作。  

    在《漢書‧藝文志》收錄的著作中，經方類有一部《神

農黃帝食禁》七卷，從其名推測，很自然會認為這是一部

關於飲食禁忌的著作，但若將其與經方的定義對照，似乎

有些不吻合。將經方十一家對比，如下表： 9 4  

 

表 2- 2、《漢書‧藝文志》經方十一家著作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  

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  金創瘲瘛方  

風寒熱十六病方  婦人嬰兒方  

                                                 
9 4

 表列內容詳見： (漢 )班固撰， (唐 )顏師古注，《漢書》，卷 3 0，〈藝文

志〉，頁 1 7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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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  湯液經法  

神農黃帝食禁   

 

其他十家著作就書名推測，是講論各類疾病與相關治療方

法，若《神農黃帝食禁》真為論述飲食禁忌之作，與治術

似乎難有連結。  

    陳元朋對此有詳盡分析，他不贊成「食禁」為「食藥」

誤寫之說，認為當時並沒有將吃藥寫為食藥的習慣。「食」

字代表食物應無太大問題，「禁」字的意思應為禁方，也就

是在醫學發展仍為密傳的階段，以特殊儀式作為師傳的制

約，要求不得輕易外傳。所以「食禁」所代表的意思，應

該是某種以 食為 治病之法的 派別 。 9 5本文贊同 陳 氏 的看

法，如此方能合理解釋此書歸於經方類的原因。雖說本文

未將《神農黃帝食禁》視為飲食禁忌專著，但它仍代表了

當時醫學中，談論飲食和疾病聯繫之作。  

    除《漢書‧藝文志》所錄之作外， 1972年發現的馬王

堆漢墓，陸續出土多項重要考古文物，當中包括大量書於

帛竹之作，其中共有 14種醫學書籍，總稱為《馬王堆醫書》。

這些作品讓今日得以更加了解秦漢時的醫學面貌。這些著

作大致符合《漢書‧藝文志》的四項分類，由此可知劉歆

《七略》有其依據。其中《五十二病方》是今日發現最早的

經方類著作，共記錄五十二類疾病的治療之方，當中有「諸

食病」一類，推測是指因飲食而產生的疾病。可惜的是，

目前五十二類缺漏七類，「諸食病」正在其中，因此無法得

                                                 
9 5

 陳元朋，〈舉箸常如服藥——本草史與飲食史視野下的「藥食如一」

變遷史〉，頁 1 57 -1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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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詳情。不過在其他篇章中，仍透露出兩項重要的訊息。

首先，以食為藥的情況相當普遍，不論是內服或外用皆為

常見，例如癃病，也就是淋證的治療方法中，有飲用葵和

黍所製作的流質藥劑：  

 

一、亨 (烹 )葵而飲其汁；冬□□本，沃以□□。 9 6 

 

一、以醯、酉 (酒 )三乃 (□ )煮黍稷而飲其汁，皆□

□。 9 7 

 

在牝痔的治方中，有以雞作為藥物者：  

 

一、痔者，以醬灌黃雌雞，令自死，以菅裹，涂 (塗 )

上〈土〉，炮之。涂 (塗 )乾，食雞，以羽熏纂。 9 8 

 

其製作過程相當繁瑣，並非單純的食用雞肉。首先要挑選

黃色的雌雞，用醬灌死，再以菅包裹燒烤，之後吃掉雞肉，

並用其羽毛薰痔瘡。過程與一般飲膳的調理不同，雖然以

食為藥，但是以食物原料，作為藥物加以炮製，而不是藉

由一般飲食過程調理治病。  

    《五十二病方》透露的另一個訊息則是關於飲食禁忌

的存在，禁忌對象是針對患病之人，或是正在服用特定藥

                                                 
9 6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五十二病方》，收入《馬王堆醫書考注》(天

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19 88 )，頁 12 3。  
9 7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五十二病方》，收入《馬王堆醫書考注》，

頁 1 31。  
9 8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五十二病方》，收入《馬王堆醫書考注》，

頁 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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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者。共有八條藥方中出現此類敘述，禁忌類型又可分為

針對特定食物，或是飲食時間兩種。首先，針對特定食物

者共有四條，分別處於四種疾病：  

 

諸傷   …治病時，毋食魚、彘肉、馬肉、龜、蟲、

葷、麻○洙采 (菜 )，毋近內，病已如故。 9 9
 

 

白處   …旦服藥，先毋食□二、三日。服藥時毋食

魚，病已如故。 1 0 0
 

 

脈者   …服藥時禁毋食彘肉、鮮魚。 1 0 1
 

 

癰     …傅藥毋食□彘肉，魚及女子。 1 0 2
 

 

除諸傷方的勿食前提為「治病」，其餘三條的禁忌原因是使

用藥物後，其中白處方還須先停食兩、三日。至於禁忌對

象，四者皆有魚肉，豬肉僅在白處方中未列為禁忌，諸傷

方還多了馬肉、龜、蟲以及五辛菜等。另外，諸傷方和癰

方還添加了不得行房或親近女色的禁忌在內。綜合來看，

可以得知當時醫學上認為有疾在身，或服藥的人，飲食上

                                                 
9 9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五十二病方》，收入《馬王堆醫書考注》，

頁 6 2。  
1 0 0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五十二病方》，收入《馬王堆醫書考注》，

頁 1 07 -10 8。  
1 0 1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五十二病方》，收入《馬王堆醫書考注》，

頁 1 52。  
1 0 2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五十二病方》，收入《馬王堆醫書考注》，

頁 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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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別注意，魚肉、豬肉這類食物，或是刺激性強烈的

薰菜，都需避免食用，待疾病痊癒後方可回復正常。指涉

飲食時間禁忌者有四條，分屬三類疾病之下：  

 

癃病   …先莫 (暮 )毋食，旦飲藥。 1 0 3
 

 

一、以水一斗煮膠一參、米一升，孰 (熟 )而

啜之，夕毋食。 1 0 4
 

 

    一、夕毋食，旦取丰 (蜂 )卵一，漬美醯一桮

(杯 )，以飲之。 1 0 5
 

 

乾騷 (瘙 )方   一、熬陵 (菱 )  (芰 )一參，令黃，

以淳酒半斗煮之，三沸止，蚩其汁，

系毋食，飲。 1 0 6
 

 

除癃病方是前一天傍晚就不能吃食外，其餘都是當天傍晚

不要進食，直接飲藥。這四條考量的出發點可能是療效吧，

藉由調整飲食和服藥時間，相互配合，讓藥效發揮作用。  

    《五十二病方》之外，馬王堆其他醫書也略有涉及飲

                                                 
1 0 3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五十二病方》，收入《馬王堆醫書考注》，

頁 1 25。  
1 0 4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五十二病方》，收入《馬王堆醫書考注》，

頁 1 27。  
1 0 5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五十二病方》，收入《馬王堆醫書考注》，

頁 1 51。  
1 0 6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五十二病方》，收入《馬王堆醫書考注》，

頁 2 10 -211。  



 第二章 飲食禁忌的起源及其類型．53． 

食之說。《胎產書》是今日發現最早關於養胎、求子、埋胞

的醫學著作。帛書開頭以禹和幼頻兩人的問答，帶出養胎

十月的過程，胎兒各階段的變化，以及孕婦各月份需注意

的事項：  

 

●禹問幼頻曰：我欲埴 (殖 )人產子，何如而有？幼

頻合 (答 )曰：……。一月名曰留 (流 )刑，食飲必精，

酸羹必【熟】，毋食辛星 (腥 )，是謂財貞。二月始

膏，毋食辛臊，居處必靜，男子勿勞，百節皆病，

是胃 (謂 )始臧 (藏 )。三月始脂，果隋宵效，當是之

時，未有定義 (儀 )，見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

使朱 (侏 )儒，不觀木 (沐 )候 (猴 )，不食 (葱 )薑，不

食兔羹。□欲產男，置弧矢，□雄雉，乘牡馬，觀

牡虎；欲產女，佩蠶 (簪 )耳 (珥 )，呻 (紳 )朱 (珠 )子，

是謂內象成子。【四月】而水受 (授 )之，乃使成血，

其食稻麥， (鱓 )魚□□，【以】清血而明目。五月

而火受 (授 )之，乃使成氣，晏起□沐，厚衣居堂，

朝吸天光，闢 (避 )寒央 (殃 )，【其食稻】麥，其羹

牛羊，和以茱臾 (萸 )，毋食□，【以】養氣。六月

而金受 (授 )之，乃始成筋，勞□□□，【出】游【於

野，數】觀走犬馬，必食□□  (也 )，未□□□，

是胃 (謂 )變奏 (腠 )□筋，□□□□。七【月而】木

受 (授 )【之，乃使成骨】，居燥處，毋使【定止】，

□□□□□□□□□□□□，【飲食】辟 (避 )寒，

□ □ □ □ □ □ □ □ □ 美 齒 。 ● 八 月 而 土 受 (授 )

【之，乃始成膚革】，□□□□□□□□，【是】胃 (謂 )

密【腠理。九月而石授之，乃始成】豪 (毫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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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伺 )之。十月氣陳□□，以為□…

1 0 7 

 

帛書整理小組推測幼頻為虛構人物，代表多子，也可以看

出這類書籍尋求的是胎兒康健，後嗣繁茂之意。胎兒在受

孕後各月份逐漸變化，兩、三個月時還是膏脂狀，四個月

時受到五行之水的影響，開始出現血液；五個月時火發揮

作用，出現氣之循環；六個月時輪到金，讓胎兒出現肌肉；

七個月時，木為胎兒生成骨骼；八個月時土讓肌膚生成，

逐步完備嬰兒的樣貌。這是當時醫學上對胎兒生成 的解

釋，可以看出五行之說被帶入這個過程，發揮關鍵影響。  

    十個月的過程中，孕婦必須遵守各種居行、飲食的忌

宜，其原因在於「當是之時，未有定義 (儀 )，見物而化」。

胎兒在初期還只是膏脂之物，母親的見聞、飲膳，都會對

胎兒的成形過程造成絕對影響，若吃了薑食，就會讓孩子

受到薑外型作用影響，生成多指；若食用兔肉，孩子會感

應到兔子的形態，最後變成兔唇。除此之外，在懷胎三個

月之前，只要多觀看、使用男性或女性的物品，甚至可以

讓胎兒的性別轉化。想生男孩，就要多看雄性動物；若要

女兒，則佩帶各種代表女性的配飾。各月份的忌宜，其原

因都從「未有定儀，見物而化」而來，這也是主宰中醫養

胎之說非常重要的概念。《胎產書》所收錄的其他方藥，也

多遵循此觀念：  

                                                 
1 0 7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胎產書》，收入《馬王堆醫書考注》，頁 3 46、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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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子者，為享 (烹 )白牡狗首，令獨食之，其子美

皙，有 (又 )易出。欲令子勁者，□時食母馬肉。 1 0 8 

 

懷胎者若食用白毛公狗，就可以讓孩子白皙可愛，又有助

於生產過程。而要胎兒有氣力、強壯則要食用母馬肉。這

些都是在「見物而化」的觀念下衍生的方子。轉變性別也

不止觀看或配帶物品，可用食物：  

 

【●】一曰：取逢 (蜂 )房中子、狗陰，乾而治之，

以飲懷子，懷子產男。【●】一曰：□鮮魚□□食

之。 1 0 9 

 

透過讓懷孕女性食用蜂蛹、公狗性器官等部位，來製造生

男的結果。這種認為食物性質可以扭轉胎兒性別的想法，

主要還是建立在懷胎三個月之前，胎兒是可變動狀態之觀

念。孕婦的禁忌由此而生，相關食禁內容此時已可見其雛

形，成為日後產婦食禁的先例。  

    從《漢書‧藝文志》保留的書目，和出土醫書的內容

可見當時醫學和飲食，乃至於飲食禁忌之間的聯繫。飲食

在當時醫學中確實有其重要之處，不論是以食物為製作藥

物的原料，或是治病、服藥、有孕時需要注意的飲食禁忌。

但這些內容似乎零散而無法成篇，內容亦稱不上豐富。先

秦兩漢的醫學著作中，實際上還有不少相關的訊息，《周禮》

                                                 
1 0 8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胎產書》，收入《馬王堆醫書考注》，頁 3 55。 
1 0 9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胎產書》，收入《馬王堆醫書考注》，頁 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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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醫的執掌便透露出當時醫學對飲食調和之重視，而《黃

帝內經》的說法讓該學說更進一步的完備。  

    《黃帝內經》今日分為《素問》、《靈樞》兩部，以黃

帝與岐伯、雷公等人的對話編排，呈現醫學問答之形式，

講論脈象、五臟六腑、氣的運行等醫學概念，其影響不言

而喻。《素問》建構了一套五行與外在環境、身體臟腑的配

置系統，透過此思想，將天、地、人等世間事物都納入循

環，疾病和人體、臟腑也遵循這樣的路徑運行。以飲食來

說，五味的協調以及與各類疾病的搭配，便成為主要的思

考理論。當五味不能在人體取得平衡，便會衍伸出各種疾

病，其病症又配合味的偏廢而有差異。舉例來說，《素問‧

五藏生成篇第十》：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

其榮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

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榮唇也，其主肝也。腎之

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  

是故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槁而毛

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侭而唇

揭；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此五味之所傷也。故心

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此五味

之所合也。 1 1 0  

 

心與脈的對應五行是火，反應在色，鹹對應水，當鹹味過

                                                 
1 1 0

 《黃帝內經素問》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196 3)，卷 3，〈五臟生

成篇第十〉，頁 70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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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水剋火，造成「脈凝泣而變色」；肺與皮的對應五行是

金，反應在毛，苦對應火，當苦味過多，火剋金，造成「皮

槁而毛拔」；肝與筋的對應五行是木，反應在爪，辛對應金，

當辛味過多，金剋木，造成「筋急而爪枯」；脾與肉的對應

五行是土，反應在唇，酸對應木，當酸味過多，木剋土，

造成「肉胝侭而唇揭」；腎與骨的對應五行是水，反應在髮，

甘對應土，當甘味過多，土剋水，造成「骨痛而髮落」。這

樣一套「水→火→金→木→土」五行相剋的數術模型，建

構五味與身體、疾病的對應。但這樣的數術模型在《黃帝

內經》便非一體適用，例如《素問‧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

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

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

令多食。 1 1 1  

 

酸筋、苦脈、甘肉、辛皮、鹹骨的五行對應變成酸筋、苦

骨、甘肉、辛氣、鹹血，相對應的味與身體組織有所不同，

這套五味所禁的模型倒是與《靈樞‧五味論第六十三》一

致：  

 

五味入於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

食之令人癃；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

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

                                                 
1 1 1

 《黃帝內經素問》，卷 7，〈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頁 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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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食之令人悗心。 1 1 2 

 

兩者的五味所走路徑是一致的，只是對於產生疾病的描述

不同。五味所禁的不同論述，應當是反映了醫學中五行觀

念尚在發展階段，而未臻於統一。此外，五行的概念同樣

反應在食物方面，將食物劃歸五味，各有其適宜的食用時

機，《素問‧藏氣法時論第二十二》：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

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

肉杏薤皆苦。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

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蔥皆辛。辛散，酸收，

甘緩，苦堅，鹹耎。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

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

益氣。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

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

宜也。 1 1 3  

 

各種穀物、肉品、果菜都分為五味的食物系統，相互配合

五臟以及疾病之需求。本文將此段所提的配置製表觀察：  

 

                                                 
1 1 2

 (明 )馬蒔、 (唐 )楊上善、 (明 )張介賓注，王玉興主編，《黃帝內經靈

樞三家注》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 01 3)，卷 1 8，〈五味論第

六十三〉，頁 1 92 -19 3。  
1 1 3

 《黃帝內經素問》，卷 7，〈藏氣法時論第二十二〉， 1 48 -1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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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素問‧藏氣法時論第二十二》五味配置  

五臟  顏色  宜食  功能  適宜食品  

肝  青  甘  緩  粳米牛肉棗葵  

心  赤  酸  收  小豆犬肉李韭  

肺  白  苦  堅  麥羊肉杏薤  

脾  黃  鹹  耎  大豆豕肉栗藿  

腎  黑  辛  散  黃黍雞肉桃蔥  

 

其五行關係似乎又有新的對應法：木→土 (剋 )‧火→木 (被

生 )‧金→火 (被剋 )‧土→水 (剋 )‧水→金 (被生 )。這套數

術模型和前者的相剋配置，也不盡相同。為何會產生這樣

的情況？其中一個合理解釋是《黃帝內經》並非成於一人

一時之作，山田慶兒更認為這部著作中與黃帝問答者，實

際上是代表不同學派之說，他並以其中的論述分類，建構

了一套學術傳承的系統。 1 1 4不同的學說，造成系統的不一

致，這應是合理的推論。陳元朋對《黃帝內經》的食物五

位配置，提出進一步的疑點。他認為這些食物的劃分雖然

有部份合於人體直接的感官，但是多數則明顯不符，例如

雞肉辛、羊肉苦、犬肉酸、大豆鹹，這些都與食用的味覺

有落差。他的解釋是，在五行概念引導下的漢代，這些編

撰五味配置之人，一方面要顧及實際觀感，又同時要符合

當代學術習慣，這種模型混亂的情形無法避免。 1 1 5  

                                                 
1 1 4

 山田慶兒撰，廖育群、李建民編譯，《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頁

19 -36。  
1 1 5

 陳元朋，〈舉箸常如服藥——本草史與飲食史視野下的「藥食如一」

變遷史〉，頁 2 13 -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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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帝內經》所論及的五行觀念，雖然混亂紛雜，卻

提供了不少線索。若食物和身體有疾臟腑間的五行性質相

衝突，便會導致傷害，因而需要禁止該類性質的食物攝取，

這便是禁忌誕生的依據理論之一。須注意的是，這些禁忌

是原則，因此沒有明確的指涉對象。禁忌的描述是以「味」

為中心，即便已將食物依照五行歸類，但針對食物品項禁

忌的直接描述，或是疾病和特定食品間的關連，甚少存於

其中。如果將飲食禁忌的模型定義為不在符合某種設定的

情境下，以某種方式吃某一食品，《黃帝內經》的描述還不

及《五十二病方》的服藥禁忌來得明確。  

 

二、本草、食物與禁忌  

 

    代表藥學的本草書籍出現，是 醫學發展的重要里程

碑。醫經提供陰陽五行、五臟的人體運作系統，確立了飲

食與人體的平衡聯繫，也是飲食禁忌成型的理論來源。經

方中散見的服藥食忌和食物治疾，呈現了食物與醫學在現

實運用的情況。房中、神僊等重視護養生命之作，在飲食

補養身體方面，頗有心得。那麼先秦兩漢之時的本草，如

何呈現飲食乃至於禁忌現象呢？  

本草書籍的出現，目前雖然仍有議論之處，不過近代

學者多傾向認為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是本草書籍誕生的時

間點。 1 1 6如果依照《神農本草經》的內容分析，本文亦贊

                                                 
1 1 6  廖育群，《歧黃醫道》，頁 1 31 -13 4；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

頁 2 25 -22 6；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頁 29 -31；山田慶兒著，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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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這樣的見解。就目錄學背景來說，《漢書‧藝文志》的方

技四類中，並無本草所代表的藥物學類別。從經方的定義

來看，「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

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

反之於平」， 1 1 7藥學知識似乎尚未獨立成篇，而是被收羅在

經方等書籍中。馬王堆出土的十四部醫書，其性質也符合

方技四分類，未見到專論藥學之書。作為此時期本草書籍

代表的《神農本草經》，將其成書年代暫定於西漢晚期至東

漢前期，應是合理的推測。  

該書雖已散逸，不過經由學界前輩的努力，今日得窺

其概略。這部書是否代表了當時藥學發展的總結？飲食在

其中所佔比例，以及相關內容為何？要解答這些問題，需

要先了解《神農本草經》的性質，不妨從其收錄藥品的定

義分析。該書收錄 365種藥品，分為上品 120項、中品 120

項和下品 125項。至於分類的標準，其序錄說明：  

 

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

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  

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

酌其宜。欲遏病補虛羸者，本中經。  

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

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 1 1 8  

 

                                                                                                                            
育群、李建民編譯，《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頁 1 93 -21 3。  

1 1 7
 (漢 )班固撰， (唐 )顏師古注，《漢書》，卷 3 0，〈藝文志〉，頁 1 77 8。 

1 1 8
 尚志鈞校注，《神農本草經校注》(北京：學苑出版社，20 08 )，卷 1，

〈序錄〉，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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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序錄的描述可以看出，藥品收錄和分類標準，是依照其

功效，具有延年輕身等仙術性質，且可以長久服用者居上

位，可供治病但有毒性而不能長久服用者居下。廖育群認

為此書反映了該時代方士用藥的特徵； 1 1 9山田慶兒推測最

初的撰寫者可能是採藥人，他們藉由神仙方術作為使自身

知識得到重視的外衣。 1 2 0因此似乎不能將此書視為當時用

藥經驗的總結，而是整個知識體系的分支之一。  

    以上關於此書背景與性質的討論，提供了本文討論當

時本草和飲食間聯繫的重要線索。此書著重於神仙方術、

延年益壽等特定目的，因此和當時醫學發展，以及用藥情

況有落差。在此背景下，關於一般日常食物的論述，和可

作藥用的食物品項，描述相當有限。書中呈現和飲食間的

關係，顯得十分疏離。在收錄品項中，扣除不會當作飲食

之用的礦物藥，剩下的動植物品項，會出現在日常飲食中

的也十分有限。如果依照其性質分類，屬於果菜類者為 19

項，米穀類則僅有 5項而已。 1 2 1如此少的品項恐怕只佔當時

可知食材的一小部份而已，上古飲食中作為主食的黍、粟、

大麥、小麥、稻等穀物全然未列入。果菜類中不言常見的

果物柿、梨、柰，更不見被稱作百菜主的葵菜，以及蕪菁、

                                                 
1 1 9

 廖育群，《歧黃醫道》，頁 1 43。  
1 2 0

 山田慶兒著，廖育群、李建民編譯，《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頁

296 -2 98。  
1 2 1  尚志鈞所輯校的《神農本草經》，當中收錄的 3 65項藥品，如果與

同樣由尚氏輯校的《本草經集注》中，玉石、草木、蟲獸、果菜、

米穀的分類對照，屬於果菜類的為上品藥編號 1 09 -11 7，中品藥編

號 2 36 -23 9，下品藥編號 3 59 -36 4，共 19項；屬於米穀類的為上品藥

編號 11 8 -12 0，中品藥編號 2 40，下品藥編號 3 65，共 5項。尚志鈞校

注，《神農本草經校注》，卷 2，〈上品藥〉，頁 14；同書，卷 3，〈中

品藥〉，頁 9 9；同書，卷 4，〈下品藥〉，頁 18 2。  



 第二章 飲食禁忌的起源及其類型．63． 

蘆菔、蒜等常見食材。這些食物當時沒有被了解到作為治

療疾病的價值？並非如此，許多常見食材在《五十二病方》

中的作用已經得到實證。這些果菜與米穀，除了當作食材

外，同時還具有藥用價值，不過《神農本草經》皆摒棄不

錄。除了植物性藥物外，《神農本草經》另外收錄了許多蟲

獸類藥品，其來源有一般牲畜以及野生動物、禽類、水產

與昆蟲等。當中能作為日用飲食的品項依然有限。以馬為

例：  

 

白馬莖，味鹹平。主治傷中脈絕，陰不起。強誌益

氣，長肌肉，肥健生子。眼，主治驚癇腹滿瘧疾。

懸蹄，主治驚邪瘈瘲，乳難，辟惡氣鬼毒蠱註不祥。

生平澤。 1 2 2 

 

《神農本草經》收錄的對象並不是馬肉以及其各部位的藥用

價值，標題僅有白馬莖，如果看其內容也僅額外提到眼和

懸蹄而已。描述最為詳盡的是丹雄雞：  

 

丹雄雞，味甘微溫。主治女子崩中漏下，赤白沃，

補虛，溫中，止血通神，殺毒，辟不祥。頭，主殺

鬼。肪，主治耳聾。腸，主治遺溺。肶胵裹黃皮，

主治泄利。屎白，主治消渴，傷寒寒熱。翮羽，主

下血閉。雞子，除熱火瘡，癇痓，可作虎魄神物。

雞白蠹，肥豬。生平澤。 1 2 3 

                                                 
1 2 2

 尚志鈞校注，《神農本草經校注》，卷 3，〈中品藥〉，頁 1 59。  
1 2 3

 尚志鈞校注，《神農本草經校注》，卷 3，〈中品藥〉，頁 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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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藥用對象從頭、脂肪、腸、肶胵裹黃皮、屎白、翮羽、

雞蛋到雞白蠹，但除此之外的常見食用牲畜，多半僅有少

部分器官或組織的描述，而不是紀錄常見的食用部份。野

生動物和魚類的部份也有類似情況，被記錄的魚類更是僅

有寥寥數種，遠不如當時餐桌上的豐富。  

    除了鮮少紀錄日常飲食之物外，《神農本草經》也幾

乎沒有禁忌之類的文字，只有部份藥物相互搭配的避忌，

以及下品藥總述中不可久服的字眼。各藥品的描述包括藥

品的五味、藥性、功能、別名、產地等，甚少提及用藥限

制或禁忌等字眼。在各藥品條目中有禁忌描述者僅 3條，分

別是雲實花、麻賁和莨菪子：  

 

雲實，味辛，溫。主治泄痢，腸澼，殺蟲、蠱毒，

去邪惡結氣，止痛，除寒熱。花︰主治見鬼精物，

多食令人狂走。久服輕身，通神明。生河間川谷。

1 2 4 

 

麻賁，味辛，平。主治五勞七傷，利五臟，下血寒

氣，多食令人見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輕身。一名

麻勃。生太山山谷。 1 2 5 

 

莨菪子，味苦，寒。主治齒痛出蟲，肉痹拘急，使

人健行，見鬼，多食令人狂走。久服身輕，走及奔

                                                 
1 2 4

 尚志鈞校注，《神農本草經校注》，卷 2，〈上品藥〉，頁 7 4。  
1 2 5

 尚志鈞校注，《神農本草經校注》，卷 2，〈上品藥〉，頁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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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強志，益力，通神。一名行唐。生海濱川谷。

1 2 6 

 

此三物很少會作為食物的品項，其禁忌的原因在於服用後

導致人因為看見鬼物而奔走，更與人體健康無直接關係。

《神農本草經》呈現的是和日常飲食的疏離感。如果考量其

成書背景，確實也不意外，畢竟本草待詔等方士原本注重

的就是屬於帶有仙術、不老、長生色彩的特殊藥物，對於

凡人維持生命所必須的日常飲食關注甚淺。因此《神農本

草經》作為此時本草書籍的代表，呈現出和飲食疏離的情

況，關於飲食禁忌的描述也幾乎不存在。  

 

 

    整體而言，陳元朋氏將先秦兩漢的飲食禁忌來源，分

為儒家、日者、醫學三例。 1 2 7本文以此為基礎，將日者更

進一步擴充為民俗禁忌的範圍，並以飲食經驗含括儒家典

籍的論述。此外，新增博物知識中，各類物產對人體的負

面效益，作為對飲食禁忌起源討論的補充。最後放入醫學

中的飲食與禁忌，形成四個面向的論述。民俗禁忌是人們

對於自然未知現象敬畏的反應，食衣住行等日常瑣事皆受

影響，日書所代表的是以時日為禁忌準則的類型。除了日

書外，秦漢時期仍有許多禁忌流傳，同樣呈現出對天地的

敬畏，並隱藏了部份規勸人們的善意。博物類知識，代表

當時人們對於各類物產的可食用性，以及其特殊作用的理

                                                 
1 2 6

 尚志鈞校注，《神農本草經校注》，卷 3，〈中品藥〉，頁 1 31。  
1 2 7

 陳元朋，〈舉箸常如服藥——本草史與飲食史視野下的「藥食如一」

變遷史〉，頁 2 32 -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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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雖然此類分析著重於有助益的功能性發掘，但仍兼及

部份動植物有害於人體的描述。另外，人們藉由長時間的

飲膳、烹飪經驗，得知許多關於飲食的知識，並了解各類

肉、魚、米穀、果菜的運用，適合的配置，以及不適合食

用之處。此類飲食經驗的傳承中，負責烹飪的調膳者影響

甚大，在宮廷宴飲，掌飲食之官員負責此事；在家庭中，

則由烹調者擔此大任。這類文字都被記錄在儒家的經典中

保留至今。  

    先秦兩漢時期的醫學方面，有《五十二病方》所提及

的服藥禁忌，以及《胎產書》所描述的孕婦禁忌，最重要

的是《黃帝內經》所提供的飲食依據。這項依據的理論源

自於五行思想，當食用不合身體所需之味，便會導致疾病

的發生，或是加重疾病的傷害。但《黃帝內經》所論及的

範圍能侷限在原則，尚未深入到各食物品項的細部禁忌，

描述的禁忌類型偏單一風格，既無日月之禁，也沒有各食

物的搭配禁忌等內容。至於描述藥物的本草書籍，此時期

以《神農本草經》為代表。其中不僅食物入藥的情況少見，

更是幾乎沒有飲食禁忌的相關描述。也就是說，此一時期

的飲食禁忌相關知識，並未出現集中於醫學的現象，部分

類型甚至尚未存於醫書中；反而是飲食經驗等相關論述，

更貼近後世飲食禁忌條目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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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時期的醫學，受到社會文化各領域的衝擊，在發

展與型態方面出現相當大的轉變。范行準將南北朝時期的

醫學，定位為「門閥與山林醫家分掌醫權的醫學成熟時

期」，也就是藉由家族傳承的門閥醫學體系，以及避世山

林，具有佛、道等背景身分的醫者。 1 2 8這樣的轉變，明顯

受到中古時期世族經由家學傳遞知識的普遍，以及佛、道

等宗教興盛於時的影響。范家偉則將先秦兩漢至魏晉隋唐

的醫學發展演變，定義為「從密傳、世傳形式到開放形式」，

進入中古時期後，醫學發展由早先的師徒間隱密傳授，轉

向家族傳承。至隋唐時期，官方蒐羅並整理醫書，設置醫

學傳授機構。醫學世家所獨占的知識，也透過各族習醫者

參與官方醫書編修等工作，流入社會，奠定醫學知識流傳

的開放通道。 1 2 9  

    醫學傳承轉趨開放、多元的情況下，醫書在數量上大

幅度的成長，更出現細部化的情形。從當時目錄學所記錄

                                                 
1 2 8  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頁 5 7 -71。  
1 2 9

 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頁 9 1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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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籍類別和數量來看，除了各種專論單一病候的方書

外，還有許多大型綜合性醫書。本草方面也出現單論採集、

培植、炮製、音義之類的著作。飲食與醫學的聯繫，也比

上一個時代更為緊密。醫書目錄中，出現食經家的類別，1 3 0

標示了飲食成為醫學知識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黃帝內經素問》與《黃帝內經靈樞》中，可以看

到飲食致疾的相關描述。這項觀念確立後，為了預防疾病，

才會採取進一步的舉動，避忌特定食物或行為，也就是飲

食禁忌的原由。不過，這兩部著作中對這方面的討論，偏

向原則性且模糊的說法，內容不甚明確。在中古時期的醫

書中，對於飲食致疾的討論，與《黃帝內經》的差異為何？

另外，醫書中代表藥學的本草書籍，在先秦兩漢時期的《神

農本草經》中，呈現出與飲食關聯薄弱的現象。經過中古

時期的發展後，出現什麼樣的變化？此時期的本草書籍，

與上一個時代有何異同？這些便是本章所要探究的課題。  

                                                 
1 3 0  在《舊唐書‧經籍志》中，針對醫術類書籍的分類：「右醫術本草

二十五家，養生十六家，病源單方二家，食經十家，雜經方五十八

家，  類聚方一家，共一百一十家，凡三千七百八十九卷」。食經被

視為醫書中獨立的類別。 (後晉 )劉昫等撰，《舊唐書》 (北京：中華

書局， 19 75 )，卷 47，〈經籍下〉，頁 2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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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醫學典籍中的飲食禁忌  

 

    中古時期醫籍的數量雖遠較先秦兩漢時期為多，各種

專論類的書籍豐富了此時期的醫學內容，可惜的是多數作

品今日已不存。隋代的《諸病源候論》，是第一部關於病因

論的專書，可以觀察中古時期醫學，對於飲食和疾病關係

之論述。哪些疾病被認為是透過飲食進入人體，其理論為

何？是否較《黃帝內經》的原則性文字更明確？本節將從

《諸病源候論》解答這些課題。  

    另外，中古時期幾部重要的綜合性方書，當中保留了

大量失傳醫籍的文字，讓今日可以藉此了解中古時期醫學

發展的情況。本節主要採用唐代孫思邈的《千金要方》與

《千金翼方》，以及王燾的《外台秘要方》這三部著作。日

人丹波康賴的《醫心方》雖非中國著作，亦非成書於中國

中古時期的範圍，不過當中抄錄內容皆來自先秦兩漢至隋

唐的醫書，並保留了許多目前已失傳的文句，極具價值，

因此亦將其納入討論。這些醫書描述了各類疾病的成因、

特徵、治療處方等內容。為了避免飲食對身體造成危害，

這些著作中也收錄了各種疾病的飲食須知，也就是飲食禁

忌。這些禁忌依照其對象不同，又有許多類別，其具體內

容將在本節中逐一分析。  

    不過，要特別說明的是，綜合性醫書中，往往包含了

類似本草的藥物學討論。例如《千金要方》中的〈食治〉

與《千金翼方》的〈本草〉，都是討論各物產的性味、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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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禁忌等，其性質更像是本草。因此為了避免混淆，

本節暫不論及這些內容，留待下一節關於中古時期本草中

的飲食禁忌分析時，再一同觀察。本文接著便從《諸病源

候論》和綜合性方書這兩部份，分析中古醫學著作中，飲

食禁忌的概況及其型態。  

 

一、《諸病源候論》的飲食致疾觀  

 

    隋代成書的《諸病源候論》，為中古時期重要的醫學

典籍。此作與其他醫書最大的差異，在於其專論病因、病

理與病症，關於治病的藥方、針法等則無涉及。僅部分疾

病後附上養生引導之法，講論宣導疏散。書中共計 67門，

1739論，對各項疾病之論述可說是淋漓盡致，也成為《千

金方》、《外台秘要方》與《醫心方》等後世綜合性方書引

據病因的重要參考。在這些病因中，自然少不了關於飲食

的部份。雖然先秦兩漢時期的醫書中，對於飲食不當造成

疾病早已有論述，但《諸病源候論》的敘述更為詳盡，除

了「飲食失節」等較模糊的指涉外，有不少病症指證明確，

例如寸白蟲候：  

 

寸白者，九蟲內之一蟲也。長一寸而色白，形小褊，

因腑臟虛弱而能發動。或云飲白酒，一云以桑枝貫

牛肉炙食，并食生栗所成。  

又云：食生魚後，即飲乳酪，亦令生之。其發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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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人精氣，腰腳疼弱。 1 3 1  

 

此論不僅將造成疾病的食物品項指出，對食用方式以及搭

配的錯誤，也有完整說明。當然今日在科學協助下，大眾

已經了解感染寄生蟲的原因，與此論的食法沒有關聯。但

這仍是當時醫者對於各病症的觀察，與長時間累積下的成

果。  

    在眾多病候中，癥瘕病、蠱毒病和霍亂，其成因與飲

食密切關聯，本文接著將一一論述這些內容。首先是癥瘕

病關於其病因和症狀，〈癥瘕病諸侯‧癥瘕候〉的描述是： 

 

癥瘕者，皆由寒溫不調，飲食不化，與藏氣相搏結

所生也。其病不動者，直名為癥。若病雖有結瘕，

而可推移者，名為癥瘕。瘕者，假也，謂虛假可動

也。 1 3 2 

 

癥瘕病總體來說，是一種身體出現的突起肉塊，如果用手

推擠會移動者，稱為瘕，肉塊是固定不動的，稱為癥。依

照肉塊的形狀及其症狀，又可分為多種類別。此病的成因

被認為與飲食有密切關聯，「癥者，由寒溫失節，致府藏之

氣虛弱，而食飲不消，聚結在內，染漸生長」， 1 3 3身體溫度

失節，飲食進入人體後，由於觸及寒氣而無法消散，在體

                                                 
1 3 1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18，〈九蟲病諸侯‧寸白蟲

候〉，頁 5 62。  
1 3 2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1 9，〈癥瘕病諸侯‧癥瘕候〉，

頁 5 78。  
1 3 3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19，〈癥瘕病諸侯‧癥候〉，

頁 5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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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逐漸成長，最後演變成病害。依據所食的不同，產生的

癥瘕症狀也不一致。例如鱉瘕的病因：  

 

鱉瘕者，謂腹中瘕結如鱉狀是也。有食鱉觸冷不消

而生者，亦有食諸雜肉，得冷變化而作者。皆由脾

胃氣虛弱而遇冷，則不能剋消所致。瘕言假也，謂

其有形，假而推移也。昔曾有人共奴俱患鱉瘕，奴

在前死，遂破其腹，得一白鱉仍故活。有人乘白馬

來看此鱉，白馬遂尿，隨落鱉上，即縮頭及腳，尋

以馬尿灌之，即化為水。其主曰：吾將瘥矣。即服

之，果如其言，得瘥。  

養生方云：六月勿食澤中水，令人成鱉瘕也。 1 3 4  

 

食用鱉肉或是其他雜肉後，因為在體內觸及寒氣而凝聚成

鱉形狀的肉塊。巢元方等人認為癥瘕呈現該生物活著的型

態，在身體中造成危害，但其終究不是一般的生物。此例

中從死於鱉瘕之人體內剖出的鱉，在碰到馬尿後，隨即化

為水。此論後面還補上《養生方》的禁忌，如果由其內容

推測，這比較像是避免飲用不乾淨的水而導致感染寄生蟲

之類的疾病。魚瘕也是類似案例：  

 

有人胃氣虛弱者，食生魚，因為冷氣所搏，不能消

之，結成魚瘕，揣之有形，狀如魚是也。亦有飲陂

湖之水，誤有小魚入人腹，不幸便即生長，亦有形，

                                                 
1 3 4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1 9，〈癥瘕病諸侯‧鱉瘕候〉，

頁 5 85 -5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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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如魚也。  

養生方云：魚赤目，作鱠食之，生瘕。 1 3 5  

 

魚瘕的成因特別強調是食用生魚引起，或是喝水時不小心

吞下小魚。這樣的說法，或許可解釋鱉瘕部份養生方的禁

忌原由，是為了避免飲水時不小心將小鱉或鱉的某些部分

也吞下肚。人們相信若不小心吃下這些東西，它們便有機

會在人體內成長致疾。《養生方》則特別提醒，有紅眼的魚

不要作為生魚片食用，因為造成魚瘕的可能性很高。除此

之外，還有蛇瘕、 1 3 6蛟龍病 1 3 7等也是類似模式，而髮癥則

是不小心吃下頭髮引起的症狀。 1 3 8  

    不過癥瘕病的症狀，似乎不止於這種因飲食產生的體

內結塊，還有異食癖的描述，例如米癥：  

 

人有好啞米，轉久彌嗜啞之。若不得米，則胸中清水

出，得米水便止，米不消化，遂生癥結。其人常思米，

不能飲食，久則斃。 1 3 9 

                                                 
1 3 5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1 9，〈癥瘕病諸侯‧魚瘕候〉，

頁 5 87。  
1 3 6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卷 1 9，〈癥瘕病諸侯‧蛇瘕候〉：「人

有食蛇不消。因腹內生蛇瘕也。亦有蛇之精液誤入飲食內，亦令病

之。其狀常苦飢，而食則不下，喉噎塞，食至胸內即吐出。其病在

腹，摸揣亦有蛇狀，謂蛇瘕也」，頁 58 7。  
1 3 7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卷 19，〈癥瘕病諸侯‧蛟龍病候〉：「蛟

龍病者，云三月八月蛟龍子生在芹菜上，人食芹菜，不幸隨食入人

腹，變成蛟龍。其病之狀，發則如癲」，頁 585。  
1 3 8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1 9，〈癥瘕病諸侯‧髮癥候〉：

「有人因食飲內誤有頭髮，隨食而入成癥。胸喉間如有蟲上下來去

者是也」，頁 5 84。  
1 3 9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1 9，〈癥瘕病諸侯‧米癥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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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可能有特殊飲食癖好，此例是咬生米，還到無法停

止的地步。巢元方等人認為這生米在體內不消化而形成的

癥病，最後將導致不能正常飲食而亡。此類病症的模式是

特別喜愛食用某物到無法自拔，但無論怎麼吃都無法滿

足，最後導致無法正常飲食，肉瘕、酒瘕皆為類似情況。

可以看出癥瘕病雖然成因不同，但終歸與飲食失調有關，

論述中也包含了飲食禁忌條目。  

    除了癥瘕病外，另一個與飲食密切相關者為蠱毒病。

一般聯想到蠱，都會認為和遭人下毒有關，此種中毒途徑

便是透過飲食：  

 

凡蠱毒有數種，皆是變惑之氣。人有故造作之，多

取蟲蛇之類，以器皿盛貯，任其自相噉食，唯有一

物獨在者，即謂之為蠱。便能變惑，隨逐酒食，為

人患禍。 1 4 0 

 

練成的蠱透過飲食進入人體，造成致命傷害。但《諸病源

候論》中蠱毒病的範圍更廣，受到「變惑之氣」影響的事

物，都有可能為人帶來與此病相似的傷害。其管道當然不

僅止於飲食，像射工這類被認為利用含沙射影，讓人染疾

的毒蟲，也被歸類在蠱毒病。若透過飲食中毒，則是因為

食物受到異變，這其實與吃到變質食物的情況有些類似。

舉例來說，食用牛肉導致中毒的原因：  

                                                                                                                            
頁 5 82。  

1 4 0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25，〈蠱毒病諸侯上‧蠱毒

候〉，頁 7 16 -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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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食牛肉有毒者，由毒蛇在草，牛食因誤噉蛇則

死；亦有蛇吐毒著草，牛食其草亦死，此牛肉則有

大毒。又因疫病而死者，亦有毒。食此牛肉，則令

人心悶，身體痺，甚者乃吐逆下利，腹痛不可堪，

因而致死者非一也。 1 4 1 

 

牛因為某些遭遇導致異常死亡，例如吃草時不小心咬到

蛇，或是吃到被蛇污染的草料，又或是因疫病而亡。牛隻

死亡後毒性依舊保留在牛肉中，若食用這些便會導致中

毒。蛇毒、疫病代表的正是「變惑之氣」，讓牛肉產生和蠱

毒類似的情況。這樣的說明也解釋了為何有些動植物不適

宜食用，例如魚類：  

 

凡食諸魚有中毒者，皆由魚在水中，食毒蟲惡草則

有毒，人食之，不能消化，即令悶亂不安也。 1 4 2 

 

魚在水中食用了有毒的昆蟲或是水草，便將毒性保留在身

上，人若吃到這些魚，就會中毒。如果將《諸病源候論‧

蠱毒病諸候》中與飲食相關者做歸類，大致有四種：第一，

人為變惑的蠱毒，是刻意練成用來傷人的毒物。第二，如

上述牛肉類型之毒，因為某些情況讓其產生毒性而無法食

用。此類的成因有自然而成者，例如疾病，或是該生物原

                                                 
1 4 1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2 6，〈蠱毒病諸候下‧食牛肉

中毒候〉，頁 7 43。  
1 4 2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2 6，〈蠱毒病諸候下‧食諸魚

中毒候〉，頁 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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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習性導致毒上身，但也有人為產生者，例如漏脯、鬱

肉這類因為保存方式不當而產生毒性的食品。 1 4 3第三，生

物或特定部位本來就有毒，不適宜食用，例如駿馬肉及馬

鞍下肉、 1 4 4鯸鮐魚、 1 4 5鱸魚肝等。 1 4 6第四，類似癥瘕病的

成因，例如食鴨肉中毒：  

 

鴨肉本無毒，不能損人。偶食觸冷不消，因結聚成

腹內之病。 1 4 7 

 

其病因跟癥瘕相同。另外食諸蟲中毒候也跟癥瘕的蛟龍病

類似，都是食用水生植物時不小心吃到其他附著在上的生

物，導致體內異變。 1 4 8除以上四者外，還有飲酒失當而引

                                                 
1 4 3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2 6，〈蠱毒病諸候下‧食漏脯

中毒候〉：「凡諸肉脯，若為久故茅草屋漏所濕，則有大毒，食之三

日，乃成暴癥，不可治，亦有即殺人者。凡脯，炙之不動，得水則

動，亦殺人」，頁 7 4 7；同書，卷 2 6，〈蠱毒病諸候下‧食鬱肉中毒

候〉：「鬱肉毒者，謂諸生肉及熟肉內器中，密閉頭，其氣壅積不泄，

則為鬱肉，有毒。不幸而食之，乃殺人。其輕者，亦吐利煩亂不安」，

頁 7 45。  
1 4 4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2 6，〈蠱毒病諸候下‧食馬肉

中毒候〉：「凡駿馬肉及馬鞍下肉，皆有毒，不可食之，食之則死。

其有凡馬肉則無毒。因疫病死者，肉亦有毒。此毒中人，多洞下而

煩亂」，頁 7 44。  
1 4 5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2 6，〈蠱毒病諸候下‧食鯸鮧

魚中毒候〉：「此魚肝及腹內子有大毒，不可食，食之往往致死」，

頁 7 49。  
1 4 6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2 6，〈蠱毒病諸候下‧食鱸魚

肝中毒候〉：「此魚肝有毒，人食之中其毒者，即面皮剝落，雖爾，

不至於死」，頁 74 8。  
1 4 7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2 6，〈蠱毒病諸候下‧食鴨肉

中毒候〉，頁 7 47。  
1 4 8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2 6，〈蠱毒病諸候下‧食諸蟲

中毒候〉：「野菜芹荇之類，多有毒蟲水蛭附之，人誤食之，使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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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病症，亦收錄於蠱毒病篇章。  

    第三種被認為和飲食有直接關係的疾病是霍亂。該病

的首論中，對於霍亂的成因有詳細的說明：  

 

霍亂者，由人溫涼不調，陰陽清濁二氣，有相干亂

之時，其亂在於腸胃之間者，因遇飲食而變發，則

心腹絞痛。……。亦有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

因居處不節，或露臥濕地，或當風取涼，而風冷之

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脾胃得冷則不磨，不磨則

水穀不消化，亦令清濁二氣相干，脾胃虛弱，便為

吐利，水穀不消，則心腹脹滿，皆成霍亂。 1 4 9 

 

飲食失節被認為是染病的主因之一。實際上，霍亂候的 24

論中，有 21論都提到「冷熱不調，飲食不節」八字，顯示

飲食在此疾成因中的重要性，可惜的是針對特定食品造成

疾病生成的論述較少，僅有《養生方》提到「七月食蜜，

令人暴下，發霍亂」， 1 5 0但沒有再進一步論述其原因。無論

如何，飲食被視為這三大類疾病的成因之一，相關的論述

充分的從病理的面向，將食物和疾病的關係扣在一起，這

也是中古飲食禁忌不同於先秦兩漢醫書的特色。  

    還有一種病症，雖然在歸類上並非同一門疾病，但其

共通點在於病癒後，因為飲食失當再度復發，並成為威脅

                                                                                                                            
毒，亦能悶亂，煩躁不安」，頁 7 50 -75 1。  

1 4 9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2 2，〈霍亂病諸候‧霍亂候〉，

頁 6 48 -64 9。  
1 5 0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2 2，〈霍亂病諸候‧霍亂候〉，

頁 6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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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重大疾病。首先是傷寒：  

 

傷寒病新瘥，及大病之後，脾胃尚虛，穀氣未復，

若食豬肉、腸、血、肥魚及油膩物，必大下利，醫

所不能治也，必至於死。若食餅餌○黍、飴餔炙鱠、

棗、栗諸菓脯物，及牢強難消之物，胃氣虛弱，不

能消化，必更結熱。適以藥下之，則胃虛冷，大利

難禁。不下之必死，下之亦危，皆難救也。大病之

後，多坐此死，不慎護也。夫病之新瘥後，但得食

糜粥，寧少食乃飢，慎勿飽，不得他有所食，雖思

之勿與，引日轉久，可漸食羊肉糜若羹，慎不可食

豬狗等肉。 1 5 1 

 

傷寒初癒，身體尚未完全恢復之時，若食用肥膩食物，將

導致嚴重腹瀉，甚至會因此喪命。另外，也需切記不能吃

難消化之物，否則積在體內，將會陷入是否用藥排出的兩

難，兩種作法都非萬全之策，可能導致死亡的後果。巢元

方等人認為不少人在病後都是死於錯誤飲食，並附上適合

的膳食安排，並提醒即使過了一段時間，也不可食用豬、

狗等肉，以策安全。除了傷寒之外，時行病、熱病、溫病

之中，《諸病源候論》都附上了相近的論述，提醒病後仍需

注重飲食，不可輕犯。  

    中古醫書中，不少會引用養生類書籍的內容，這情況

在《諸病源候論》亦不例外。在許多病症論述後，同時會

                                                 
1 5 1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8，〈傷寒病緒候下‧傷寒病

後食復候〉，頁 2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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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養生方》、《養生禁忌》、《養生方引導法》的內容。

這些典籍今日已無法得知為何人所著，應屬魏晉六朝時期

的養生方書一類。觀其內容，包含宣導疏散的按摩或運動

法，用以減輕或消除病症。除此之外，還有不少關於造成

疾病的不當食法，以禁忌的形式收入其中。本文統計《諸

病源候論》中共有 30項症候後方收錄來自這些養生類書籍

的飲食禁忌。 1 5 2其類型相當豐富，例如飲食後的禁忌，〈風

病諸候下‧頭面風候〉：  

 

養生方云：飽食仰臥，久成氣病頭風。  

又云︰飽食沐髮，作頭風。  

又云：夏不用露面臥，露下墮面上，令面皮厚，喜

成癬。一云作面風。 1 5 3  

 

此處所指的是飲食後做某些動作，或是洗髮等活動，都會

導致疾病。其指涉對象是飲食後的行為，但仍可歸類在飲

食禁忌的範圍內，屬於飲食方法的禁忌。除此之外，也有

明確指涉飲食種類的內容：  

 

養生方云：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

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

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

氣之應也，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飧泄。  

                                                 
1 5 2  內容詳見附錄二〈《諸病源候論》轉引自《養生方》、《養生禁忌》、

《養生方引導法》之食禁〉。  
1 5 3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2，〈風病諸候下‧頭面風候〉，

頁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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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五月勿食未成核菓及桃棗，發癰癤。不爾，

發寒熱，變黃疸，又為泄痢。 1 5 4  

 

此處的飲食禁忌屬於時節的禁忌，不在五月食用還沒長出

核的果物，並對應了癰癤、寒熱、黃疸、泄痢等病症。《養

生方》同時也提及養護身體，避免疾病之法，食禁僅是其

中一環，但也同時經由醫籍的傳抄，成為醫學體系的一部

分。  

 

二、綜合性方書中的疾病與飲食  

 

    從《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與《新唐書‧

藝文志》中，可以得知中古時期出現大量醫學著作，有本

草、脈學、養生、專科等各類作品。其中綜合性方書的內

容，涵括多種醫學面向，並以各類疾病作為分類主題，談

病因、病症、治法等。可惜的是今日不少作品已散逸，僅

有部份保留：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燾的

《外台秘要方》，以及日人丹波康賴的《醫心方》。幸運的是，

由於這些方書往往相互抄錄、承襲，使得許多失傳之作，

都可在這幾部著作中找到大量留存的文字。這些相 關內

容，透露出許多關於飲食的課題。飲食與疾病的關係，在

這些方書中呈現三個階段：第一，在日常生活中，避免飲

食失當造成疾病，也就是預防階段；第二，在不幸染疾後，

                                                 
1 5 4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1 7，〈痢病諸候‧水穀痢候〉，

頁 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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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過程與服藥時，所需注意的飲食調理；第三，疾病過

後，身體尚未完全恢復，這時的膳食安排也需要多加考量，

避免疾病復發，或是衍生其他惡果。本文接著將依序分析

之。  

    首先是預防階段，關於平時飲食的各項忌宜，《外台

秘要方》將其內容收羅在卷三十一〈解飲食相害成病百件〉

中，與解各種食毒之方放在一起。其來源頗廣泛，《肘後

方》、《古今驗錄》、《千金翼方》、《備急》、張仲景、張文仲

都有所引用。張文仲為唐代醫人，王燾並未說明這些文字

引自張文仲哪部著作，至於《備急》則不知為何書之名或

是簡稱。張仲景的部分，其內容與今日所見的《金匱要略》

相合，可能是當時《傷寒雜病論》流傳的版本之一。在飲

食禁忌內容方面，《古今驗錄》僅收解毒藥方，《千金翼方》

只有一段關於中肉類毒性的文字， 1 5 5《備急》的內容也不

多， 1 5 6相關條目主要出自《肘後方》與張文仲。《肘後方》

由於陶弘景也涉編寫之事，因此本文放到陶弘景與《本草

                                                 
1 5 5  該篇引自《千金翼方》的內容為：「凡六畜五臟著草自動搖及得酢

咸不變色，又隨地不污，又與犬不食，皆有毒，殺人也。凡食飲有

毒澆地地墳起，皆殺人。凡肉在器中蓋，密氣不泄者，皆殺人。凡

脯肉、熟肉不用深藏，密氣不泄，殺人。若中此毒者，皆犬糞灰水

服方寸匕，良」。 (唐 )王燾撰，高文鑄校注，《外台秘要方》 (北京：

華夏出版社， 199 3)，卷 3 1，〈解飲食相害成病百件〉，頁 6 13。  
1 5 6  此處所引《備急》內容，主要是關於在嶺南地區遇到飲食遭人下

毒的解法：「席辯刺史云：嶺南俚人毒藥皆因食得之，多不即覺，

漸不能食，或更心中嘈脹，並背急悶，先寒似瘴，微覺即急取一片

白銀含一宿，銀變色即是藥也。銀色青是藍藥，銀色黃赤是菌藥，

久久毒入眼，眼或青或黃赤，若青是藍藥，若黃赤是菌藥，俚人有

解療者，畏人得法，在外預合，或言三百頭牛藥，或言三百兩銀藥，

余住久，與首領親狎，知其藥並是常用，俚人不識《本草》，乃妄

言之」。 (唐 )王燾撰，高文鑄校注，《外台秘要方》，卷 31，〈解飲食

相害成病百件〉，頁 6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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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集注》的部份另行說明。張文仲的部份，共歸納出 15條，

如下表： 1 5 7  

 

表 3- 1、《外台秘要方》卷三十一〈解飲食相害成病百件〉所

錄張文仲食禁條目  

1 .  白黍，不可合飴糖、蜜共食  9 .  二月三日、四月八日，勿食

百草  

2 .  黍米，不可合葵共食  1 0 .  二月，勿食小蒜  

3 .  白蜜，不可合菰首食  11 .  四月，勿食胡荽  

4 .  菰首，不可合生菜食  1 2 .  又凡物肝臟自不可輕啖，自

死者彌勿食之  

5 .  病人，不可食胡荽、芹菜及

青花、黃花菜  

1 3 .  諸 心 皆 勿 食 之 ， 為 神 識 所

舍，使人來生獲報對  

6 .  妊身，勿食桑椹並鴨子  1 4 .  凡 肉 閉 在 密 器 中 經 宿 者 為

郁 肉 ， 茅 屋 溜 下 沾 脯 為 漏

脯，並有大毒  

7 .  五月，勿食韭  1 5 .  又凡六畜自死，皆是遭疫則

有毒，人有食疫死牛肉，令

病洞下，亦致堅積者，並宜

以利藥下之良  

8 .  十月，勿食椒    

 

當中編號 1至 4號為配伍禁忌、編號 5至 6號為食者禁忌、編

                                                 
1 5 7

 表列內容詳見： (唐 )王燾撰，高文鑄校注，《外台秘要方》，卷 3 1，

〈解飲食相害成病百件〉，頁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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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7至 11號為食時禁忌、編號 12至 15號為不宜食之物，數量

上分布平均。  

   除了上述一般人日常飲食的禁忌外，針對不同情況的

人，如孕婦、幼兒、老者等，方書中也會特別收錄相關飲

食禁忌。例如孕婦飲食禁忌，在之前《胎產書》的部份已

提過因「見物而化」的概念下所產生的禁忌。不過到了中

古時期，相關的禁忌更為多元，影響層面也出現變化。以

下用《千金要方》中的孕婦飲食禁忌為例： 1 5 8  

 

表 3- 2、《千金要方‧婦人方》所錄孕婦食禁  

1 .  妊娠食羊肝，令子多厄  7 .  妊娠食雞肉、糯米，令子多

寸白蟲  

2 .  妊娠食山羊肉，令子多病  8 .  妊 娠 食 椹 並 鴨 子 ， 令 子 倒

出，心寒  

3 .  妊娠食驢馬肉，延月  9 .  妊娠食雀肉並豆醬，令子滿

面多 黑子  

4 .  妊娠食騾肉，產難  1 0 .  妊娠食雀肉、飲酒，令子心

淫情亂，不畏羞恥  

5 .  妊娠食兔肉、犬肉，令子無

音聲並缺唇  

11 .  妊娠食鱉，令子項短  

6 .  妊娠食雞子及乾鯉魚，令子

多瘡  

1 2 .  妊娠食冰漿，絕胎  

 

                                                 
1 5 8

 表列內容詳見：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

注》，收入《藥王千金方》，卷 2，〈婦人方上‧養胎第三〉，頁 2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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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為《千金要方》卷二〈婦人方上‧養胎第三〉所收錄

的孕婦食禁，可以發現當中描述觸犯飲食禁忌的影響，不

僅於胎兒的外型，還包括懷胎婦女可能有延月、難產甚至

絕育的情況。胎兒也可能因此得到各種疾病，影響性情，

甚至運勢。至於兒童，由於尚在發育階段，身體的狀況不

同於成人，飲食上也會有需要注意之處。不過這方面的條

目零散在各書，不像孕婦禁忌那般集中，只有《醫心方》

搜羅部分條目成篇： 1 5 9  

 

表 3- 3、《醫心方》所錄幼兒食禁  

1 .  小兒食諸肉，令兒腹中生瘕，難治  產經  

2 .  小兒齒未易，蜜及飴糖不可與食，令兒齒朽壞，

雖易，齒不堅  

3 .  小兒不可與食狗鼠殘物，令兒咽中生白瘡，死  

4 .  小兒不可與食核未成諸果，令兒生寒熱及瘰癧  

5 .  大豆炒小麥，勿與一歲以上，十歲以下小兒，

喜氣壅而死也  

養生要集  

6 .  凡男子年十五以下，不得飲冰沉漿，腠理未成，

故成病  

7 .  小兒未斷乳，不可啖雞肉，生蛔蟲，亦令體瘦  

8 .  大麥面勿與一歲以上，十歲以下小兒，其喜氣

壅塞而死  

崔禹錫食經  

9 .  黍，不可與小兒食之，令不能行  孟詵食經  

                                                 
1 5 9

 表列內容詳見： (日 )丹波康賴撰，高文柱校注，《醫心方校注》 (北

京：華夏出版社， 2 011)，卷 25，〈小兒禁食第十九〉，頁 5 07。  



 第三章 中古時期醫書的飲食禁忌．85． 

1 0 .  小兒食蕺菜，便覺腳痛  

11 .  栗餌孩兒，令齒不生  蘇敬本草注  

1 2 .  蝦，小兒食之，腳屈不能行  本草拾遺  

1 3 .  小兒食蕨，腳弱不行  

 

上表為《醫心方》卷二十五〈小兒禁食第十九〉所錄的 13

條幼兒飲食禁忌，可以看出一些不同於成人的特點。首先，

幼兒飲食禁忌中關於牙齒保健的為編號 2和 11兩條，由於兒

童還未經歷乳牙更換為恆齒的生長過程，因此部份食品被

認為還不適合食用，以免影響牙齒生長。編號 9、 10、 12、

13四條則是關於腳部的影響，這或許是考量幼兒身體發育

所延伸的禁忌，亦或當時流傳的兒童特殊疾病，不得而知。

另外，不同禁忌條目下關於幼兒的定義，也不一致。編號 5

與 8兩條清楚描述是 1歲至 10歲，編號 6指 15歲以下者，編號

7則以斷乳與否定義，其他條目未有明確規範，呈現有些混

亂的情況。  

    至於老者，在《千金翼方》的〈養性‧養老食療第四〉： 

 

論曰︰人子養老之道，雖有水陸百品珍饈，每食必

忌於雜，雜則五味相撓，食之不已，為人作患。是

以食啖鮮肴，務令簡少。飲食當令節儉。若貪味傷

多，老人腸胃皮薄，多則不消。彭亨短氣，必致霍

亂。夏至以後，秋分以前，勿進肥濃羹臛酥油酪等，

則無他矣。夫老人所以多疾者，皆由少時春夏取涼

過多，飲食太冷，故其魚膾、生菜、生肉、腥冷物

多損於人，宜常斷之。惟乳酪酥蜜，常宜溫而食之。

此大利益老年。雖然，卒多食之，亦令人腹脹泄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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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食之。 1 6 0 

 

孫思邈十分重視平日飲食養補，同時也關注人年老退居生

活等議題。這類內容都是《千金要方》較少提及，在之後

的《千金翼方》中作補充。孫思邈在此提到的飲食禁忌，

實際上也適用一般成年人，只是老者需要更加關注，因為

腸胃較弱。此外，人老之後，年輕時所累積的飲食損傷可

能會因此反撲，因此孫思邈也特別提醒春夏天熱之時，不

要貪食生冷之物，免得導致年紀漸長之後，變成致病之因。

應吃些補養的乳酪、酥等補養物，只是不能一下食用過多，

須慢慢增量。  

    以上是關於平日飲食禁忌的部分。不過就算特別注意

飲食，仍有染疾的可能性。疾病發生時，《千金要方》中有

幾條關於疾病來源的推論，與飲食相關：  

 

假令肝病，西行若食雞肉得之，當以秋時發病，以

庚辛日也。 1 6 1 

 

假令心病，北行若食豚魚得之，不者，當以冬時發，

得病以壬癸日也。 1 6 2 

 

假令脾病，東行若食雉兔肉及諸木果實，得之，不

                                                 
1 6 0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千金翼方校注》，收入《藥王千金

方》，卷 1 2，〈養性‧養老食療第四〉，頁 68 8 -6 89。  
1 6 1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11，〈肝臟‧肝臟脈論第一〉，頁 2 09。  
1 6 2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1 3，〈心臟‧心臟脈論第一〉，頁 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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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當以春時發，得病以甲乙日也。 1 6 3 

 

假令肺病，南行若食馬肉及獐肉得之，不者，當以

夏時發，得病以丙丁日也，宜赤藥。 1 6 4 

 

假令腎病，中央若食牛肉及諸土中物得之，不者，

當以長夏時發，得病以戊巳日也。 1 6 5 

 

這五段文字，對照睡虎地秦簡日書，可以發現有許多巧妙

的吻合。首先，以五行為依歸，對應兩個天干日的情況；

其次，同樣以食物作為致病之因，並且推測疾病後續的發

展時間。這顯示出日書的數術模型，到了中古時期，仍被

套用在醫學之中，飲食仍被視為造成疾病的原因之一。  

    除了被視為致疾之因外，生病與服藥治療時，飲食也

需要特別避忌。醫方中針對不同疾病，或多或少都會提及

關於病時的飲膳照顧須知。例如骨蒸病，《外台秘要方》轉

引蘇游的《玄感傳屍方》，當中對罹患骨蒸病人的飲食有諸

多叮嚀：  

 

骨蒸之病，無問男女，特忌房室，舉動勞作，尤所

不宜。陳臭酸鹹，粘食不消，牛馬驢羊，大小二豆，

豬魚油膩，酒面瓜果，野豬之屬，葵筍蒜蕨，及生

                                                 
1 6 3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1 5上，〈脾臟上‧脾臟脈論第一〉，頁 2 67。  
1 6 4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1 7，〈肺臟‧肺臟脈論第一〉，頁 2 98。  
1 6 5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1 9，〈腎臟‧腎臟脈論第一〉，頁 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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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等，並不得餐。自非平復一月以後，乃漸開也。

大略如此，觸類而長之。此病宜食煮飯、鹽豉、豆

醬、燒薑、蔥韭、枸杞、苜蓿、苦菜、地黃、牛膝

葉，並須煮爛食之。候病稍退，恐肌膚虛弱者，可

時食乾鹿脯，為味中間所有得食之者，按其條下具

言之。 1 6 6 

 

蘇游認為骨蒸病人，除了禁止行房和勞動外，飲食也有很

多忌諱。有臭味和酸鹹之物、不容易消化的粘質食物、各

種肉品、油膩物、麵類、瓜果菜蔬、酒和生冷等食物，都

需禁止到至少病癒後一個月，才能慢慢放寬限制。他並提

出只有幾項食物適合在此時食用，但仍須煮到爛熟才能給

病人。對於骨蒸病的相關飲膳條理可說巨細靡遺。在《千

金要方》中，脾臟病裡的熱痢和疳濕痢也有類似飲食禁忌。

〈脾臟下‧熱痢第七〉：  

 

凡痢病，通忌生冷酢滑、豬雞魚油、乳酪酥乾、脯

醬粉鹹。所食諸食，皆須大熟爛為佳，亦不得傷飽，

此將息之大經也。若將息失所，聖人不救也。 1 6 7 

 

以及〈脾臟下‧疳濕痢第九〉：  

 

凡疳，慎鹽、醬、醋、酥、油、棗等，一切皆忌。

                                                 
1 6 6

 (唐 )王燾撰，高文鑄校注，《外台秘要方》，卷 1 3，〈傳屍方四首〉，

頁 2 37。  
1 6 7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1 5下，〈脾臟下‧熱痢第七〉，頁 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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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白飯、豉、苜蓿、苦苣、蕪菁不在禁限。 1 6 8 

 

可以看得出來這類疾病禁忌除了針對各類的獨特之禁外，

不少飲食禁忌都是通則。例如油膩與肉魚類，特別是豬肉，

絕對是大忌；生冷之物在身體虛弱的情況下，也難以負荷；

另外，鹽、醬、醋等調味也須避免。  

    至於服藥時的飲食禁忌，則更為繁瑣，實際上在綜合

性方書中，此類飲食禁忌往往佔極高的比例，多半附之於

各藥方之下，提醒服用此方者需注意的事項。以下列舉一

條《外台秘要方》轉引自《廣濟方》的藥方為例：  

 

《廣濟》賁豚氣在心，吸吸短氣，不欲聞人語聲，

心下煩亂不安，發作有時，四肢煩疼，手足逆冷方。 

李根白皮 八 兩  半夏 七 兩 ， 洗  乾薑 四 兩  茯苓  三 兩  人參

二 兩  甘草 二 兩 ， 炙  附子 一 兩 ， 炮  桂心 四 兩  

右八味，切，以水一斗，煮取三升，絞去滓，分三

服，別相去如人行六、七里。忌生冷、羊肉、餳、

海藻、菘菜、油膩、醋物、生蔥、粘食。范汪同。

1 6 9  

 

此類的書寫都依照藥方名、材料、製法、服用方法、禁忌

的模式書寫。將禁忌的食物如羊肉、海藻等附於最後，很

明顯是針對藥方，而不完全是疾病本身。這類禁忌的起源

                                                 
1 6 8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1 5下，〈脾臟下‧疳濕痢第九〉，頁 2 82。  
1 6 9

 (唐 )王燾撰、高文鑄校注，《外台秘要方》，卷 1 2，〈賁豚氣沖心胸

方四首〉，頁 2 27。  



．90．中國中古時期的飲食禁忌──以醫書為中心  

並不陌生，回朔前述《五十二病方》中的數條飲食禁忌，

禁忌形態幾乎一致，只是發展的更為多樣詳細罷了。此類

禁忌的原因，恐怕與藥物使用原理脫不了干係，《神農本草

經》關於藥物使用的論述：  

 

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葉花實，草石骨肉。

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

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合和當視

之，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

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也。 1 7 0 

 

藥物本身有七情的適宜性，有的效果相乘加倍，有的可以

抵消另一種藥的副作用，但是也可能導致他藥失效，甚至

突顯毒性，若搭配不當，會為人體帶來傷害。但食物亦是

藥物中的一份子，當然服用不同原料製成的藥方，也需注

意裡面藥物和飲食的適宜性。因此孫思邈在《千金要方》

的開頭，卷一〈序錄〉中就提醒了服藥時需注意的飲食通

則問題：  

 

凡服藥，皆斷生冷酢滑，豬犬雞魚，油麵蒜及果實

等。其大補丸散，切忌陳臭宿滯之物，有空青忌食

生血物。天門冬忌鯉魚，白朮忌桃李及雀肉、胡荽、

大蒜、青魚  等物，地黃忌蕪荑，甘草忌菘菜、海

藻，細辛忌生菜，菟絲子忌兔肉，牛膝忌牛肉；黃

連、桔梗忌豬肉，牡丹忌胡荽，藜蘆忌狸肉，半夏、

                                                 
1 7 0

 尚志鈞校注，《神農本草經校注》，卷 1，〈序錄〉，頁 4。  



 第三章 中古時期醫書的飲食禁忌．91． 

菖蒲忌飴糖及羊肉，恆山、桂心忌生蔥、生菜，商

陸忌犬肉，茯苓忌醋物，柏子仁忌濕面，巴豆忌蘆

筍羹及豬肉，鱉甲忌莧菜。 1 7 1 

 

可以看出孫思邈除了提到油膩、豬肉、生冷、醋滑等原則

性的禁忌外，還有不少針對藥物和食物品項之間的配置禁

忌。這些內容與《肘後備急方》和《本草經集注》的藥忌

部份大致相符。下一則提到：  

 

凡餌湯藥，其粥食肉菜皆須大熟。熟即易消，與藥

相宜。若生則難消，復損藥力。仍須少食菜及硬物，

於藥為佳，亦少進鹽醋乃善，亦不得苦心用力及房

室喜怒。是以治病用藥力，唯在食治將息得力，大

半於藥有益。所以病者務在將息節慎，節慎之至，

可以長生，豈惟病愈而已。 1 7 2 

 

服湯藥的人，需食用煮熟易消化之物，避免減損藥力。注

重服藥時的膳食和作息配置，可使藥物的效果更好。這些

都是服藥時需要特別注重飲食禁忌的原因。  

    在疾病剛平復，身體仍虛弱的情況下，飲食調養也是

不可忽視的課題。上述在《諸病源候論》中，提到傷寒、

熱、溫、時行病後，都需要注意飲食，否則病勢再度復發，

可能導致無藥可救的惡果。綜合性方書自然也注意到此問

                                                 
1 7 1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1，〈序例‧服餌第八〉，頁 29。  
1 7 2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1，〈序例‧服餌第八〉，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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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不妨以《外台秘要方》卷三〈天行瘥後禁忌方二首〉

為例說明： 1 7 3  

 

表 3- 4、《外台秘要方》卷三〈天行瘥後禁忌方二首〉所錄病

癒後食禁  

1 .  凡熱 病 新瘥 ， 及大 病 之後 ， 食豬 肉 及腸 血 、肥 魚、

油膩等，必大下痢，醫不能療也，必至於死  

集驗方  

2 .  若食 餅 餌、 粢 黍、 飴 脯， 膾 炙、 棗 栗諸 果 ，及 堅實

難消 之 物， 胃 氣尚 虛 弱， 不 能消 化 ，必 更 結熱 ，適

以藥 下 之， 則 胃中 虛 冷， 大 利難 禁 ，不 下 必死 ，下

之復 危 ，皆 難 救也 。 熱病 之 後， 多 坐 此 死 ，不 可不

慎也  

3 .  病新 瘥 ，但 得 食糜 粥 ，寧 可 少食 令 飢， 慎 勿飽 ，不

得他 有 所食 ， 雖思 之 勿與 。 引日 轉 久， 可 漸食 羊肉

糜若羹汁兔雉鹿肉，慎不可食豬犬肉也  

4 .  天行病未復，強食黃花菜，手足稍重。一方雲青花  僧深方  

5 .  天行病瘥，食 鱠必變成瘕，又食 魚肉結氣不化  

6 .  天行病瘥，飲酒合陰陽，復必死  

7 .  天行病損未滿三月日，食鯔 肉則復下血，食鹽豉令

人四肢不舉  

8 .  天行病瘥，食諸菜有花者，三年肌膚不充  

9 .  天行病未好損，食生瓜芥，三月流腫也  

1 0 .  天行病瘥，食菜合陰陽復必死  

                                                 
1 7 3

 表列內容詳見：(唐 )王燾撰、高文鑄校注，《外台秘要方》，卷 3，〈天

行瘥後禁忌方二首〉，頁 5 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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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天行病瘥後，未滿五日，食一切肉面者，病更發困  備急千

金要方  1 2 .  天行病瘥，食芥膾作疽  

1 3 .  天行病瘥，新起飲酒，及食薤菜，病更發  

1 4 .  天行病新瘥，食生魚鮓，下痢必不止  

1 5 .  天行病瘥，食生菜， 令顏色終身不平復  

1 6 .  天行病新汗解，飲冷水者損心包，令人虛不復  

1 7 .  天行病未損，食犬肉並葫，以合食之，復則死  

1 8 .  天行病瘥，食生棗及羊肉者，膈上作 熱蒸  

1 9 .  天行新瘥，食犬肉、羊肉，作骨中蒸熱  

2 0 .  天行病瘥，食魚肉並瓜生菜，食者令人身腫  

2 1 .  天行病瘥，食蒜、膾者，病發大困  

 

王燾在此處的禁忌，援引自《集驗方》、《僧深方》與《千

金要方》三部著作，前兩者分別出自僧深和姚僧垣之手，

屬於南北朝時期的經驗方書。《集驗方》的內容大體上與《諸

病源候論》之說相去不遠，屬於大範圍原則上的禁忌，主

要限制肥膩和堅硬難消兩類食物，以及介紹適宜的膳食。

《僧深方》的條目風格，和《千金要方》相近，針對特定食

品，若在天行病後食用，將會導致某種後果。食物品項和

導致復發的病症對應更為詳細，呈現兩種不同的禁忌形態。 

    以上中古醫書中對於飲食致疾及其禁忌的論述，呈現

出許多和先秦兩漢時期的不同之處。首先，在數量上的差

距十分明顯，除了《五十二病方》和《胎產書》等少量飲

食禁忌條目外，兩部《黃帝內經》中，多數是原則性的飲

食配置準則與避忌。中古時期的醫書中，則是包含了為數

眾多的飲食禁忌相關條目，關於飲食和疾病的關連性，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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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更為精確，不同食物皆有可能引發的對照疾病。此外，

除了平時以飲食禁忌作為保護身體的手段外，針對服藥治

療過程中的禁忌，以及病後初癒的調養期，都有需要注意

的飲食限制。這些知識建構了一個嚴密的「飲食─疾病」

系統，是與先秦兩漢時期的最大差異。  

    不過，中古時期醫書中部分飲食禁忌的描述，在觀念

上仍可見到前一時代的影響。例如「二月三日、四月八日，

勿食百草」1 7 4這樣的型態，讓人很難不聯想到日書的禁忌。

《千金要方》中對於五臟病的病因判別與推敲，更像是《日

書》甲種〈病〉篇的形式。另外，關於服藥禁忌的部份，

也早在《五十二病方》中出現，只是描述上較中古醫書的

形式簡略。這些線索也暗示了部份飲食禁忌敘述，和先秦

兩漢時期在觀念上的延續性。  

                                                 
1 7 4  詳見表 3 -1〈《外台秘要方》卷三十一〈解飲食相害成病百件〉所

錄張文仲食禁條目〉，編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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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草中的飲食禁忌  

 

    探討中古時期醫書中的飲食禁忌，自然不能忽略代表

藥學的本草。在上一章的分析，可以發現《神農本草經》

中，關於食物品項的內容頗為缺乏，飲食禁忌更是罕見。

這樣的情況到了中古時期的本草著作，是否已有所變化，

這是本節主要討論的重點。  

    不過，本節所要討論的「本草」著作，並非全是以本

草為名。在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兩部醫

書內，都有以本草的形式記錄藥品的篇章，其中《千金要

方》的〈食治〉一篇更是以此模式描述食物療效和禁忌，

自然不可不談。因此本節對於中古時期本草的討論範圍，

主要是以其書寫形式同於本草著作，介紹藥物的味、性、

主治等作為主要內容的文獻。除了《本草經集注》、《新修

本草》、《食療本草》外，《千金要方》的〈食治〉，以及《千

金翼方》的〈本草〉也將在本節中一併分析。  

    依照這些本草的寫作側重，又可分為收錄品項較全面

性的《本草經集注》、《新修本草》、《千金翼方‧本草》，和

以食物品項為主的《千金要方‧食治》、《食療本草》。其中

成書於南北朝時期的《本草經集注》，對於本節探討中古時

期本草中的飲食禁忌，具有重要的代表意義，因此單獨作

為一個子題來分析。其餘四部著作則依其性質分為「通論

性本草」和「以食為主體的本草」兩個子題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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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陶弘景與《本草經集注》  

 

    食物在中國醫學運用的時間非常早，以食材作為炮製

藥品的原料，本文前述的《五十二病方》所收錄之藥方即

可為例。不過，作為該時代本草書籍代表的《神農本草經》，

所收羅的品項，屬於一般食材者屈指可數。在進入中古初

期後，從目前僅存殘輯本的《吳普本草》收錄品項分析，

可以看出這樣的傾向開始轉變。吳普為曹魏時人，師承華

陀， 1 7 5其著作《吳普本草》今日輯復後，尚存藥品 2 70項。

尚志鈞將 270品項依照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穀的

方式分類，光是歸為果、菜、米穀類的便高達 35項， 1 7 6佔

全體的 12 .96%，本文前述《神農本草經》的相關品項為 24

品，只佔 365種藥品的 6 .58%， 1 7 7其變化由此可見。《吳普本

草》現存較完整的條目，記錄了神農、黃帝、岐伯、桐君、

醫和、扁鵲、雷公、李氏等八家對藥氣、味、性的不同看

法，以及別名、產地、採收時間、主治等內容， 1 7 8關於飲

食禁忌的部份甚少，僅梨有「金創、乳婦不可食梨」 1 7 9的

                                                 
1 7 5

 (晉 )陳壽撰， (劉宋 )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29，〈方技傳〉：「廣

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 (北京：中

華書局， 19 82 )，頁 80 4。  
1 7 6

 依照尚志鈞輯校版，果菜米穀類的品項為編號 2 36至 2 70。詳見 (曹

魏 )吳普著，尚志鈞輯校，《吳氏本草經》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200 5)，〈目錄〉，頁 11 -12。  
1 7 7

 品項數量部分詳見本文註腳 12 1。  
1 7 8

 關於《吳普本草》所引八家之說的比較，詳見廖育群，《歧黃醫道》，

頁 1 37 -14 1。  
1 7 9  (曹魏 )吳普著，尚志鈞輯校，《吳氏本草經》，卷 6，〈果部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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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  

    將飲食和本草進一步連結的推手，是陶弘景所整理的

《本草經集注》。本文之前提到《神農本草經》、《吳普本草》

的品項分類，是尚志鈞在輯復時，依照《本草經集注》的

分類標準歸納而成，實際上兩部著作的藥品分類與順序編

排，現已不得而知。《本草經集注》中〈果菜米穀有名無實〉

一卷，將食品從本草品項中獨立分類。並大幅的增加了相

關品項的數量。這些內容從何而來，陶弘景在〈序錄〉的

說法：  

 

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

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有《桐君採藥錄》，

說其華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

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

五，或四百卅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

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多

少。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

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

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卅種。

1 8 0 

 

本草學自東漢末到南北朝前期的蓬勃發展，從《隋書》所

記錄的本草相關書籍來看，此時本草發展不僅是範圍的擴

大，還有逐漸細部化，藥物音義分析、別名考證、採藥時

                                                                                                                            
頁 8 7。  

1 8 0
 (梁 )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 1，〈序錄〉，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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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藥品種植等，都發展為獨立的學問。 1 8 1這些背景，為

陶弘景的編修工作提供了有利的基礎。《本草經集注》中，

除了原始《神農本草經》的 365品藥物外，更增加了上述的

吳普、李當之等人撰寫的本草品項。這些屬於《神農本草

經》未錄的藥品，陶弘景稱為「名醫副品」，總數為 3 65品，

和原始經文的 365品相加，合計高達 730品，足足增加一倍。

屬於食物的品項，亦大幅增加。在《本草經集注》中，即

使不看動物性食物的部份，光是〈果菜米穀有名無實〉裡

的被視為藥品的食物便高達 82種之多。 1 8 2  

    回到飲食禁忌的部份，如果不計〈序錄〉中的服藥忌

食，在一般品項的文字中，含有飲食禁忌內容者便有 64項，

當中有 2項的來源是《神農本草經》的原始文字，18項為陶

弘景整理而來的名醫副品，最大宗的飲食禁忌來源，是陶

弘景在各藥品下附加的注文，共有 52項，當中同時含有名

醫副品的則為 8項。 1 8 3這些禁忌的來源，屬於名醫副品者，

                                                 
1 8 1

 廖育群，《歧黃醫道》，頁 1 35 -13 7。  
1 8 2  82品項為：豆蔻、葡萄、蓬虆、覆盆子、大棗、藕實莖、雞頭實、

芰實、栗、櫻桃、梅實、柿、木瓜實、甘蔗、芋、烏芋、鬱核、杏

核人、桃核人、李核人、梨、柰、安石榴，以上 2 3項為果部藥品；

白瓜子、白冬瓜、冬葵子、葵根、莧實、苦菜、薺、蕪菁及蘆菔、

菘、芥、苜蓿、荏子、蓼實、蔥實、薤、韭、白蘘荷、菾菜、蘇、

水蘇、香薷、瓜蒂、苦瓠、水斳、蓴、落葵、蘩蔞、蕺、葫、蒜，

以上 3 0項為菜部藥品；胡麻、麻賁、麻子、飴糖、大豆黃卷、赤小

豆、豉、大麥、穬麥、小麥、青梁米、黃梁米、白梁米、粟米、丹

黍米、蘗米、秫米、陳廩米、酒、腐婢、藊豆、黍米、梗米、稻米、

稷米、酢酒、醬、鹽、舂杵頭細糠，以上 2 9項為米部藥品，合計 8 2

項。 (梁 )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目錄〉，

頁 9 -11。  
1 8 3  數據內容詳見附錄三〈《本草經集注》飲食禁忌〉。另外，雖然該

表總計飲食禁忌編號達 6 6，但由於編號 1與編號 2來自陶弘景序錄文

字，而非藥物品項，因此實際含有禁忌文字的藥物品項為編號 3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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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源於其他醫者的說法，經由陶弘景轉錄，這些著作

今日多數不存，難以確定其明確來源。不過，還是有部分

醫書可以提供飲食禁忌文字的來源線索，例如葛洪的《肘

後備急方》。該書以食物中毒救治法為主題的〈食中諸毒第

六十九〉中，描寫到什麼樣的食物會導致人體中毒，以間

接的方式提到食物禁忌。次篇〈治防避飲食諸毒方第七十〉

則是直接敘述飲食禁忌的文字，詳見下表： 1 8 4  

 

表 3- 5、《肘後備急方治‧防避飲食諸毒方第七十》食禁條目  

雜鳥獸他物諸忌法  

1  白羊不可雜雄雞  6  雞 、 鴨 肉 不 可 合 蒜 及 李 子 、 鱉

肉等  

2  羊肝不可合烏梅及椒食  7  生肝投地，塵芥不著者不可食  

3  豬肉不可雜羊肝  8  暴 脯 不 肯 燥 ， 及 火 炙 不 動 ， 并

見水而動，并勿食  

4  牛腸不可合犬肉  9  鳥獸自死，口不開者，不可食  

5  雄雞肉不可合生蔥菜    

水中魚物諸忌  

1 0  魚頭有正白連諸脊上，不

可食  

1 5  青魚不可合生胡荽  

11  魚無腸膽，及頭無魫 勿食  1 6  鱉目凹者，不可食  

                                                                                                                            
的 6 4項。  

1 8 4
 表列內容詳見： (晉 )葛洪著，王均寧點校，《肘後備急方》 (天津：

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 0)，卷 7，〈防避飲食諸毒方第七十〉，頁

218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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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魚不合烏雞肉食  1 7  鱉 肉 不 可 合 雞 鴨 子 及 赤 莧 菜 食

之  

1 3  生魚目赤，不可作膾  1 8  妊娠者不可食鱠魚  

1 4  魚勿合小豆藿    

雜果菜諸忌  

1 9  李子不可合雞子及臨水食

之  

2 5  牡丹忌胡荽  

2 0  五月五日不可食生菜  2 6  常山忌蔥  

2 1  病人不可食生胡芥菜  2 7  黃連、桔梗忌豬肉  

2 2  妊娠勿食桑椹並鴨子、巴

豆藿  

2 8  茯苓忌大醋  

2 3  羹半夏、菖蒲、羊肉、細

辛、桔梗忌菜  

2 9  天門冬忌鯉魚  

2 4  甘草忌菘菜    

 

麻煩的問題是，《肘後備急方》後來經過陶弘景的整理增

補，導致今日已無法分辨哪些文字為葛洪原著，哪些是陶

弘景添加的部份。將兩者的飲食禁忌條目做對照，會發現

多數《肘後備急方》的禁忌都可在《本草經集注》中找到

相符條目，或是接近的文字。例如《本草經集注》「有恒山，

勿食蔥菜」一條，在《肘後備急方》記為「常山忌蔥」，恒

山、常山為異名同物；《本草經集注》：「服藥，不可多食生

胡蒜雜生菜」，於《肘後備急方》的「病人不可食生胡芥菜」，

雖然兩者描寫形式不同，一為藥忌，一為病者禁忌，但仍

可解釋相近的禁忌。不過《本草經集注》中並未收錄編號

18與 21這兩條與孕婦相關的禁忌，再加上編號 1、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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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7等 6條，合計 8條在《本草經集注》未見相同或近似

的文字，顯示陶弘景並非照單全錄。《肘後備急方》的飲食

禁忌類別，以配伍禁忌為大宗，在 29個條目中便佔去 18條。

其次才是不適宜食用的肉類，共 7條。孕婦和病人的食者禁

忌佔 3條，描述食時禁忌的僅止 1條。 1 8 5  

    另外一些《本草經集注》的飲食禁忌條目，與魏晉時

期描述養生的眾多著作應脫不了關係。部份禁忌的對象更

直指服食者，如芋、安石榴、蓴等； 1 8 6服食黃精和朮的人

則分別不適合食用梅實與桃， 1 8 7不難想像這些禁忌與當時

風行的服食術之聯繫，精於道術的陶弘景自然不會遺漏這

些內容。至於部分條目的源頭，可能來自於當時民間盛行

的說法，或是舊時傳聞，例如關於馬的禁忌：  

 

馬肝及鞍下肉，舊言殺人。食駿馬肉，不飲酒亦殺

人。白馬青蹄亦不可食。《禮》云︰馬黑脊而斑臂

漏脯，亦不複中食。骨，傷人有毒。人體有瘡，馬

汗、馬氣、馬毛亦並能為害人也。 1 8 8 

 

                                                 
1 8 5  配伍禁忌 1 8條為表 3 -5，編號 1至 6、1 2、1 4、 15、 1 7、 1 9、 2 3至 2 9；

不適宜食用的肉類為編號 7至 11、1 3、16；食者禁忌為編號 1 8、2 1、

22；食時禁忌為編號 2 0。  
1 8 6  (梁 )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 7，〈果部

中品〉：「 (芋 )性滑中，下石，服餌家所忌」，頁 4 70；同書，卷 7，〈果

部下品〉：「 (安石榴 )其子為服食所忌也」，頁 476；同書，卷 7，〈菜

部下品〉：「 (蓴 )性滑。服食家不可多噉也」，頁 4 95。  
1 8 7  (梁 )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 7，〈果部

中品〉：「服黃精人，云禁食梅實」，頁 46 7；同書，卷 7，〈果部下品〉：

「服朮人云禁食桃也」，頁 4 73。  
1 8 8

 (梁 )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 6，〈蟲獸

中品〉，頁 4 16。  



．102．中國中古時期的飲食禁忌──以醫書為中心  

馬肝和馬鞍下的肉，其禁忌來源是「舊言」，此說至少在漢

代已相當盛行，《神農本草經》未收錄此說，陶弘景將此傳

聞補入。「馬黑脊而斑臂漏脯」的來源則是《周禮》，由此

可以看出《本草經集注》匯聚先前時代保留的飲食禁忌知

識之情形。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飲食禁忌源自故事，例如

「蟹」條目注文的彭蜞：  

 

海邊又有彭蜞、擁劍，似彭螖而大，似蟹而小，不

可食。蔡謨初渡江，不識而噉之，幾死，嘆曰︰讀

《爾雅》不熟，為勸學者所誤。 1 8 9 

 

蔡謨南渡避亂，看到未曾見的生物，便以為是螃蟹，下肚

後惹病上身，才知道只是形似的彭蜞。此一故事的源頭應

是《世說新語》：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

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

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

學死。」 1 9 0 

 

此段逸事也被陶弘景收入，作為蟹的相關補充。可以見得

其取材範圍不僅止於其他版本的本草書籍，而是匯聚當時

社會的見聞。  

                                                 
1 8 9

 (梁 )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 6，〈蟲獸

中品〉，頁 4 35。  
1 9 0

 (劉宋 )劉義慶撰， (梁 )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 (北

京：中華書局， 2 00 9)，卷下，〈紕漏第三十四〉，頁 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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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草經集注》奠定了食入本草的基礎，連帶將飲食

禁忌也匯入本草學的範圍內。之後的本草相關著作，又是

如何處理食物在藥學中的意義，其敘述是否沿襲《本草經

集注》的作法呢？以下先從以食為主體的本草談起。  

 

二、以食為主體的本草  

 

    中古時期以飲食與養護為主體的著作相當豐富，但這

些作品今日多已不傳，僅有保留在各書中的轉錄文字，難

以窺其完整面貌。目前的保留內容或談食物哺養之效，或

談食物禁忌，並無一定，很難從當中歸納出食物在當時藥

學、醫學發展中的定位。孫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的〈食

治〉一篇，將食物的醫學意義推向明確的位置。《千金要方》

在各卷中描述了疾病成因、治療藥方、藥方製作、脈象觀

察、針灸治療等內容，包羅廣泛。在該書〈食治〉中，則

以類似本草的形式，將食物分為果、菜、米穀、肉類等四

個類別，描述這些食品的味、性質、毒性、功能、療效和

禁忌。孫思邈開此篇章的緣由，在序論中是這麼說：  

 

仲景曰︰人體平和，唯須好將養，勿妄服藥。藥勢

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易受外患。夫含氣之類，

未有不資食以存生，而不知食之有成敗，百姓日用

而不知，水火至近而難識。 1 9 1 

                                                 
1 9 1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2 6，〈食治‧序論第一〉，頁 4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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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身體康健，不能隨意服用藥物，因為藥物帶有某些極

端的性質，導致人體臟氣失去平衡，更容易引來疾病上身。

食物則是滋養人體，維持生命所必須，也是人們日常必用

之物。因此知曉食物的性質，十分重要。他接著說道：  

 

安身之本，必資於食；救疾之速，必憑於藥。不知

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藥忌者，不能以除病

也。斯之二事，有靈之所要也；若忽而不學，誠可

悲夫。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臟腑，悅神爽志，以資血

氣。若能用食平疴，釋情遣疾者，可謂良工。 1 9 2 

 

藥物能快速排除疾病，食物則用以養人，孫思邈逐步突顯

兩者的差異。食物既有安定人體之功效，因此良醫能以飲

食平定疾病。「夫為醫者，當須先洞曉病源，知其所犯，以

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 1 9 3孫思邈將飲食定位成使

用藥物前的治療手段，將食和藥畫出一條界線。如果說陶

弘景將食物帶入藥學，孫思邈則是重新定位了食物在醫學

中的意義，食物成為面對疾病的第一道防線，食療無效之

時，才使用藥物作為手段。  

    飲食雖有安定身心、維繫健康之功能，但若食不得

法，仍會對身體帶來危害，因此孫思邈特別針對這點提出

建言：  

                                                 
1 9 2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2 6，〈食治‧序論第一〉，頁 44 8。  
1 9 3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2 6，〈食治‧序論第一〉，頁 4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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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王熙稱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有所犯者，

或有所傷；或當時雖無災苦，積久為人作患。 1 9 4 

 

飲食若雜，便會容易觸犯到禁忌，即使當時沒有影響，但

終究會在人體埋下影響，導致日後疾病的成因。除此之外，

孫思邈在序論中亦引述《黃帝內經》五味和人體配置之說，

強調甘、酸、鹹、苦、辛各有對應的五臟和人體組織，以

及適合的季節，若違反其食法，便會導致身體異常。 1 9 5序

論中孫思邈對飲食之法的建議，屬於大範圍原則，不是屬

於對個別食物的限制，《千金要方‧食治》中食物品項所描

述的飲食禁忌，才屬於單一食品的禁忌型態。  

    《千金要方‧食治》中，如果將專述飲食禁忌但沒有

列入各品項的四個獨立段落也計入，總計有 88個品項搜羅

了飲食禁忌的文句，條目數達 240，平均單一品項收錄接近

3個條目， 1 9 6遠高於《本草經集注》的總數。兩者的內容有

部分相合之處，例如離家勿食枸杞的說法，《千金要方‧食

治》中此條目應是參考了《本草經集注》之說。但也有不

少《本草經集注》著錄的內容沒有被《千金要方‧食治》

採納，例如李核仁，《本草經集注》關於李的禁忌是「凡李

實熟食之皆好，不可合雀肉食」、「又不可臨水上噉之」，但

《千金要方‧食治》的內容卻是「不可多食，令人虛」、「黃

                                                 
1 9 4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2 6，〈食治‧序論第一〉，頁 44 8。  
1 9 5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2 6，〈食治‧序論第一〉，頁 44 8 -4 50。  
1 9 6

 內容詳見附錄四〈《千金要方‧食治》飲食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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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云：李子不可和白蜜食，蝕人五內」，兩者完全無關。實

際上，還有一些內容是《本草經集注》已有，《千金要方‧

食治》卻註明了不同的出處，例如馬肉，《本草經集注》其

中一項說法是「白馬青蹄亦不可食」，《千金要方‧食治》

則記為「白馬青蹄，肉不可食」，兩者說法一致，但《千金

要方‧食治》記其出處卻是「黃帝云」。又如生薑，《本草

經集注》記「久服少志、少智，傷心氣，如此則不可多食

長御，有病者是所宜也爾」，《千金要方‧食治》亦有，但

記為「胡居士云」，胡居士應為南朝劉宋的道人胡洽。此處

可做兩種推斷，一是此說盛行於時，所以陶孫兩人的參考

來源雖不同，但內容相去不遠。另一種可能則是陶弘景亦

參照胡洽之說，兩者來源相同。  

    胡洽僅是《千金要方‧食治》中論述的源頭之一。孫

思邈在部分條目的開頭，寫有「某某云」這樣的文字，顯

示其說法的來源，分別是黃帝、扁鵲、華陀和胡居士。其

中華陀的部分與飲食禁忌無涉，扁鵲有 10條，胡居士僅有 3

條，佔的比例有限，其餘來源幾乎全是「黃帝云」。究竟這

些內容是來自哪些著作，今日已不可考，從字面推測此為

《漢書‧藝文志》中收錄的《神農黃帝食禁》，或是《隋書‧

經籍志》的《黃帝雜飲食忌》，是一種看法。但本文前述已

談論關於《神農黃帝食禁》的性質，認為應該不屬於飲食

禁忌類著作，因此不太可能是孫思邈引述的來源。至於《黃

帝雜飲食忌》確實有其可能性，但中古時期冠以黃帝之名

的著作相當其多，要斷定就是來自於此，也缺乏證據。今

日也只能推測可能是從冠有這些名醫之名的著作抄錄而

來。范家偉認為孫思邈的作法，類似《吳普本草》記神農、

黃帝、岐伯、扁鵲、雷公、桐君、醫和、李氏之說，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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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醫學派別的觀點的作法，1 9 7本文亦贊同范家偉的說法。 

    現在將關注點轉向「黃帝云」的飲食禁忌內容。這些

禁忌中包含了《本草經集注》常見的不宜食之物，例如有

奇特外型的動植物，或是死狀異常的鳥獸，都是避食對象。

另外，便是大量的食物配伍禁忌。這些都是在《本草經集

注》常見的類型，只不過「黃帝云」的相關條目更多。兩

者最大的相異之處，在於飲食時間方面的禁忌。所謂的飲

食時間禁忌，是指不同的季節、月份、甚至日期，都有需

要避食之物。此類禁忌的來源，有醫學對五味和季節配置

的考量，亦有如日書那般避免觸犯生活禁忌的民俗傳統，

或是經由長時間觀察，得出的生活經驗。在《本草經集注》

中，此類禁忌僅有雉肉一條，「丙午日不可食者，明其王於

火也」。 1 9 8但《千金要方‧食治》中「黃帝云」屬於此類禁

忌者，共計達 46條之多。 1 9 9其中最多的是月食禁，其禁忌

理由，除了一些明確的疾病，不少是「傷人神氣」這樣模

糊的影響。至於日食禁，則偏向日書風格的禁忌。例如上

述《本草經集注》的雉肉禁忌，在《千金要方‧食治》中

為「丙午日食雞、雉肉，丈夫燒死、目盲，女人血死、妄

見」， 2 0 0這下場很明顯屬於對觸犯禁忌的死亡恐懼。又如針

對一般獸肉的禁忌，「甲子日勿食一切獸肉，大吉」， 2 0 1沒

有描寫觸犯禁忌的下場，僅稱不食便可大吉，有異於一般

飲食禁忌的寫法，更像民俗禁忌的形式。這些都是《本草

                                                 
1 9 7

 范家偉，《中古時期的醫者與病者》，頁 66 -67。  
1 9 8

 詳見附錄三〈《本草經集注》飲食禁忌〉，編號 2 4。  
1 9 9  內容詳見附錄四〈《千金要方‧食治》飲食禁忌〉。  
2 0 0

 詳見附錄四〈《千金要方‧食治》飲食禁忌〉，編號 7 8。  
2 0 1

 詳見附錄四〈《千金要方‧食治》飲食禁忌〉，編號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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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集注》少見的情況，《千金要方‧食治》則大量抄錄。  

    在《千金要方‧食治》之後，另一部以食物為主體的

本草便是《食療本草》。一般認為此書原為以孫思邈為師的

孟詵所撰的《補養方》，後經張鼎修改增添後才成為《食療

本草》流傳於世。 2 0 2實際上此書確實與《本草經集注》的

體例不相符，除了談藥性、療效、禁忌外，多數品項下還

附加不少藥方，類似本草與方書的綜合體。不過此書在內

容上有一些衝突之處。例如櫻桃：  

 

熱，益氣，多食無損。  

又云，此名“櫻”，非桃也。不可多食，令人發闇

風。  

溫。多食有所損。令人好顏色，美志。此名“櫻

桃”，俗名“李桃”，亦名“奈桃”者是也。甚補

中益氣，主水穀痢，止泄精。  

東行根︰療寸白、蛔蟲。 2 0 3  

 

藥性既有熱，又作溫；一說多食無害，下方卻說不可多食。

造成這樣問題的原因，可分為兩個因素：第一，《食療本草》

原書已不傳，今日所見是依據宋代《證類本草》和考古出

土殘篇所輯復。此段論述在《證類本草》，分屬「臣禹錫等

僅按孟詵云」和「食療云」兩段不同的文字， 2 0 4「孟詵」

                                                 
2 0 2

 (唐 )孟詵撰、 (唐 )張鼎補，鄭金生、張同君譯注，《食療本草譯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 007 )，頁 1 -3。  
2 0 3

 (唐 )孟詵撰、 (唐 )張鼎補，鄭金生、張同君譯注，《食療本草譯注》，

卷上，〈櫻桃〉，頁 7 1 -7 2。  
2 0 4

 《證類本草》中關於櫻桃的敘述，屬於《食療本草》的為以下兩

段：「臣禹錫等僅按孟詵云：櫻桃，熱。益氣，多食無損。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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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熱，「食療」云溫，造成輯復後的內容衝突；第二，如果

只看「臣禹錫等僅按孟詵云」的部份，也會發現「多食無

損」、「不可多食，令人發闇風」的矛盾，可以想見該書在

宋代的版本就有內容衝突問題。若非在傳抄過程產生錯

誤，便是一開始書中即存有兩種說法。這樣的情況在醫籍

中似乎也不算特異，像本文前述的《黃帝內經》也有類似

問題。  

    回到飲食禁忌的部份。今日輯復的《食療本草》中，

共收錄 262品項，據本文統計，當中含有飲食禁忌文字者共

有 157項， 2 0 5遠超過《本草經集注》和《千金要方‧食治》。

除了增加許多之前未見的食物種類外，也出現一些過去見

錄，但沒有提到禁忌的品項，例如海菜類的海藻與昆布。2 0 6

若將三者對照，會發現幾乎談不上有什麼明確的沿襲性。

例如上述《千金要方‧食治》中，「黃帝云」的食時禁忌文

字，在《食療本草》中甚少，僅有 19條，當中只有 10條可

在《千金要方‧食治》找到相同論述：虎、狸、豹的正月

食禁，在《千金要方‧食治》還是合併為一，因此實際上

只有 8條相符。另外，還出現數個品項時間無法吻合的情

                                                                                                                            
此名櫻，非桃也。不可多食，令人發闇風。東行根，療寸白、蛔蟲」；

「食療云：溫。多食有所損。令人好顏色，美志。此名櫻桃，俗名

李桃，亦名奈桃者是也。甚補中益氣，主水穀痢，止泄精。東引根，

治蛔蟲」。 (宋 )唐慎微撰，尚志鈞、尚志藕、鄭金生、劉大培校點，

《證類本草》 (北京：華夏出版社， 19 93)，卷 2 3，〈櫻桃〉，頁 55 9。 
2 0 5

 內容詳見附錄五〈《食療本草》飲食禁忌〉。  
2 0 6

 (唐 )孟詵撰、 (唐 )張鼎補，鄭金生、張同君譯注，《食療本草譯注》，

卷上，〈海藻〉：「主起男子陰氣，常食之，消男子頹疾。南方人多

食之，傳于北人。北人食之，倍生諸病，更不宜矣。瘦人，不可食

之」，頁 1 6；同書，卷上，〈昆布〉：「下氣，久服瘦人。無此疾者，

不可食海島之人愛食，為無好菜，只食此物。服久，病亦不生。遂

傳說其功于北人。北人食之，病皆生，是水土不宜爾」，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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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鹿肉在《千金要方‧食治》中為五月禁食，但《食療

本草》作只適合九月到正月前食用，其餘時間都不適宜；

獐肉也相同，《千金要方‧食治》作五月禁食，《食療本草》

則說十二月到七月這段時間食用，容易引發氣疾。許多《千

金要方‧食治》的條目，都未被孟詵、張鼎所採納，當然

不能排除是傳抄過程中的文字闕漏，但也顯示出這些著作

在飲食禁忌條目方面，沒有明確的因襲關係。  

 

三、通論性本草─《本草經集注》的延續  

 

    以上兩作是以食為主體的本草。那麼中古時期，以一

般藥學為主體的本草，又是如何的情況呢？唐高宗顯慶二

年 (657)，在蘇敬的建議下，下令編修本草，最後以兩年的

時間，完成第一部以官方之力編修的本草書，即為《新修

本草》。該書完整保留《本草經集注》的文字，增補藥物，

並在陶注的後方加上「謹案」做為補充。編修的理由，《新

修本草》的序文是這麼說的：  

 

梁陶弘景雅好攝生，研精藥術。以為《本草經》者，

神農之所作，不刊之書也。惜其年代浸遠，簡編殘

蠹，與桐、雷眾記，頗或蹖駁。興言撰緝，勒成一

家，亦以雕琢經方，潤色醫業。然而時鐘鼎峙，聞

見闕於殊方；事非僉議，詮釋拘於獨學。至如重建

平之防己，棄槐里之半夏。秋采榆人，冬收雲實。

謬粱、米之黃白，混荊子之牡、蔓。異繁蔞於雞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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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由跋於鳶尾。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鉤吻、黃

精，引為連類。鉛、錫莫辨，橙、柚不分。凡此比

例，蓋亦多矣。 2 0 7 

 

《本草經集注》是陶弘景私人撰寫，當時正處於南北分治的

局勢，許多藥物和產地等問題，陶弘景必然不可能親自觀

察，轉引他人之說，難免錯誤疏漏。而且他以一人之力成

書，當然是以自身觀點為依歸，蘇敬等人對這些觀點無法

完全認同。范家偉認為，陶弘景的道術背景影響了他編寫

《本草經集注》，將藥物的使用融入多個使用範疇，分別是

俗人、醫家、道家、服食家、方家、術家等。而蘇敬等人

則是以醫家的觀點檢視本草，所謂的錯漏，其實代表了兩

種藥物觀的衝突。 2 0 8不過蘇敬等人終究沒有抹去陶弘景的

成果，而是以附加註解的方式補充，也讓今日得以一窺兩

者的差異。  

    今日輯復的《新修本草》，共 20卷，藥物數量達 853種，

較《本草經集注》的 730種多出 123種。不過這些藥物多數

無涉飲食禁忌問題，僅有少量的補充而已，例如食茱萸：  

 

食茱萸，味辛、苦，大熱，無毒。功用與吳茱萸同，

少為劣耳，療水氣用之，乃佳。  

皮薄開口者是，雖名為食，而不堪啖。 2 0 9  

                                                 
2 0 7

 (唐 )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唐‧新修本草》 (合肥：安徽科學技

術出版社， 19 81)，卷 1，〈孔志約序〉，頁 11 -1 2。  
2 0 8

 范家偉，《中古時期的醫者與病者》，頁 51 -62。  
2 0 9

 為方便區分《本草經集注》與《新修本草》的文字來源，本文在

格式上用不同字體區分。標楷粗體字為兩部本草經的正文，標楷體

表示陶弘景注文，標楷斜體底線者為《新修本草》中蘇敬等人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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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芸臺：  

 

芸臺，味辛，溫，無毒。主風游丹腫，乳癰。  

《別錄》曰︰春食之，能發膝痼疾。此人間所啖菜

也。 2 1 0  

 

食茱萸和芸臺在《本草經集注》的陶注中都已被提及，只

是未列入單獨品項，《新修本草》進一步補充了藥性、味、

療效等，並在注文加上食禁。至於針對舊品的附註，明顯

可看出序文提及的雙方認知差異，以下略舉幾例：  

 

穬麥，味甘，微寒，無毒。主輕身，除熱。久服令

人多力健行；以作蘗，溫，消食和中。  

此是今馬所食者，性乃言熱，而云微寒，恐是作屑

與合谷異也。服食家，並食大、穬二麥，令人輕身、

健。  

〔謹案〕穬麥性寒，陶云性熱，非也；復云︰作屑

與合谷異，此皆江東少有，故斟酌言之耳。 2 1 1  

 

陶弘景認為穬麥的藥性為熱，之所以又有微寒的說法，可

能是帶外殼與否造成的影響。不過此猜想蘇敬等人並不同

                                                                                                                            
文。 (唐 )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唐‧新修本草》，卷 13，〈草木

部中品〉，頁 3 33。  
2 1 0

 (唐 )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唐‧新修本草》，卷 18，〈菜下〉，頁

477。  
2 1 1

 (唐 )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唐‧新修本草》，卷 19，〈米中〉，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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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他們認為此物在南方少見，未親眼見過的陶弘景才會

做此推測。此條是屬於陶弘景受限於當時政治局勢，造成

的編寫問題。此外，一些注記的內容則是突顯雙方對同一

品項的價值認知差異：  

 

蓴，味甘，寒，無毒。主消渴，熱痺。  

蓴性寒，又云冷，補，下氣，雜鯉魚作羹，亦逐水。

而性滑，服食家不可多啖也。  

〔謹案〕蓴久食大宜人。合鮒魚為羹，食之，主胃

氣弱不下食者，至效。又宜老人，此應在上品中。

三、四月至七、八月，通名絲蓴，味甜，體軟；霜

降以後，至十二月，名環蓴，味苦，體澀，取以為

羹，猶勝雜菜。 2 1 2  

 

蓴在《本草經集注》中被放到菜部下品，陶弘景認為此物

對服食家有影響，不可多吃，這或許便是蓴被視為下品的

緣由，也可以說陶弘景是以道徒角度做評斷。不過蘇敬等

人卻強調此物可多吃，對人體十分有幫助。即使是季節不

對，品質較差的蓴，做羹食用仍勝過其他菜蔬。因此從醫

家的角度思考，認為此物應歸為菜部上品。  

    以上的例子都是屬於兩造認知差異所造成的評斷，在

飲食禁忌方面也有類似情況。最明顯的例子是薑：  

 

生薑是常食物，其以隨乾薑在中品，今依次入食，

                                                 
2 1 2

 (唐 )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唐‧新修本草》，卷 18，〈菜下〉，頁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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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別顯之，而複有小異處，所以彌宜書。生薑，微

溫，辛，歸五臟，去痰下氣，止嘔吐，除風邪寒熱。

久服少志、少智，傷心氣，如此則不可多食長御，

有病者是所宜也耳。今人啖諸辛辣物，惟此最恆，

故《論語》云︰“不撤薑食”。言可常啖，但勿過

多耳。  

〔謹案〕薑，久服通神明，主風邪，去痰氣，生者

尤良。《經》云︰久服通神明，即可常啖也。今云

少智、少志，傷心氣，不可多服者，誤為此說，檢

無所據也。 2 1 3  

 

薑在《本草經集注》已被列為單獨品項，不過或許因為同

為氣味強烈的植物，因此陶弘景在「韭」的注文再次提及

薑，不過這次卻添上「久服少志、少智，傷心氣」的飲食

禁忌，並引用《論語》的「不撤薑食」，強調並非不可食用，

只是要適量。但蘇敬等人提到，本經原文已說明薑「久服

通神明」，就是可以常食的意思，何來不能多吃的道理？並

強調查無陶弘景說法的根據。不過看來蘇敬等人的論述並

沒有取得廣泛的認同，因為《千金要方‧食治》和《食療

本草》都採信了不可多食之說，只是《千金要方‧食治》

的來源註明是胡居士，這或許也代表薑不可多食的說法，

在中古時期流傳甚廣。 2 1 4整體來看，《新修本草》在飲食禁

                                                 
2 1 3

 (唐 )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唐‧新修本草》，卷 18，〈菜中〉，頁

468。  
2 1 4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卷 26，〈食治‧菜蔬第三〉：「胡居士云：薑殺腹內長蟲，

久服令人少志、少智，傷心性」，頁 4 54； (唐 )孟詵撰、 (唐 )張鼎補，

鄭金生、張同君譯注，《食療本草譯注》，卷上，〈生薑〉：「生薑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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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方面的創建較少，幾乎都承襲自《本草經集注》，無多大

改變。  

    最後要談到的是收錄在《千金翼方》的〈本草〉。孫

思邈在完成《千金要方》後，仍感有所不足，因此再寫了

《千金翼方》以成一家之言，完備其說。首四卷主題是本草，

卷一主要描寫各藥的名稱、產地、採收時間，以及簡易的

用藥處方，針對不同疾病列出該症常用藥名。卷二到卷四

則是一般的本草寫法，有趣的是，這部分完全抄自《新修

本草》，只是將陶弘景的注文和蘇敬等人的謹案刪去而已。

孫思邈寫此篇的用意，在序文是這麼說：  

 

論曰︰金石草木，自有《本經》，而條例繁富，非

淺學近識所能悟之。忽逢事逼，豈假披討，所以錄

之于卷，附之于方，使忠臣孝子急遽之際，造次可

見，故錄之以冠篇首焉。 2 1 5 

 

為了方便一般人急用時可快速查閱，才將本草簡略化放入

書中。因此當中不僅省去含有大量飲食禁忌條目的陶弘景

注文，也沒有將《千金要方‧食治》的內容補入。為何孫

思邈不採用自己先前整理的說法呢？范家偉認為此事所代

表的，是官方編訂統整了本草之後，逐漸成為醫家所採納

的定本。當時可能還存在的不同版本藥書，逐漸被淘汰。

孫思邈兩部千金之作的完成時間，正好跨過《新修本草》

的完成點，或許孫思邈也遵循了官方完成的定本，才會呈

                                                                                                                            
去痰下氣。多食少心智。八九月食，傷神」，頁 7。  

2 1 5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千金翼方校注》，收入《藥王千金

方》，卷 2，〈本草上〉，頁 5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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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兩部千金之作，在食物藥物方面，內容不同的情況。2 1 6無

論如何，《千金翼方》的本草部份，與《新修本草》區別甚

少，在飲食禁忌方面的內容也是如此。而且因為刪去注文

的關係，使得當中的相關內容更為減少。  

    以上談了中古時期五部本草著作的飲食禁忌情況，為

了突顯其各自特點，本文以各書中的「葫」條目為例作說

明： 2 1 7  

 

表 3- 6、中古時期本草中「葫」條目對照表  

本 草 經 集

注  

味辛，溫，有毒。主散癰腫、 瘡，除風邪，殺毒氣。

獨子者，亦佳。歸五臟。久食傷人，損目明。五月五

日采之。  

今人謂葫為大蒜，謂蒜為小蒜，以其氣類相似也。性

最熏臭，不可食。世人作虀以噉膾肉，損性伐命，莫

此之甚。此物唯生食，不中煮，用以合青魚鮓食，令

人發黃。取其條上子，初種之，成獨子葫；明年則複

其本也。  

千 金 要 方 ‧葫：味辛，溫，有毒。辛歸五藏，散癰疽，治 瘡，除

                                                 
2 1 6

 范家偉，《中古時期的醫者與病者》，頁 62 -69。  
2 1 7

 表列內容詳見： (梁 )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

注》，卷 7，〈菜部下品〉，頁 49 6；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

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千金方》，卷 26，〈食治‧菜蔬第三〉，

頁 4 54； (唐 )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唐‧新修本草》，卷 18，〈菜

下〉，頁 47 5 -47 6；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千金翼方校注》，

收入《藥王千金方》，卷 4，〈本草下‧菜部〉，頁 5 9 6； (唐 )孟詵撰、

(唐 )張鼎補，鄭金生、張同君譯注，《食療本草譯注》，卷下，〈大

蒜〉，頁 2 19。  



 第三章 中古時期醫書的飲食禁忌．117． 

食治  風邪，殺蠱毒氣，獨子者最良。黃帝云：生葫合青魚

鮓食之，令人腹內生瘡，腸中腫，又成疝瘕。多食生

葫行房，傷肝氣，令人面無色，四月八月勿食葫，傷

人神，損膽氣，令人喘悸，脅肋氣急，口味多爽。  

新修本草  (前同本經故略 )  

﹝謹案﹞此物煮為羹臛，極俊美，薰氣亦微。下氣 ，

消穀，除風，破冷，足為饌中之俊。而注云不中煮，

自當是未經試爾。  

千 金 翼 方 ‧

本草  

味辛，溫，有毒。主散癰腫、 瘡，除風邪，殺毒氣。

獨子者，亦佳。歸五臟。久食傷人，損目明。五月五

日采之。  

食療本草  熱，除風，殺蟲、毒氣。久服損眼傷肝。  

治蛇咬瘡，取蒜去皮一升，搗以小便一升，煮三四沸，

通人即入漬損處，從夕至暮 。初被咬未腫，速嚼蒜封

之，六七易。  

又，蒜一升去皮，以乳二升，煮使爛。空腹頓服之，

隨後飯壓之。明日依前進服，下一切冷毒風氣。  

又，獨頭者一枚，和雄黃、杏人研為丸，空腹飲下三

丸，靜坐少時，患鬼氣者，當汗出即瘥。  

 

以上是關於葫，也就是大蒜的條目。各書描述的內容，呈

現出這幾部著作的沿襲和差異，以下略做分析：《本草經集

注》的名醫副品文字，提到葫不能常食用，會對人造成損

害，特別是眼睛。陶弘景在注文中，進一步補充葫的性質，

認為此物熏臭傷人，只適合生吃，不適合煮熟，也不能和

青魚鮓一同食用。蘇敬等人在《新修本草》中駁斥了陶弘

景的觀點，葫只要經過煮食，熏臭便會減少，味美又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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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療效，並懷疑陶弘景從未試過才會有此說法。孫思邈在

《千金要方‧食治》的描述，部分同於本經文，但卻少了「久

食傷人，損目明」的飲食禁忌，並引用「黃帝云」的說法，

增添葫的食用方法與食用時間禁忌。此外，又將陶弘景所

說葫和青魚鮓同食「令人發黃」的下場，改為「令人腹內

生瘡，腸中腫，又成疝瘕」。孫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卻

沿襲了《本草經集注》到《新修本草》一脈的文字，並未

加以補充或更動，也未將《千金要方‧食治》的內容列入。

至於《食療本草》，則是與其他著作差異甚多，將大蒜由溫

改為熱，對其性質描寫也很簡略，不過多了三條使用大蒜

治療的藥方。在飲食禁忌方面，結合了本經的損眼，和《千

金要方‧食治》的傷肝之說，成了「久服損眼傷肝」，對於

《千金要方‧食治》中「多食生葫行房」才傷肝的前提則未

說明。  

    透過此對照，很明顯可以看出，本草書籍雖然多涉及

飲食禁忌相關知識，但其間的傳承路線並非一脈，而是同

時結合當時社會上流傳的文本與說法，各自刪節、結合，

呈現出豐富的面貌。  

 

 

    中古時期醫學著作，搜羅了大量飲食禁忌條目。透過

這些文字，可以看出飲食和醫學在此時的聯繫。首先，飲

食被視為導致疾病的原因之一，透過《諸病源候論》的病

理討論，了解此一現象。部份疾病如癥瘕、霍亂等病，飲

食更被視為元兇。飲食與疾病的聯繫，又可分為病前、病

中、病後三種不同階段。對於飲食禁忌的理解，也出現不

宜食之物、食量禁忌、配伍禁忌、食者禁忌、食時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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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法禁忌等類別，更為系統化。  

    本草典籍方面，從陶弘景編修的《本草經集注》來看，

食物品項數量明顯增多，過去以食物品項為製藥原料，但

是未將食物記入藥典的情況不復存在。孫思邈則是更進一

步，將飲食作為服藥治病之前的手段，確立了食先於藥的

概念。在中古時期的本草書籍中，飲食禁忌佔去重要的篇

幅，不過這些書籍裡的相關內容，彼此間似乎沒有明確的

承襲性，對各食物品項的看法亦非完全一致。在這些中古

醫書的飲食禁忌文字中，還可以發現部分觀念可能和先秦

兩漢時期的飲食禁忌起源有所連繫，例如日書的飲食致病

與病因判別，以及《五十二病方》中的服藥禁忌。這情況

反映了中古醫書中的飲食禁忌，雖和前代有非常大的差

異，但仍有其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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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第四章 飲食禁忌與中古社會的連結 

    在上一章的討論中，已對中古時期醫書中，飲食禁忌

相關內容情況有所認知。不過，對於這類文化現象的研究，

最終目的仍在於觀察對當時社會的實際影響。飲食禁忌成

為中古醫書的篇章後，透過醫學接觸社會群體。不過，此

時期仍有如博物書和食經等，同樣紀錄了飲食禁忌的文

獻。這些知識內容，和醫書的飲食禁忌，彼此間的關連性，

以及交互影響的情況，是本章第一個分析重點。  

    如果說飲食禁忌透過醫學在社會上傳遞，那麼首先要

確認的，自然是中古時期醫學傳遞的情況。除了醫者外，

哪些人也能學習相關知識？醫書中飲食和疾病的相關討

論，對於這些習醫者，在觀念與日常生活中，是否造成了

影響？這點牽涉到飲食禁忌對中古社會的影響程度。 此

外，飲食禁忌最終目的是希望人們慎選飲食，避免疾病，

若社會上無人遵行，那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義。在中古社

會中，於日常生活奉行飲食禁忌的人，有什麼樣的共同特

徵與形象？以上便是本章所希望探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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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飲食禁忌的知識交流─醫學、博物與食經  

 

    中古時期飲食禁忌條目的抄錄，雖然醫書是其大宗，

但並非只有此一載體。延續本文第二章所論，先秦兩漢時

期飲食禁忌的起源類型中，博物類書籍在中古時期，仍是

相當重要的飲食禁忌紀錄文獻。張華的《博物志》、段成式

的《酉陽雜俎》等博物書籍，除了紀錄地理、動植物、礦

物等物產外，更包括奇聞軼事、各地風俗等內容，源自作

者的個人見聞，以及從其他著作抄錄的片斷，當中亦可見

到醫書文字的蹤跡。這些博物書籍的飲食禁忌知識與醫書

的關聯為何？是承襲，還是有獨自創見？本節將以醫書所

錄內容為核心，對照博物書籍的飲食禁忌條目，觀察並分

析其異同。  

    另一個飲食禁忌起源類型則是飲膳經驗，在中古時

期，這些相關內容收錄在以食經為名的著作中。雖說中古

食經多數散逸，但仍有部份內容與書名經由傳鈔而保留下

來，本文之前所述的《醫心方》便留存了不少食經文字。

換句話說，醫書吸納了食經的內容，這個現象透露了什麼

涵義？在飲食補養與飲食禁忌成為醫學中的一份子後，以

飲膳知識為主體的食經，是否仍是一門獨立的學問？還是

成為醫學體系的一份子？目前可見的中古食經相關內容，

應可以對此問題有所了解。本節所討論的兩個議題，雖然

是以博物和食經為題，實際上仍是從醫書中的飲食禁忌為

出發點，目的在於了解中古醫書將飲食禁忌作為醫學的一



 第四章 飲食禁忌與中古社會的連結．123． 

部分後，對不同知識體系所造成的影響，也就是從知識文

化的角度切入觀察中古社會與飲食禁忌的互動。  

 

一、中古博物書籍所錄飲食禁忌條目與醫學之聯繫  

 

    開啟中古時期博物著作者，首推晉代張華的《博物

志》。張華所記之事包羅萬象，除了地理、物產外，還有許

多風俗、奇聞軼事、傳說等，內容混雜。當中收錄了〈食

忌〉一篇，共計 10條飲食禁忌： 2 1 8  

 

表 4- 1、《博物志‧食忌》所錄食禁條目  

1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  6  食燕麥令人骨節斷解  

2  啖榆則眠，不欲覺  7  人食燕肉，不可入水，為蛟

龍所吞  

3  啖麥稼，令人力健行  8  人食冬葵，為狗所嚙，瘡不

差或致死  

4  飲真茶，令人少眠  9  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5  人常食小豆，令人肥肌粗燥  1 0  雁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食忌〉的部分內容可見於今日輯復的《本草經集注》，這

現象本文認為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陶弘景編修《本

                                                 
2 1 8

 表列內容詳見： (晉 )張華撰， (宋 )周日用等注，王根林校點，《博

物志》，收入《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卷 4，〈食忌〉，頁 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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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經集注》時參照了《博物志》的內容，從《本草經集注》

虎魄條的陶弘景注文來看，這情況確實存在：  

 

舊說云是松脂淪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亦作松

氣。世有虎魄中有一蜂，形色如生。《博物志》又

云燒蜂巢所作，恐非實。此或當蜂為松脂所粘，因

墜地淪沒耳。 2 1 9 

 

陶弘景在分析琥珀成因時，引用《博物志》的說法。但飲

食禁忌的部分，由於陶弘景沒有明示出處，因此無法確定

該部分是否也有來自《博物志》的內容；第二，眾多版本

的《本草》流傳於當時，《博物志》和陶弘景參考了相同的

著作。這點似乎不無可能，《博物志》卷四〈戲術〉提到： 

 

《神農本草》云：雞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毈黃白

渾雜者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

堅，內著粉中，佳者乃亂真矣。此世所恒用，作無

不成者。 2 2 0  

 

張華參照了某一版本的《神農本草》著作，當中提到用雞

卵可以做出以假亂真的琥珀，而且在當時似乎不是罕見情

況。類似內容出現在《本草經集注》丹雄雞條的陶弘景注

                                                 
2 1 9

 (梁 )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 3，〈草木

上品〉，頁 1 91。  
2 2 0

 (晉 )張華撰， (宋 )周日用等注，王根林校點，《博物志》，收入《漢

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卷 4，〈戲術〉，頁 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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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2 2 1雖然在飲食禁忌條目的部份，無法直接證實也是同

樣情況，但本文所舉的兩種解釋確實可能存在。這也凸顯

了中古時期博物和醫學書籍之間，相互參照的情況。  

    《博物志》的 10條飲食禁忌，部份內容呈現與醫書大

異其趣的現象。關於豆、小豆、燕麥、燕肉、落葵的禁忌，

尚符合對人體造成負面影響的說法。麥稼的令人力健行，

則很難歸類為對身體的危害，更像是益處。另外有 2條禁忌

的對象甚至不是人類，而是馬與雁。這樣的內容，突顯出

博物類書籍龐雜的情況。  

    除了《博物志》外，另一部中古時期重要的博物著作

是唐代段成式的《酉陽雜俎》。段成式收集材料的來源，包

括自己親見或風聞之事，以及從各類書籍抄錄而來的知

識，當中有不少關於飲食和醫藥的條目，例如《酉陽雜俎‧

廣知》：  

 

《隱訣》言太清外術：生人髮掛菓樹，烏鳥不敢食

其實。瓜兩鼻兩蒂，食之殺人。檐下滴菜，有毒堇、

黃花及赤芥殺人。瓠牛踐苗則子苦。大醉不可臥黍

穰上，汗出眉發落。婦人有娠，食乾薑，令胎內消。

十月食霜菜，令人面無光。三月不可食陳菹。……

魚有睫，及目合，腹中自連珠，二目不同，連鱗、

白鬐，腹下丹字，並殺人。鱉目白，腹下五字、卜

字者，不可食。蟹腹下有毛，殺人。蛇以桑柴燒之，

則見足出。獸歧尾，鹿斑如豹，羊心有竅，悉害人。

                                                 
2 2 1

 (梁 )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 6，〈蟲獸

三品〉：「雞此例又甚多，云雞子作虎魄者，用欲卵黃白，混雜煮作

之，亦極相似，惟不拾芥爾」，頁 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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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殺人。犬懸蹄肉有毒。白馬

鞍下肉食之，傷人五藏。烏自死，目不閉。鴨目白，

烏四距，卵有八字，並殺人。凡飛鳥投人家井中，

必有物，當拔而放之。水脉不可斷，井水沸不可飲，

酒漿無影者，不可飲。 2 2 2 

 

這段內容應是來自陶弘景撰寫的《登真隱訣》，屬於道家著

作。當中多數內容，可以在中古醫書裡找到相近的文字。

陶弘景和孫思邈等中古時期重要醫家，常有兼具醫者和道

徒兩種身分的情況，醫道混合是該時代的特色，關注人體

康健的飲食禁忌亦為之所重。段成式引用的文獻也是兩者

兼具，例如關於鯉魚之說：  

 

道書以鯉魚多為龍，故不欲食，非緣反藥。庶子張

文規又曰：「醫方中畏食鯉魚，謂若魚中豬肉也。」

2 2 3 

 

關於鯉魚的禁忌，段成式提到道家認為鯉魚有可能是龍所

化，因此不吃，並非因為影響服食的藥力。接著又補上醫

家的觀點，認為鯉魚就如同魚中的豬肉。本文在上一章談

到的醫書飲食禁忌中，豬肉不僅會導致各種疾病，在治療

期間和癒後調養之時，豬肉都是大忌，被認為對人體百害

而少利。這是同樣的禁忌，以不同角度觀察所得的禁忌原

因。  

                                                 
2 2 2

 (唐 )段成式，《酉陽雜俎》 (台北縣：漢京文化， 1 9 8 3 )，前集卷 11，

〈廣知〉，頁 10 5 -1 06。  
2 2 3

 (唐 )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 8，〈支動〉，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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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成式在《酉陽雜俎》所記述的文字，並非只侷限於

一個面向。實際上書中也有一些條目引用醫書內容，例如

茄子：  

 

茄子，茄字本蓮莖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

成式因就節下食伽子數蒂，偶問工部員外郎張周封

伽子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療本草》。此

誤作《食療本草》，原出《拾遺本草》。成式記得隱

侯《行園詩》云：「寒瓜方臥壟，秋菰正滿陂。紫

茄紛爛熳，綠芋鬱參差。」又一名昆侖瓜。嶺南茄

子，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為南選使，親見

之。故《本草》記廣州有慎火樹，樹大三四圍。慎

火即景天也，俗呼為護火草。茄子熟者，食之厚腸

胃，動氣發疾。 2 2 4 

 

此條目段成式結合自己所記之詩句、從張周封、姚向聽來

的知識，以及幾部本草書的內容，來說明茄子。從中看出

段成式應該知醫，才能糾舉張周封記錯引用本草書的情

況。另外關於螃蟹的飲食禁忌條目，段成式的說法：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

海神，未輸不可食。 2 2 5 

 

《本草經集注》和《諸病源候論》等書認為螃蟹以水茛為食，

                                                 
2 2 4

 (唐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 17，〈廣動植之四‧草篇〉，頁 1 86。 
2 2 5

 (唐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 1 7，〈廣動植之二‧鱗介篇〉，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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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水茛有毒，須等螃蟹經過秋霜時節，毒性消退才可食用。

動物因為食用有毒之物，導致身體也具有毒性，不適合人

類食用的概念，在中古醫書的飲食禁忌中亦屬常見。段成

式之說雖然在食時禁忌方面一致，但解釋卻完全不同，帶

有神怪之說的味道。不過其說倒非孤立無援，《食療本草》

的說法：  

 

又，八月前，每個蟹腹內有稻谷一顆，用輸海神。

待輸芒後，過八月方食即好。未輸時為長未成。經

霜更美，未經霜時有毒。 2 2 6 

 

兩者在文字上不盡相同，但基本觀念相符，都認為螃蟹體

內有稻，要等八月過後將稻芒交給海神後，才可食用。這

類觀點今日大概也難得知其源，可能屬於街 傳巷聞之說

吧。人們在觀察到某一現象，卻不知其原因的情況下，往

往穿鑿附會各種想像以解釋，博物書籍中或多或少收錄了

一些相關文句。例如鯸鮧魚：  

 

鯸鮧魚，肝與子俱毒。食此魚必食艾。艾能已其毒。

江淮人食此魚必和艾。 2 2 7 

 

鯸鮧魚即為今日所說的河豚，雖有劇毒，但並非所有品種

和部位都有毒，有些的確可以食用。不過當時對這方面的

經驗和理解不比現代，人們很難分辨出有毒與否，醫家都

                                                 
2 2 6

 (唐 )孟詵撰、 (唐 )張鼎補，鄭金生、張同君譯注，《食療本草譯注》，

卷中，〈蟹〉，頁 1 42。  
2 2 7

 (唐 )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 8，〈支動〉，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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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人們不要吃河豚。但從《酉陽雜俎》此條看來，民間

還是有人冒險嘗試。艾理論上沒有中和河豚毒的作用，此

說不知從何而來。這類說法不止於此，《錄異記》也有關於

河豚的食用記載：  

 

鯸鮧魚，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之，必死。

相傳以為常矣。 2 2 8 

 

杜光庭的說法變成河豚未煮熟會導致中毒。一種說合艾食

可解毒，一種說可煮熟食用，兩種說法都只是人們對未知

事物的推測，所衍生的民間相傳之說。透過博物書籍的紀

錄，保留了這些街傳巷聞，也呈現出與醫家不同的飲食禁

忌敘述。  

    此類博物書籍除了蒐羅來自各領域書籍，還保留不少

作者親自見聞之事。唐昭宗時擔任過廣州司馬的劉恂，撰

《嶺表錄異》記錄他在當地所見。目前留存的條目，有不少

關於飲食的敘述。劉恂以外來人的眼光，紀錄這些別處罕

聞的食材、食法，也突顯出不同地區飲食文化的差異。這

些差異，有時也會影響飲食禁忌的認知。  

    食材方面，中國南方最常被提到的特色，在於水產品

項與相關菜餚豐富，有不少北方鮮少食用，甚至未曾聽聞

之物。這類食材在經過記錄，並進一步了解後，其對身體

的影響，以及食用上的禁忌，也會呈現在博物書籍中。例

如瓦屋子：  

                                                 
2 2 8

 (五代 )杜光庭撰，蕭逸校點，《錄異記》，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

觀》，卷 5，〈異魚〉，頁 1 5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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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為蚶子頭。因盧

鈞尚書作鎮，遂改為瓦屋子，以其殼上有棱如瓦

壟，故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

多燒以薦酒，俗呼為天臠炙，喫多即壅氣，背膊煩

疼，未測其本性也。 2 2 9 

 

這種貝類生鮮食材，在北方除非以特殊管道，例如作為貢

品快速運送，或採用醃製等方式避免腐敗，不然一般人只

有到當地，才有機會享用。劉恂完整紀錄食材的採集、烹

調過程外，也提出此物可能對身體帶來的危害。事實上，

瓦屋子在《食療本草》中亦有紀錄，不過是以「蚶」為名，

兩者為同一物。 2 3 0書中並未提及劉恂所說之事：  

 

蚶，溫。主心腹冷氣，腰脊冷風；利五臟，健胃，

令人能食。每食了，以飯壓之，不爾令人口乾。  

又云，溫中，消食，起陽。時最重。出海中，殼如

瓦屋。  

又云，蚶︰主心腹腰腎冷風，可火上暖之，令沸，

空腹食十數個，以飲壓之，大妙。  

又云，無毒。益血色。  

殼︰燒，以米醋三度淬後埋，令壞。醋膏丸，治一

                                                 
2 2 9

 (唐 )劉恂撰，《嶺表錄異》，收入《筆記小說大觀》 (台北市：新興

書局， 19 88 )， 17編，冊 1，卷下，頁 59。  
2 3 0  (宋 )唐慎微撰，尚志鈞、尚志藕、鄭金生、劉大培校點，《證類本

草》，卷 2 2，〈馬刀〉：「蚶，補中益陽，所謂瓦屋是也」，頁 5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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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血氣、冷氣、癥癖。 2 3 1  

 

蚶直到唐代才被《食療本草》、《本草拾遺》、《四聲本草》

等醫書記錄其藥效。 2 3 2推測這類食物在南北交流頻繁後，

世人才稍知其概況。從《食療本草》的內容來看，唐代對

蚶已有相當程度的醫療用途認知。劉恂則以親身經歷，說

明此物在廣州地區是為人所珍的食材，也補充蚶食用過多

會導致壅氣的知識，只是他不清楚造成疾病的原因。劉恂

並非不知醫，《嶺表錄異》和其他博物書籍一樣，有參考本

草書籍的內容，但蚶會導致壅氣、背膊煩疼的病症，並不

在當時的醫書紀錄中。  

    劉恂之說在其他同時代醫書中未載，或許最根本的原

因，在於這些食物其他地區少有，更不用說出現在日常飲

食中，頂多作為少見藥物使用，因此不會特別關注該物的

食禁。這種南北飲食文化差異下，產生的認知隔閡，牡蠣

也是其中一例：  

 

蠔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而四面漸長，有

高一二丈者，巉巖如山。每一房內，蠔肉一片，隨

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蠔皆開房，見

人即合之。海夷盧亭往往以斧揳取殼，燒以烈火，

蠔即啟房。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筐，赴墟市以易酒。

                                                 
2 3 1

 (唐 )孟詵撰、 (唐 )張鼎補，鄭金生、張同君譯注，《食療本草譯注》，

卷中，〈蚶〉，頁 1 56。  
2 3 2  (宋 )唐慎微撰，尚志鈞、尚志藕、鄭金生、劉大培校點，《證類本

草》，卷 2 2，〈蚶〉：「新見陳藏器、蕭炳、孟詵、日華子」，頁 5 2 9。

前三人皆為唐時本草作者，日華子則是五代至宋代初期。由此可知

蚶為唐代才新增於本草的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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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大者，醃為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

即能壅腸胃。 2 3 3  

 

或許牡蠣附著在海岸岩石上，外殼很像是岩石的一部分，

才會被劉恂誤以為牡蠣和岩石是一體的。無論如何，劉恂

的敘述仍清楚呈現當地食用牡蠣的情況，在該段最後亦不

忘附上牡蠣可能造成腸胃阻塞的病症。牡蠣作為藥品使用

有相當長的時間，早至《神農本草經》已有紀錄。陶弘景

又收集名醫副品的文字做補充，在注文更進一步說明，道

家以牡蠣殼的左右大小差異來分辨其性別，若是偏右的稱

為牝蠣，鮮少使用。2 3 4至於牡蠣的飲食禁忌，《神農本草經》

的原始文字和陶弘景的注文都未提及。《食療本草》對牡蠣

另有說明：  

 

火上炙，令沸。去殼食之，甚美。令人細潤肌膚，

美顏色。  

又，藥家比來取左顧者，若食之，即不揀左右也。

可長服之。海族之中，惟此物最貴。北人不識，不

能表其味爾。 2 3 5 

 

                                                 
2 3 3

 (唐 )劉恂撰，《嶺表錄異》，收入《筆記小說大觀》， 17編，冊 1，卷

下，頁 62。  
2 3 4

 (梁 )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 6，〈蟲獸

三品〉：「今出東海，永嘉、晉安皆好，道家方以左顧者是雄，故名

牡蠣；右顧則牝蠣爾。生著石，皆以口在上，舉以腹向南視之，口

邪向東則是。或云以尖頭為左顧者，未詳孰是？例以大者為好。又

出廣州，南海亦如此，但多右顧不用爾」，頁 4 07。  
2 3 5

 (唐 )孟詵撰、 (唐 )張鼎補，鄭金生、張同君譯注，《食療本草譯注》，

卷中，〈牡蠣〉，頁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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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用才需注意牡蠣殼的左右之分，食用則沒有差別。孟詵

等人認為此物是海產中最珍貴的，可長期食用，同時提到

北方人無法了解這種食物的味道。這突顯出牡蠣雖然早已

被醫學所採用，作為藥品的相關知識頗豐。但由於北方人

不吃，牡蠣也沒有融入其他地區的日常飲食生活，因此過

去醫書未提到相關食禁。這是屬於因物產與文化喜好不

同，所產生的食禁現象。  

    因為地域差異而產生的飲食禁忌認知，不只有上述的

類型。人在不同自然環境下生活，身體也出現微妙的差異。

這種差異，導致人們能適應的食物種類也不一致。同樣的

食物，北方人食用後無事，但南方人卻因此患疾，反之亦

然。此類飲食禁忌過去少見於醫書著錄，《食療本草》中則

有數條相關禁忌，例如羊肉：  

 

謹按︰南方羊都不與鹽食之，多在山中吃野草，或

食毒草。若北羊，一二年間亦不可食，食必病生爾。

為其來南地食毒草故也。若南地人食之，即不憂

也。今將北羊于南地養三年之後，猶亦不中食，何

況于南羊能堪食乎？蓋土地各然也。 2 3 6 

 

南北兩地養羊的方式不同，北方人飼養時除了草料外，還

會餵鹽；南方人讓羊在山地自由吃野草，有時會食用到對

人體有害的植物。南方人食用這種羊無礙，但是北方人卻

會因此生病。即便是北方來的羊，帶到南方用這種方式飼

                                                 
2 3 6

 (唐 )孟詵撰、 (唐 )張鼎補，鄭金生、張同君譯注，《食療本草譯注》，

卷中，〈羊〉，頁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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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後，北人一樣不適合吃。孟詵等人可能認為自然環境造

成人體的差異，南方人對此習以為常，不覺有異，但北方

人的身體卻無法適應。這種養羊方式在《嶺表錄異》得到

證實：  

 

野葛，毒草也，俗呼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漿解

之。或說此草蔓生，葉如蘭香，光而厚，其毒多著

葉中，不得藥解，半日輒死。山羊食其苗，則肥而

大。 2 3 7 

 

野葛有毒的相關記述相當多，人類禁食此物無庸置疑。羊

被認為具有抵抗野葛毒性的能力，不僅可用羊血解野葛

毒，讓羊吃野葛苗還能長的肥大，這應該就是《食療本草》

所指的南方羊食用毒草之現象。不同地域的自然環境，生

活型態的差異，反應在飲食生活，乃至於飲食禁忌中。透

過博物書籍的敘述，增加了一些醫書未載的條目，或是因

此對相關知識有更深的理解。  

    博物書籍中亦記錄了部份醫者行醫救人的軼事。當中

部份病患染疾原因與飲食相關，例如《酉陽雜俎》曾有王

彥伯行醫的紀錄：  

 

荊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脈。斷人生死壽

夭，百不差一。裴胄尚書子忽暴中病。眾醫拱手，

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脉之良久，曰：「都無疾。」

                                                 
2 3 7

 (唐 )劉恂撰，《嶺表錄異》，收入《筆記小說大觀》， 17編，冊 1，卷

中，頁 29。  



 第四章 飲食禁忌與中古社會的連結．135． 

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

無鰓鯉魚毒也。」其子因鱠得病，裴初不信，乃鱠

鯉魚無鰓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2 3 8 

 

眾人都不知裴尚書之子感染何病，最後靠王彥伯告知方知

曉是因為食用無腮鯉魚導致的疾病。醫書中多記沒有腮的

魚類不能食用，裴尚書之子正因觸犯禁忌才有此禍。孫光

憲的《北夢瑣言》中也有兩段類似此例的文字：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脈，隨知病源者，必愈之

矣。唐崔魏公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

迨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

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

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

「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

數百隻。近買竹雞，倂將充饌。」梁新曰：「竹雞

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捩汁，折齒而灌

之，由是方蘇。 2 3 9  

 

……。又說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

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鱠奉候。少年及期赴

之。延之閣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

俄而設臺子，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

                                                 
2 3 8

 (唐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 7，〈醫〉，頁 7 4。  
2 3 9

 (五代 )孫光憲撰，賈二強點校，《北夢瑣言》 (北京：中華書局，

200 2)，卷 1 0，〈新趙意醫〉，頁 2 14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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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

之，逡巡又啜之，覺胷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

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

「郎君先因喫鱠太多，非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

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

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誑也。請退謀餐。」

他妙多斯類，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

者，得不勉之哉。 2 4 0 

 

這些事跡之所以被記錄，是因為這些醫者的精湛醫術，能

迅速查出他人所不能解之疾病。這些疾病的起因都源於飲

食，食用某物過量，或是吃到不適宜食用之物。從這三段

關於醫者治療觸犯飲食禁忌病患的案例，顯示出飲食禁忌

的知識，有可能透過醫者的醫療行為，傳達給病者及其親

友。  

 

二、中古食經─飲膳知識的醫學形象  

 

    先秦兩漢時期，飲食禁忌部分內容存在於調膳者所傳

承的飲食知識中，這些知識在中古時期逐漸被醫 書所吸

收，包括食療、食養和飲食禁忌等內容，都成為中古醫書

的環節之一。不過，在中古時期，這些飲膳相關的知識，

實際上仍保留了「食」的外衣繼續在社會中流傳，也就是

                                                 
2 4 0

 (五代 )孫光憲撰，賈二強點校，《北夢瑣言》，卷 10，〈療疑病〉，頁

216 -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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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食經。這些著作今日幾乎亡佚殆盡，僅剩下抄錄於

各類書籍中的逸文，以及經籍志中的殘名。根據這些線索，

還是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古食經的面貌。學界多數的看法，

認為這些著作可概略分成兩種類型：第一類食經描述內容

是關於食品製作、烹飪技術和菜單集等，以《齊民要術》

轉引的《食經》為代表；第二類則是關於食療、食補與食

禁等衛生保健的醫學書籍，以《醫心方》的轉錄著作為代

表，篠田統、逯耀東和高文柱等前賢都同意這樣的看法。2 4 1

不過，食經的性質是否真如此涇渭分明，仍讓人有些疑惑。

如果依照本文前面的論述，掌廚之人不僅擁有烹調、釀造、

醃製等技術，同時也對食材的性質具有一定程度認知，食

宜和飲食禁忌便是他們理應具備的知識。以此邏輯思考，

對中古食經性質的解釋，似乎不能以現代的觀點，明快的

分為兩類。這實際上牽涉到，包含飲食禁忌在內的飲膳知

識，是否仍是一項獨立的知識系統，還是已被醫學所吸收、

同化。本文以下便針對此議題略作解釋。  

 

表 4- 2、《隋書‧經籍志》食經類書目  

 書名  卷數   書名  卷數  

1 .  老子禁食經  一卷  1 5 .  四時酒要方  一卷  

2 .  崔氏食經  四卷  1 6 .  白酒方  一卷  

                                                 
2 4 1

 篠田統，〈中世食經考〉，收入氏著，高桂林、薛來運、孫音譯，《中

國食物史研究》，頁 99 -117；逯耀東，〈北魏《崔氏食經》的歷史與

文化意義〉，收入《第一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3 -38；高文柱，〈《醫心方》引用文獻考略〉，收入《醫心方校注》，

頁 6 72 -67 3。  



．138．中國中古時期的飲食禁忌──以醫書為中心  

3 .  食經  十四卷  1 7 .  七日麪酒法  一卷  

4 .  食經  二卷  1 8 .  雜酒食要法  一卷  

5 .  食經  十九卷  1 9 .  雜藏釀法  一卷  

6 .  劉休食方  一卷  2 0 .  雜酒食要法  一卷  

7 .  食饌次第法  一卷  2 1 .  酒并飲食方  一卷  

8 .  黃帝雜飲食忌  二卷  2 2 .  及鐺蟹方  一卷  

9 .  四時御食經  一卷  2 3 .  羹 法  一卷  

1 0 .  太官食經  五卷  2 4 .  膢朐法  一卷  

11 .  太官食法  二十卷  2 5 .  北方生醬法  一卷  

1 2 .  食 法 雜 酒 食 要

方 白 酒 并 作 物

法  

十二卷  2 6 .  食經 (馬琬撰 )  三卷  

1 3 .  家政方  十二卷  2 7 .  會 稽 郡 造 海 味

法  

一卷  

1 4 .  食 圖  一卷  2 8 .  淮 南 王 食 經 并

目  

一 百六 十

五卷  

 

表 4-3、《舊 唐 書 ‧經籍志》與《 新 唐 書 ‧ 藝 文 志 》 食經

類書目  

 書名  卷數   書名  卷數  

1 .  太官食法  一卷   8 .  淮南王食目  十卷  

2 .  太官食方  十九卷   9 .  淮 南 王 食 經 音

(諸葛穎撰 )  

十三卷  

3 .  食經 (崔浩撰 )  九卷  1 0 .  食 經 ( 盧 仁 宗

撰 )  

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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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食經  十卷  11 .  四時御食經  一 卷 ( 僅

新 唐 書 收

錄 )  

5 .  食經 (竺暄撰 )  四卷  1 2 .  陽 曅 膳 夫 經 手

錄  

四 卷 ( 僅

新 唐 書 收

錄 )  

6 .  四 時 食 法 (趙 氏

撰，新唐書作趙

武撰 )  

一卷  1 3 .  嚴龜食法  十 卷 ( 僅

新 唐 書 收

錄 )  

7 .  淮 南 王 食 經 (諸

葛穎撰 )  

一 百 二 十

卷  

   

 

    上兩表為《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與《新

唐書‧藝文志》中所收錄的食經名單， 2 4 2其中《隋書》所

收錄的書單，明顯較兩唐書豐富，但這些著作在編撰《隋

書‧經籍志》時已大半不存，因此兩唐書未加收錄。兩唐

書的內容則大致相符，僅《新唐書》多出《四時御食經》、

《陽曅膳夫經手錄》和《嚴龜食法》三部著作。如果依照這

些書名，扣除僅以《食經》、《食方》等模糊詞彙命名的著

作外，多數書名似乎有較明確的主題，如《老子禁食經》、

《黃帝雜飲食忌》等應是偏重飲食與醫療保健類別；《食法

雜酒食要方白酒并作物法》、《四時酒要方》、《白酒方》、《七

日麪酒法》、《雜酒食要法》、《雜藏釀法》、《雜酒食要法》、

                                                 
2 4 2  表 4 -2內容詳見： (唐 )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 9 7 3 )，

卷 3 4，〈經籍三〉，頁 10 40 -10 50；表 4 -3內容詳見： (後晉 )劉昫等撰，

《舊唐書》，卷 47，〈經籍下〉，頁 20 47 -20 51； (宋 )歐陽修、 (宋 )宋祁

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 97 5)，卷 59，〈藝文三〉，頁 15 66 -15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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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并飲食方》等則屬於酒類釀造技術與飲酒配食等內容；

《 及鐺蟹方》、《羹 法》、《 膢朐法》、《北方生醬法》、《會

稽郡造海味法》等則是特定類別菜餚的製作法；至於《太

官食經》和《太官食法》，《隋書》卷二十七〈百官中〉：  

 

光祿寺，掌諸膳食，帳幕器物，宮殿門戶等事。統

守宮、 掌 凡 張 設 等 事 。太官、 掌 食 膳 事 。
2 4 3 

 

以及《隋書》卷二十八〈百官下〉：  

 

光祿寺統太官、肴藏、良醞、掌醢等署。各置令、

太 官 三 人 ， 肴 藏 、 良 醞 各 二 人 ， 掌 醢 一 人 。丞。 太 官 八 人 ， 肴 藏 、

掌 醢 各 二 人 ， 良 醞 四 人 。太官又有監膳， 十 二 人 。良醞有掌

醞， 五 十 人 。掌醢有掌醢 十 人 。等員。 2 4 4 

 

《隋書》所錄的北齊和隋代官制，太官為光錄寺下負責宮廷

飲膳的單位，如果就書名推測，這兩部著作應該與宮廷飲

食製作等脫不了關係。  

    中古時期的人們，寫作食經的目的為何？北魏崔浩的

說法或許可當作參考。《崔浩食經》見於兩唐書中，記為

九卷，但《隋書‧經籍志》中又有《崔氏食經》四卷，兩

者是否為同一作品，由於該書今日不傳，沒有明確證據，

由於不影響本文的論述內容，因此不多著墨於此。《魏書》

卷三十五〈崔浩傳〉：  

                                                 
2 4 3  (唐 )魏徵等撰，《隋書》，卷 27，〈百官中〉，頁 7 55。  
2 4 4  (唐 )魏徵等撰，《隋書》，卷 28，〈百官下〉，頁 7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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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母盧氏，諶孫也。浩著食經敍曰：「余自少及長，

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

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

自親焉。昔遭喪亂，飢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

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

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為九篇，文辭約舉，

婉而成章，聰辯強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

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

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

錦，食則粱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

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2 4 5 

 

崔浩撰寫《食經》的原因，在於將母親記憶中的飲膳「垂

示來世」，讓後代都能知曉家族所傳承的菜餚和祭祀食品等

製作方式，也就是具有家族象徵的飲食知識。其他《食經》、

《食法》的寫作目的，應該也有部分是類似情況。對照中古

時期家學傳承觀念的興盛，透過食經延續家族飲食知識，

是合理的推測。  

    如果依照過去學界對中世食經的理解，加之崔浩的說

法，確實會認為同樣名為食經的著作，有兩種不同的面貌。

奇特的是，這些食經著作全數被《隋書》、《舊唐書》與《新

唐書》歸之於醫經、醫術類書籍。若真是闡述食品製作之

書，大可類歸為農家著作，和以食品生產和製作的《齊民

                                                 
2 4 5

 (北齊 )魏收，《魏書》 (北京：中華書局， 1 9 9 7 )，卷 3 5，〈崔浩傳〉，

頁 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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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術》同項，何以全被視為醫書？要釐清這個問題，首先

要針對食經的內容與性質重新定義。食經是一種保存與傳

遞飲食知識的載體，知識內容的範圍可能很廣泛，但最終

都圍繞在「食」的基礎上發展。也就是說，單一食經著作

中，很有可能同時包含了食物烹調技術的紀錄，以及食物

的性質、搭配與禁忌等陳述。篠田統在針對《醫心方》引

用的食經進行分析時，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丹波康賴

在編撰《醫心方》時所見的食經中，應該存在一些烹飪技

術的描述，或許是因為著作的宗旨在於食療、藥理等方面，

因此丹波康賴也僅引用了相關條目，但針對此問題篠田統

未再深入探究。 2 4 6陳元朋則以「集成所有與食物相涉認知

的健康百科全書」來形容他對中古食經的看法， 2 4 7本文亦

同意此論述。  

雖說今日中古食經皆已不傳，同樣描寫食品製作，性

質有部分相近的《齊民要術》或可作為參考。《齊民要術》

中共有 17處引用了飲食禁忌的條目， 2 4 8來源頗雜，扣除兩

處未列出處，可能是賈思勰自身經驗的描述外，其餘條目

來自《博物志》、《神異經》、《異苑》、《龍魚河圖》、《南中

八郡志》等博物地理類書籍，也有《吳氏本草》、《本草》、

《養生論》等醫療保健書籍。其中《本草》的引用條目，與

陶弘景編輯後的《本草經集注》大致相符，一部份來自名

醫副品，一部份則為陶氏的注文，應該可以斷定賈思勰是

                                                 
2 4 6

 篠田統，〈中世食經考〉，收入氏著，高桂林、薛來運、孫音譯，《中

國食物史研究》，頁 99 -117。  
2 4 7  關於陳元朋對中古食經的分析，詳見氏著，〈舉箸常如服藥 ──本

草史與飲食史視野下的「藥食如一」變遷史〉，頁 2 39 -2 61。  
2 4 8  內容詳見附錄六〈《齊民要術》食禁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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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了陶弘景的版本。無論如何，《齊民要術》的編寫內容，

證明了即使是以烹飪手法和釀造技術為主的食經，當中也

很有可能更共存了飲食禁忌的知識。另一個例子則是《醫

心方》轉引的《膳夫經》。膳夫，《周禮》記為掌王之膳食

者，自然是和烹飪有直接關係，豈有以膳夫為名而實為論

醫的道理？《醫心方》共引用了 18處， 2 4 9除了出現在卷二

十二〈妊婦修身法第二〉的條目頗為古怪，完全超出食的

範圍外，其餘皆出現在和飲食相關的二十九與三十卷，陳

述各類飲食禁忌、食宜知識。這樣的情況確實也符合本文

所強調「調膳者同時掌握烹飪和飲食禁忌知識」的論述。  

    現在將問題回到食經的歸類上。三部斷代史著作中的

書籍目錄，之所以將食經全數歸為醫書的理由，或許便是

因為當時的人已將飲食知識，特別是關於身體康健的相關

內容，作為醫學知識來認同。更進一步來說，也是飲食禁

忌已經具有醫學形象，成為醫學知識中的一環。因此，包

含了相關內容的食經，即使含有烹飪技術等與醫學關聯甚

淺的文字，仍被視為某一類型的醫書。  

                                                 
2 4 9  內容詳見附錄七〈《醫心方》轉引自《膳夫經》之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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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飲食禁忌知識的傳播與影響  

 

    飲食禁忌在中古時期雖存在於不同的文獻中，但整體

而言，醫書所錄的內容，不僅在文字數量上佔了明顯的優

勢，內容更為詳實，清楚描述飲食可能對人體的傷害，以

及如何避忌。雖然先秦兩漢時期的醫書亦有類似篇章，但

遠不及中古醫書完備。這些內容成為中古醫書的特色，同

時也代表了飲食禁忌成為醫學發展的環節之一。在此情形

下，習醫成為了解飲食禁忌相關知識的重要管道。中古時

期經歷了醫學傳承的開放，特別是隋唐以來，醫學不再是

特定家族或群體才能接觸的知識。透過習醫接觸飲食禁忌

的相關論述，也不僅限於操持此業的醫者，一般對醫學有

興趣的人士，只要有適合的接觸管道與具備相應對的閱讀

能力，都能從中得知飲食禁忌知識。不過，中古時期這些

知識階層習醫的情況為何？其接觸管道與目的，以及是否

從中了解飲食禁忌相關知識？是本文欲了解的第一項課

題。  

    不過，即便透過習醫了解飲食禁忌，將所學運用在日

常生活，又是另一種情況。畢竟中古醫書中，飲食禁忌相

關知識多到令人咋舌，若完全依照這些禁忌內容過日子，

恐怕難以下箸。因此習得飲食禁忌的人們，對於這項知識

的執行，應各自有不同的情況。中古時期社會上，仍有部

分人士，對飲食禁忌特別執著，致力將其奉行於日常生活

中。這些人有什麼共同特徵，或是相同的社會形象？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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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第二項關注問題。以下便將針對這兩個子題略做 分

析，以了解飲食禁忌在中古社會的實際影響。  

 

一、飲食禁忌的傳播管道─醫學  

 

    本文前述已引用范家偉的說法，認為中國醫學在歷史

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密傳、世傳到開放的過程。如果對

應中古時期，大致來說南北朝時期醫學家傳的情況較為普

遍，代代相傳的世醫家族掌握醫學，例如著名的東海徐氏

一族。隋唐時期隨著官方進入醫學傳承，扮演重要角色，

醫學知識轉向社會開放的情況。 2 5 0從中古時期著名醫者的

習醫經驗，可以看出此一發展的情況。生活於南朝梁時的

陶弘景，在其《本草經集注》中亦透露出這樣的訊息：  

 

余祖世以來，務敦方藥，本有《范汪方》一部，斟

酌詳用，多獲其效。內護家門，旁及親族。其有虛

心告請者，不限貴賤，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數

百千人。自余投纓宅嶺，猶不忘此。日夜玩味，恆

覺欣欣。今撰此三卷，並《效驗方》五卷，又《補

闕葛氏肘後》三卷。蓋欲永嗣善業，令諸子侄，弗

敢失墜，可以輔身濟物者，孰複是先。 2 5 1 

 

                                                 
2 5 0

 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頁 9 6 -123。  
2 5 1  (梁 )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 1，〈序錄〉，

頁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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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的醫學背景，正是其家族所流傳的醫方。家傳醫學

不僅是一種職業或身份，更重要的是可以保全一族平安的

重要知識，具有實用價值。  

    到了唐代，雖然醫學世家仍盛行於時，但是醫學的傳

遞不再被限制於此。太醫署的設置，成為國家培養醫學人

才的重要突破。官修醫書的頒布與傳抄，讓醫方擁有更多

流傳的空間。這正是中古時期非醫學世家出身的知識階

層，能夠接觸醫學的重要背景因素。初唐重要醫家孫思邈，

在《千金要方》中提到自己的習醫背景：  

 

吾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產。所

以青衿之歲，高尚茲典；白首之年，未嘗釋卷。至

於切脈診候，採藥合和，服餌節度，將息避慎，一

事長於己者，不遠千里，伏膺取決。至於弱冠，頗

覺有悟，是以親鄰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濟益；在身

之患，斷絕醫門。故知方藥本草，不可不學。 2 5 2 

 

孫思邈的醫學知識靠自學所得，而非家族背景，其習醫的

目的則是自用，乃至於幫助親族。由於他所處時代為南北

朝末年至唐代初年，官方對醫學傳承開放的影響尚不明

顯。不過至王燾生活的盛唐時期，官方的影響就頗為明確： 

 

余幼多疾病，長好醫術，遭逢有道，遂躡亨衢，七

登南宮，兩拜東掖，便繁台閣二十餘載，久知弘文

                                                 
2 5 2  (唐 )孫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編，《備急千金要方校注》，收入《藥王

千金方》，〈備急千金要方序〉，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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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圖籍方書等，繇是睹奧升堂，皆探其秘要，以婚

姻之故，貶守房陵，量移大寧郡，提攜江上，冒犯

蒸暑，自南徂北，既僻且陋，染瘴嬰痢，十有六、

七，死生契闊，不可問天，賴有經方僅得存者，神

功妙用，固難稱述，遂發憤刊削，庶幾一隅。 2 5 3 

 

王燾從小體弱，長大後喜好醫學，官場生活提供他接觸醫

學的重要機會。藉著職位之便，他閱覽官方收集各類醫書，

習得醫學知識。在官宦生涯的流離中，這項所學發揮效用，

讓他保住性命，因而決定撰寫醫書以傳世為用。王燾從一

個對醫學有興趣的人士，變成留下重要著作的醫家。他的

自述不僅證實了唐代官方對醫學傳播的影響，同時也提供

了當時知識階層習醫的原因，也就是自用保身。  

    唐代文人劉禹錫，曾經編篡《傳信方》。此書雖已失

傳，但常見於各方書引用，他可說是中古時期知識階層習

醫的代表人物。對於自身習醫的背景，劉禹錫在〈答道州

薛侍郎論方書書〉這麼說：  

 

愚少多病，猶省為童兒時，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

如醫巫家。針烙灌餌，咺然啼號。巫嫗輒陽陽滿誌，

引手直求，竟未知何等方何等藥餌。及壯，見里中

兒年齒比者，必睨然武健可愛，羞已之不如。遂從

世醫號富於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

於群方為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出。

考《素問》，識榮衛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脈

                                                 
2 5 3

 (唐 )王燾撰、高文鑄校注，《外台秘要方》，〈外台秘要方序〉，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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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表候，而天機昏淺，布指於位，不能分累菽之

重輕，第知息至而已。然於藥石，不為懵矣。爾來

垂三十年，其術足以自衛。或行乎門內，疾輒良已。

家之嬰兒，未嘗詣醫門求治者。 2 5 4  

 

這段文字透漏了幾個重要訊息。首先，劉禹錫習醫的目的

同樣是自身因素，從小體虛，時常接受各種治療，稍年長

之後身體仍嫌孱弱，所以主動學習，閱讀醫書。雖然其醫

學造詣稱不上名醫，但至少足以自保，更讓家族之人不需

為了疾病四處求醫問卜。此段文字透露的另一個訊息，則

是其習醫管道。他向當時世稱名醫之人借閱所藏醫書，透

過自習理解醫術。除此之外，有時醫方的傳遞還透過知識

階層的相互餽贈，例如劉禹錫在〈傳信方述〉的說法：  

 

余為連州四年，江華守河東薛景晦，以所著《古今

集驗方》十通為贈。其志在於拯物，余故申之以書。

異日，景晦復寄聲相謝，且諮所以補前方之闕。醫

拯道貴廣，庸可以學淺為辭？遂於篋中得已試者五

十餘方，用塞長者之問。皆有所自，故以《傳信》

為目云。元和十三年六月八日，中山劉禹錫述。 2 5 5  

 

薛景晦以所著《古今集驗方》贈與劉禹錫，劉禹錫以此為

基礎，加上親身試驗確定藥方的可信與否，以及向他人詢

                                                 
2 5 4

 (唐 )劉禹錫撰，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 89 )，卷 10，〈答道州薛侍郎論方書書〉，頁 2 71。  
2 5 5

 (清 )董誥等，《全唐文新編》 (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 99 9)，卷

607，〈傳信方述〉，頁 68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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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學習，做成《傳信方》一書以傳世，希望幫助更多人。  

    自用是中古時期知識階層習醫的重要原因，范家偉更

進一步提出，唐代官員不少人害怕前往南方任職，認為該

地多瘴癘，不願因此染疾喪命。因此部份士人學醫並傳抄

驗方，以求保命。 2 5 6前述王燾的經驗便是最好的例子。此

外，陸贄所作《陸氏集驗方》，也透露出相同的訊息：  

 

贄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靜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

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為陸

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 2 5 7 

 

陸贄被貶官前往忠州，該地瘴癘盛行，因而蒐羅藥方成書

以應之。官宦生活的流離，造成士人需要面對各種生活環

境。若遷居瘴癘盛行的地區，不僅容易染病，加上醫藥缺

乏，往往性命難保。若有醫學知識在身，至少可多一層保

障。自身需求加上習醫管道的開放，構成唐代知識階層接

觸醫學知識的重要背景。  

    唐代知識階層的習醫，讓他們對於醫學有基本的理

解，這份理解有時也會反映在其文學創作上。例如張說的

〈錢本草〉一文：  

 

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彩澤流潤，善療饑

寒困厄之患，立驗。能利邦國，汙賢達，畏清廉。

貪婪者服之，以均平為良；如不均平，則冷熱相激，

                                                 
2 5 6

 范家偉，《大醫精誠 ─唐代國家、信仰與醫學》，頁 1 47 -1 68。  
2 5 7

 (後晉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 39，〈陸贄傳〉，頁 3 8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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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霍亂。其藥采無時，采則非理則傷神。此既流

行，能召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

賊之災生；如散而不積，則有饑寒困厄之患至。一

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為珍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

義，使無求非分謂之禮，博施濟公謂之仁，出不失

期謂之信，入不妨已謂之智，此七術精煉方可。久

而服之，令人長壽。若服之非理，則弱志傷神，切

須忌之。 2 5 8 

 

張說此文討論錢財的價值，以及人對錢財應有的態度。他

將這份勸戒，以本草的形式做表達，包括味、性、毒性、

主治、炮製法、對人體的益處與可能造成的傷害。若非熟

讀本草書籍，張說自然不會以此作為他傳達理念的寫作

法，反之，社會上其他知識階層也需對此有一定程度的理

解，才能清楚其意。以本草作為創作靈感的還不止張說，

侯味虛也以此作文諷刺官場現象：  

 

唐戶部郎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熱，

有毒。」又朱書云：「大熱有毒。主除邪佞，杜奸

回，報冤滯，止淫濫，尤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

畿尉簿為之相。畏還使，惡爆直，忌按權豪。出於

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為

良。服之，長精神，滅姿媚。久服，令人冷峭」。 2 5 9 

 

                                                 
2 5 8  (清 )董誥等，《全唐文新編》，卷 2 26，〈錢本草〉，頁 2 56 0。  
2 5 9

 (宋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 1 96 1)，卷 255，〈嘲

誚三〉，頁 1 9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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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言忠也有類似作品：  

 

唐賈言忠撰《監察本草》云：「服之心憂，多驚悸，

生白發。」時義云：「裏行及試員外者，為合口椒，

最有毒。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為蘿蔔，亦

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為患。侍御史為脆梨，漸入佳

味。遷員外郎為甘子，可久服。或謂合口椒少毒而

脆梨毒者，此由觸之則發，亦無常性。唯拜員外郎，

號為摘去毒。歡悵相半，喜遷之，惜其權也。 2 6 0 

 

《百官本草》和《監察本草》今日不存，只剩這兩條可供參

考，但看得出來是諷刺社會現象之作。這兩段文字都十分

符合本草藥物紀錄形式，這些作者對醫書內容有所認知，

應是合理的推測，這也代表社會上知識階層對醫學不至於

完全陌生。  

    知識階層對醫學的認識，也反應在他們對飲食的理解

上。元稹的〈送崔侍御之嶺南二十韻〉序文便是其證：  

 

古朋友別，皆贈以言，況南方物候飲食，與北土異。

其甚者，夷民喜聚蠱，祕方云：「以含銀變黑為驗，

攻之重雄黃。海物多肥腥，啖之好嘔泄。」驗方云：

「備之在鹹食，嶺外饒野菌，視之蟲蠹者無毒。羅

浮生異果，察其鳥啄者可餐。」 2 6 1 

 

                                                 
2 6 0

 (宋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 55，〈嘲誚三〉，頁 1 98 3 -198 4。  
2 6 1

 (唐 )元稹，《元稹集》 (台北：漢京文化， 1 98 3)，卷 11，〈送崔侍御

之嶺南二十韻〉，頁 12 5 -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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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擔心將前往嶺南地區生活的朋友，並以醫方所說之事

告誡，這些內容多圍繞在飲食方面。除了防避遭人下蠱毒

外，還提醒朋友不要貪口時用太多海產，以免導致上吐下

瀉；又叮嚀注意沒看過的菇類與果物，若是有動物啃咬的

痕跡，就代表可放心食用。除此之外，元稹在〈浙東論罷

進海味狀〉一文中，「況淡菜等味不登於俎豆，名不載於方

書，海物鹹腥，增痰損肺，俗稱補益，藎是方言。」 2 6 2在

勸誡皇帝罷貢時，談及淡菜等物雖相傳有補益效果，但方

書卻無相關記載，認為此物實質害人，更顯出他對本草所

記的藥物知識十分熟悉。另外，王維的〈敕賜百官櫻桃〉：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闌。  

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  

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  

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 2 6 3 

 

王維注意到食用太多櫻桃可能會引發的身體問題，因此在

詩中提到以蔗漿中和其熱性。這些創作都需要平時對藥物

知識的理解，同時也顯示出當時知識階層確實從醫學中得

到關於飲食的忌宜。張祐的〈秋日病中〉更是鮮明的範例： 

 

析析簷前竹，秋聲拂簟涼。  

病加陰已久，愁覺夜初長。  

坐拾車前子，行看肘後方。  

                                                 
2 6 2

 (唐 )元稹，《元稹集》，卷 3 9，〈浙東論罷進海味狀〉，頁 4 40。  
2 6 3

 (唐 )王維撰，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 7)，

卷 4，〈敕賜百官櫻桃〉，頁 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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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端憂食忌，開鏡倍萎黃。 2 6 4 

 

不知張祐是因病翻閱方書，還是平日就有閱讀醫籍的習

慣。無論如何，他藉由閱覽《肘後方》而得知飲食禁忌知

識，又害怕平日早已犯忌，因而害怕憔悴。以上皆為唐代

知識階層透過醫學了解飲食禁忌的佐證。這些內容呈現

出，即便同為中古時期的社會，飲食禁忌的傳播情況，仍

有明顯的時代差異。  

 

二、「食必視本草」─食禁知識的影響  

 

    李翱為韓愈所寫的行狀中，有一段韓愈對自己生平的

自述，十分切合本節的討論主題：  

 

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

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

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

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

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 2 6 5  

 

從韓愈的口中得知，當時社會上有一批人，飲食必從禁忌，

每食總需要查閱本草書籍，確定沒有違反才敢放心吃飯，

                                                 
2 6 4

 (清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 1 96 0)，卷 510，〈秋

日病中〉，頁 5 808。  
2 6 5

 (清 )董誥等，《全唐文新編》，卷 639，〈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頁 7 2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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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必視本草」正是這群人貼切的寫照。這段話同時呈現

出，本草這類的藥學書籍，已經成為飲食禁忌的形象與代

名詞。中古時期，特別是唐代，知識階層接觸醫學並非少

見，自然不會無視於醫方與本草中所記載的大量飲食禁忌

條目。不過，知道內容是一回事，是否付諸行動又是一回

事，接觸醫學的知識群體，並不等於飲食禁忌的奉行者，

這個群體理論上應為習醫群體的一部分而已。這群人是什

麼樣的背景與形象，若從韓愈的言詞中分析，他很明顯不

屬於此類，甚至對這群人有頗不以為然的觀感。這點在韓

愈的〈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表現的更明顯：  

 

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

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

節度禦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

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

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

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

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

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

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

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

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

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

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

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

可以為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

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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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禦。人相厚勉，必曰

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

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

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

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

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

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

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2 6 6 

 

此篇措詞批判意味濃厚，在韓愈眼中，這個群體「不信常

道而務鬼怪」，米穀、果菜、魚肉，乃至於調味的鹽、醋，

皆是人自古以來維生的食物，他們卻視為殘害性命之物，

「十常不食二三」。這些人同時還服食藥物，最後導致疾發

而亡。明明是希望追求長生，卻迎來短壽結局。  

    韓愈該篇透露出這些遵從飲食禁忌之人的形象，似乎

屬於服食養生一派的人物。中古時期服食之風盛行，不只

是隱居修煉丹藥之人，更多是服用以鐘乳等礦石煉製的寒

食散。醫書中大量相關記載，這種因為石藥導致疾病的情

況蔚為普遍，《本草經集注》、《諸病源候論》、兩部《千金

方》等醫書皆收錄服食之人需要注意的飲食問題。但這種

飲食禁忌和一般人不同，因為要發散石藥之熱毒，需要冷

飲冷食。《諸病源候論》記其生活須知：  

 

服藥之後，宜煩勞。若羸著床不能行者，扶起行之。

                                                 
2 6 6  (唐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 (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 7)，卷 7，〈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頁

554 -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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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當寒衣、寒飲、寒食、寒臥，極寒益善。  

若藥未散者，不可浴，浴之則矜寒，使藥不發，今

人戰掉，當更溫酒飲食，起跳踴，舂磨出力，今溫

乃浴，解則止，勿過多也。又當數冷食，無晝夜也。

一日可六七食，若失食，飢亦令人寒，但食則溫矣。

2 6 7 

 

也需注意飲酒：  

 

凡服藥者，服食皆冷，唯酒冷熱自從。或一日而解，

或二十餘日解，當飲酒，今體中醺醺不絕。當飲醕

酒，勿飲薄白酒也，體內重，令人變亂。若不發者，

要當先下，乃服之也。 2 6 8 

 

服食之人若不遵從這些禁忌，便有可能導致石藥發作而

亡，因此即便是遭遇居喪之時，也需照常飲酒吃肉。《世說

新語‧任誕》提到一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

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

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

「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

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

                                                 
2 6 7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卷 6，〈解散病諸候‧寒食散發候〉，

頁 1 81。  
2 6 8  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卷 6，〈解散病諸候‧寒食散發候〉，

頁 1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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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9 

 

此處所指阮籍有疾，便是指服食之疾，需要照常進食，因

此晉文王在何曾指責阮籍時出面維護。此類服食者必須嚴

格遵守禁忌，但這終究不是本文所討論的飲食禁忌型態。

在韓愈眼中，兩者的界線模糊，凡食飲皆遵從禁忌之人，

似乎同時也有服食之舉。這麼想的還不只韓愈，《因話錄》

紀錄了一段軼事：  

 

裴晉公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

曰：「吾徒僥幸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

一生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

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吃。生老病死，時至

即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 2 7 0 

 

此篇雖說是稱揚裴度對人生的豁達，但其態度也顯示出，

對飲食禁忌特別在意之人，與修習術數和服食的形象是連

結的。  

    陳元朋認為魏晉六朝的飲食禁忌奉行者，包括食經的

作者，很有可能都是具有厚生思想的道徒。 2 7 1本文部份同

意這樣的看法，畢竟不可否認的，道教養生思想在中古時

期有其社會影響力，重要醫學書籍的作者如葛洪、陶弘景、

                                                 
2 6 9  (劉宋 )劉義慶撰， (梁 )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卷

下，〈任誕第二十三〉，頁 6 54。  
2 7 0

 (唐 )趙璘撰，曹中孚校點，《因話錄》，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

卷 2，〈商部上〉，頁 84 4。  
2 7 1

 陳元朋，〈舉箸常如服藥——本草史與飲食史視野下的「藥食如一」

變遷史〉，頁 2 56 -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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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思邈等人也都具有道教的背景，這樣的觀點也同時反映

在他們的著作中。飲食禁忌在這樣的情形下被醫學吸收，

不可避免與道教養生有所聯繫。實際上就本文前述的觀察

來看，即使到了唐代，重視飲食禁忌的群體，仍會被視為

養生服食一流的人物，但分屬兩類不同層面的飲食禁忌：

一種屬於一般人為了避免疾病或死亡，所需注意的飲食禁

忌；一種則是追尋長生的服食之人，需要遵行之禁。當然

後者同時也需遵從前者的說法，只是其條件更為嚴苛。或

許後者的形象鮮明，蓋過前者，變成中古時期飲食禁忌奉

行者的形象，但知識階層和醫者仍然屬於理解飲食禁忌存

在的群體。前述元稹對友人的叮嚀，正顯示出這樣的知識，

仍受到一般知識階層重視，只不過未像「食必視本草」的

養生者那樣的程度罷了。  

 

 

    醫學典籍是中古時期飲食禁忌條目重要的載體，這點

無庸置疑。不過社會上還有部份流傳書籍，同樣也保留了

飲食禁忌的內容，這類書籍正好又和先秦兩漢時期的博物

知識，以及飲食經驗相呼應。這些著作呈現出與醫學緊密

互動的情況，博物著作的飲食禁忌內容，雖有部份醫書未

記載的條目，但有許多與醫書相近的內容，從其內容來看，

彼此間往往有相互抄錄的情況。 而且當中紀錄的名醫事

蹟，也說明了飲食禁忌可能透過治療食疾的行為傳遞。至

於食經書籍，則是夾雜飲食禁忌、食宜與烹飪的內容，但

卻直接被後世的書目全數歸於醫書的一部分，令人困惑。

本文認為這樣的舉動，或許代表了隨著中古時期醫書大量

紀錄關於食物的內容後，這類飲食禁忌、食宜的描述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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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醫學知識的一環。因此即使當中夾雜了許多烹飪、釀

造等家庭農事的文字，還是被視為醫經的類別之一。  

    飲食禁忌在中古時期也隨著醫學的流傳而擴散，當時

不少知識階層都有閱讀醫書的經驗，隨著個人的需求，相

互借閱或餽贈醫方。不少文人熟知醫學，也從中得到飲食

相關知識。飲食禁忌跟著這樣的現象傳遞，但卻不代表瞭

解相關知識的人，也遵循這些條目過飲食生活。實際上，

當時奉行飲食禁忌的群體，往往被視為具有服食養生的求

道者形象。這與中古時期服食之風盛行有密切關係，服食

者的禁忌比起一般人更為嚴格。平常人在日常生活中，多

少還是會注意飲食禁忌，只是不會到服食者的極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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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語 

    「飲食禁忌」觀念的出現，標示了人們了解飲食對身

體的影響，以及和疾病之間的聯繫。這樣的描述在中古時

期的醫書中時常可見，但此觀念並非中古時期才發生。早

在先秦兩漢時期，便已出現飲食禁忌起源的線索，醫學不

過是其中一個領域的文獻，其他還包括民俗禁忌、博物知

識、飲食經驗等性質的論述。民俗禁忌指的是民間流傳的

各種禁忌內容，當中有部份牽涉到飲食的討論。例如日書

這類以日月等時間為依據，記錄各種生活禁忌的典籍，當

中便有數條關於飲食的禁忌描述，以及飲食可能遭鬼祟物

污染而成為致病之物。這些描述暗示當時民俗禁忌中，包

含了對飲食行為的限制，以及飲食可能導致疾病的觀念。

除了日書外，社會上還有許多不同的禁忌，其中有廣為人

知的類型，也有只流傳於部分地區的情況。  

    博物知識方面，以《山海經》等紀錄各地山川、物產、

神異傳說的文獻，紀錄了對各地動植物的描述，包括了這

些物產是否可食，以及食用後會對人體帶來的效果。這些

內容多數對人體具有正面意義，但少部份則會造成食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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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疾或死亡，屬於負面效用。傷害食用者的動植物，在這

類文獻中的數量雖不多，但代表了人們對食 物進行探索

時，亦含有注意避忌的負面思考。  

    另一種飲食禁忌的起源，是長年累積的飲食經驗，這

些描述今日多保留在儒家經典。除了告訴人們在吃飯時，

從外觀、氣味判別食物的情況外，還包括對負責烹調膳食

者的叮嚀。掌管飲食的人，必須知曉什麼樣的動植物不適

合食用，以及在適當的季節，烹調適合的菜餚，達到以食

養人的目的。若是觸犯禁忌，或是做出錯誤搭配的菜色，

便可能造成食用者受到傷害。不論是在宮廷掌管食事的官

員，還是家庭內的負責廚務者，都須具備這樣的知識。  

先秦兩漢時期的醫書中，對於飲食和相關禁忌的論述

另有其特色。該時代的醫書，例如《五十二病方》內可見

到日常食物被當作藥物使用的情況。雖然使用方式比較類

似方劑而不像是菜餚，但至少代表了當時人們了解日常食

物對人體的醫療作用。在《黃帝內經素問》和《黃帝內經

靈樞》中，出現依照五行，將食物和身體臟腑分門歸類的

數術模型。其相互配置的適當與否，決定了飲食對人體的

作用是正面或是負面。這種配置呈現當時醫書中，飲食禁

忌觀念的原則。不過這類模型的內容，在兩部《黃帝內經》

中有不少衝突，顯示這種觀念尚未有一致標準。另外，在

《五十二病方》和《胎產書》中，也有部份針對服藥者和孕

婦的飲食禁忌，內容與兩部《黃帝內經》相比，顯得較為

零散。  

    不過，作為該時代藥學，也就是本草代表的《神農本

草經》，卻呈現和飲食十分疏離的情況。不僅食物相關品項

未被列入其中，也沒有什麼飲食禁忌論述，這點或許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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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背景有關。此書可能成於漢代採藥人或方士之手，他

們重視的是神仙方術，書中多數是紀錄被認為具有長生和

身輕功效的藥品，而不是總結當時醫學上的用藥經驗。在

這樣的情況下，自然少見一般日常食物做為藥物使用紀

錄。總結先秦兩漢時期的醫書，當中對於飲食禁忌的描述，

大部分是屬於原則性的飲食配置，對於細部的描述較稀少。 

    進入中古時期後，隨著社會文化的演變，醫學發展亦

進入新的階段。醫學傳遞通道逐漸從密傳轉向家傳，到了

隋唐之後，由於官方對醫學發展的努力，傳播方式更為開

放。再加上佛、道等宗教，以及養生風氣的影響，醫學知

識不僅更為擴充，彼此間又相互交流，建構了豐沛的成果。

中古時期醫書數量大幅增加，對於病症的討論逐步細緻

化，飲食相關知識也成為醫學環節的一部分，飲食禁忌在

此情形下也變成醫書常見的內容。  

    以病因為主題的《諸病源候論》中，對於飲食致病的

描述，明顯較先秦兩漢時的醫書更為清晰。癥瘕病、蠱毒

病和霍亂等疾病的成因，也被認為與飲食問題密切相關。

此外，書中不少關於飲食禁忌的描述，是源自《養生方》

等養生著作，顯示醫學對養生類觀念的吸收，飲食禁忌成

為兩者間聯繫的一部分。中古時期還有不少綜合性方書，

目前可見者有孫思邈的《千金要方》與《千金翼方》，以及

王燾的《外台秘要方》，這些著作中保留了豐富的飲食禁忌

條目。在日常生活對疾病的防範中，了解飲食禁忌成為十

分重要的事。若不幸染疾，在服藥治病的過程，亦須注意

飲食可能對藥物或疾病產生不良影響。病癒後一段時間

內，飲食也不可放縱，許多食物不能入口。這種結合「病

前─病中─病後」的飲食禁忌，是中古醫書的特色。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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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禁忌也有特別針對服食者、小孩、孕婦、老者的描述。

雖然在《胎產書》已有對於孕婦飲食禁忌的內容，但中古

醫書的數量更多，對禁忌內容的描述也更詳細。  

    至於中古時期的本草，在飲食和相關禁忌方面，則呈

現和《神農本草經》不同的情況。陶弘景以《神農本草經》

和其他東漢末至南北朝初期的本草著作為基礎，編修《本

草經集注》一書。書中關於食物的品項大幅增加，他並將

原先《神農本草經》依照藥物功能的上中下三品分類，再

新增依照藥物本質的分類法，包括玉石、草、木、蟲獸等。

當中更重要的是關於「果菜米穀」的類別，確立食物在本

草中的位置。書中對於飲食禁忌的紀錄也相當多，其來源

可能是陶弘景整理前人醫書的內容，以及收集當時社會上

流傳的說法。  

    在《本草經集注》之後的中古本草，雖非都是以本草

為名，但其寫作形式，和本草介紹藥物的味、性、主治的

型態相符。這類文獻有延續《本草經集注》成果的唐代官

修《新修本草》，以及孫思邈簡化《新修本草》後，將其放

入《千金翼方》的〈本草〉一篇，這類本草的藥品範圍較

為全面。另一類則是以食物為主題的本草，包括《千金要

方》中的〈食治〉，以及孟詵、張鼎所著的《食療本草》。

孫思邈在《千金要方‧食治》中，確立了食先於藥的觀念，

對飲食在醫學中的位置，給予更清晰的定位。該作中保留

了為數眾多的飲食禁忌，部分條目和《本草經集注》相同，

不過更多是孫思邈抄錄自「黃帝云」的說法。由於今日史

料的散逸，只能推測這個「黃帝云」是來自當時存在的某

種飲食禁忌之說。《食療本草》中收集了更多前書未見的食

物品項。部分早先已見著錄，但是沒有飲食禁忌描述的品



 第五章 結語．165． 

項，在《食療本草》中亦有相關補充。另外，《新修本草》

雖以《本草經集注》為編修基礎，但是在藥品的分析方面，

呈現出醫家和道家的不同觀念。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

中，雖然保留了各藥品對醫家、道家、服食家的不同意義

與作用，但其論述仍有不少是從道家眼光評斷。《新修本草》

對此多有不同看法，這點也呈現在部分飲食禁忌條目中。

整體來看，中古醫書對於飲食禁忌的論述，較先秦兩漢時

期醫書的內容，在數量跟詳實度上，都有極大的落差。部

份中古醫書的飲食禁忌內容，則可能源自先秦兩漢時期的

民俗禁忌和飲食經驗。  

    中古時期確立了飲食禁忌在醫學的份量與意義，同時

也對中古社會造成部分的影響。這種影響又可分為在知識

文化層面，以及人們的日常飲食生活這兩部份。在中古時

期除了醫書外，博物書籍和食經中也有對於飲食禁忌的討

論，這兩者和醫學之間相互連結。博物書籍中往往有抄錄

自醫書的飲食內容，但也記錄一些醫書未聞的街談巷傳，

其中包括了飲食禁忌。至於中古食經，這類以描述飲食相

關知識的書籍，隨著醫學吸納飲食知識後，食經也被視為

醫書的一個類別。即使是當中有關於烹飪技術的食經，也

被後世歸類為醫經。這種情況顯示出，包含飲食禁忌在內

的飲食知識，在社會上具有醫學形象的情況。  

    由於中古時期醫學傳播途徑的開放，使得人們也有機

會透過接觸醫學，習得飲食禁忌的知識。特別是在唐代，

知識階層由於自身所需，往往會閱讀、抄錄醫方，甚至自

己編寫醫書。透過官宦生涯的交流，這些文人也會相互餽

贈醫方。此外，唐代官員常有到南方瘴癘之地生活的經驗，

為了生存，更有習醫的必要。他們習醫的過程中，也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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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飲食禁忌方面的知識，並反映在他們創作的詩文。不過，

中古醫書中飲食禁忌的數量太過龐大，現實生活中幾乎不

可能完全實行。當時社會上有一些人專注於此，他們每次

飲食必翻閱醫書，遵守禁忌。這群人的形象，常常和服食

者相連結。他們都是屬於追求養護生命的信徒，雖然在執

行內容方面，服食者所需遵守的禁忌和一般飲食禁忌不

同，但卻被視為同一類人。至於一般人，雖然透過習醫了

解食物性質等知識，但對飲食生活的影響仍較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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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山海經》具食用功效之物產  

 

 品名  食用功效  出產之地  出處  

1 .  祝餘  食之不飢  山  南山經  

2 .  狌狌  食之善走  

3 .  鯥  食之無腫疾  柢山  

4 .  類  食者不妒  亶爰之山  

5 .   食之無臥  基山  

6 .  無名獸類  有獸焉， 其狀如 狐而 九尾，其

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  

青丘之山  

7 .  赤鱬  食之不疥  

8 .  虎蛟  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禱過之山  

9 .  白  食者不飢，可以釋勞  侖者之山  

1 0 .  萆荔  食之已心痛  小華之山  西山經  

11 .  條  食之使人不惑  符禺之山  

1 2 .  食之已疥  石脆之山  

1 3 .  肥遺  食之已癘，可以殺蟲  英山  

1 4 .  蓇蓉  食之使人無子  嶓冢之山  

1 5 .  櫟  食之已痔  天帝之山  

1 6 .  杜衡  食之已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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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數斯  食之已癭  皋塗之山  

1 8 .  無名木類  有木焉， 員葉而 白柎 ，赤華而

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  

崇吾之山  

1 9 .  無名果類  爰有嘉果 ，其實 如桃 ，其葉如

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  

不周之山  

2 0 .  丹木  食之不飢  峚山  

2 1 .  文鰩魚  食之已狂  泰器之山  

2 2 .  沙棠  食之使人不溺  崑崙之丘  

2 3 .  薲草  食之已勞  

2 4 .  讙  服之已癉  翼望之山  

2 5 .  當扈  食之不眴目  上申之山  

2 6 .  冉遺之魚  食之使人不眯，可以禦凶  英鞮之山  

2 7 .  櫰木  食之多力  中曲之山  

2 8 .  丹木  食之已癉，可以禦火  崦嵫之山  

2 9 .  滑魚  食之已疣  求如之山  北山經  

3 0 .  鵸鵌  食之不疽  帶山  

3 1 .  儵魚  食之可以已憂  

3 2 .  何羅之魚  食之已癰  譙明之山  

3 3 .  鰼鰼之魚  食之不癉  涿光之山  

3 4 .  耳鼠  食之不睬  丹熏之山  

3 5 .  鵁  食之已風  蔓聯之山  

3 6 .  白鵺  食之已嗌痛，可以已痸  單張之山  

3 7 .  之魚  食之殺人  少咸之山  

3 8 .  魚  食之已疣  獄法之山  

3 9 .  鮨魚  食之已狂  北嶽之山  

4 0 .  鮆魚  食之不騷  縣雍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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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食之已暍  北囂之山  

4 2 .  囂  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  梁渠之山  

4 3 .  魚  食之無癡疾  龍侯之山  

4 4 .  鶌鶋  食之不飢，可以已寓  馬成之山  

4 5 .  器酸  食之已癘  咸山  

4 6 .  領胡  食之已狂  陽山  

4 7 .  父之魚  食之已嘔  

4 8 .  鴣  食之不灂  小侯之山  

4 9 .  黃鳥  食之不妒  軒轅之山  

5 0 .  師魚  食之殺人  饒山  

5 1 .  箴魚  食之無疫疾  栒狀之山  東山經  

5 2 .  珠蟞魚  食之無癘  葛山之首  

5 3 .  無名木類  有木焉， 其狀如 楊， 赤華，其

實如棗而 無核， 其味 酸甘，食

之不瘧  

北號之山  

5 4 .  鱃魚  食者不疣  旄山  

5 5 .  茈魚  食之不  東始之山  

5 6 .   食之已癭  甘棗之山  中山經  

5 7 .  橿、櫔  服之不忘  歷兒之山  

5 8 .  豪魚  可以已白癬  渠豬之山  

5 9 .  植楮  可以已癙，食之不眯  脫扈之山  

6 0 .  鬼草  服之不憂  牛首之山  

6 1 .  飛魚  食之已痔衕  

6 2 .  彫棠  食之已聾  陰山  

6 3 .  榮草  食之已風  鼓鐙之山  

6 4 .  蠪蚳  食之不眯  昆吾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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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  鴢  食之宜子  青要之山  

6 6 .  荀草  服之美人色  

6 7 .  飛魚  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  騩山  

6 8 .  鳥  食之已墊  首山  

6 9 .  脩辟之魚  食之已白癬  橐山  

7 0 .  藷藇  食之已瘧  陽華之山  

7 1 .  草  服之媚於人  姑媱之山  

7 2 .  無條  服之不癭  苦山  

7 3 .  天楄  服者不  堵山  

7 4 .  牛傷  服者不厥，可以禦兵  大苦之山  

7 5 .  三足龜  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  

7 6 .  嘉榮  服之者不霆  半石之山  

7 7 .  鯩魚  食者不睡  

7 8 .  鰧魚  食者不癰，可以為瘻  

7 9 .  帝休  服者不怒  少室之山  

8 0 .  魚  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  

8 1 .  栯木  服者不妬  泰室之山  

8 2 .  草  服之不眯  

8 3 .  亢木  食之不蠱  浮戲之山  

8 4 .  草  食之不愚  少陘之山  

8 5 .  梨  可以已疽  太山  

8 6 .  葪柏  服者不寒  敏山  

8 7 .   服之不夭，可以為腹病  大騩之山  

8 8 .  雞穀  食者利於人  兔床之山  

8 9 .  獜  食者不風  依軲之山  

9 0 .  帝臺之漿  飲之者不心痛  高前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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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  三足鱉  食之無蠱疫  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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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諸病源候論》轉引自《養生方》、《養生禁忌》、《養

生方引導法》之食禁  

 

 史料  出處  

1 .  (養生方導引法云： )……。不用食

生菜及魚肥肉；大飽食後，喜怒憂

恚，悉不得輒行氣  

卷一〈風病諸候上‧風身

體手足不隨候第十五〉  

2 .  養生方云：觸寒來者，寒未解，食

熱物，亦成刺風  

卷二〈風病諸候下‧刺風

候第三十四〉  

3 .  養生方云：飽食仰臥，久成氣病頭

風  

卷二〈風病諸候下‧頭面

風候第四十一〉  

又云︰飽食沐髮，作頭風  

又云︰人常須日已沒食訖，食訖即

更不須飲酒，終天不乾嘔。諸熱食

膩物，不飲冷醋漿，喜失聲失咽。

熱食枕手臥，久成頭風目澀  

4 .  養生禁忌云︰醉酒露臥，不幸生癩  卷二〈風病諸候下‧諸癩

候第五十七〉  又云︰魚無鰓，不可食。食之，令

人五月發癩  

5 .  養 生 方 云 ： 飯 了 勿 即 臥 ， 久 成 氣

病，令腰疼痛  

卷五〈腰背病諸候‧腰痛

候第一〉  

6 .  養生方云：三月勿食陳齏，必遭熱

病  

卷九〈熱病諸候‧熱病候

第一〉  

7 .  養生方云：已醉飽食，發寒熱也。 卷十二〈冷熱病諸侯‧寒

http://yibian.idv.tw/shu/?sid=8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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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往來候第五〉  

8 .  養生方云：飲水勿急咽，久成氣病  卷十三〈氣病諸侯‧上氣

候第一〉  

9 .  養生方云：哭泣悲來，新哭訖，不

用即食，久成氣病  

卷十三〈氣病諸侯‧結氣

候第九〉  

1 0 .  又 云 ︰ 五 月 勿 食 未 成 核 菓 及 桃

棗，發癰癤。不爾，發寒熱，變黃

疸，又為泄痢  

卷十七〈痢病諸候‧水穀

痢候第一〉  

11 .  養生方云：六月勿食澤中水，令人

成鱉瘕也  

卷十九〈癥瘕病諸侯‧鱉

瘕候第十二〉  

1 2 .  養生方云：魚赤目，作鱠食之，生

瘕  

卷十九〈癥瘕病諸侯‧魚

瘕候第十三〉  

1 3 .  養生方云：臥覺，勿飲水更眠，令

人作水癖  

卷二十〈癖病諸侯‧癖病

候第一〉  

又云：飲水勿忽咽，久成水癖  

1 4 .  養生方云：十一月，勿食經夏自死

肉脯，內動於腎，喜成水病。  

卷二十一〈水腫病諸候‧

水腫候第一〉  

1 5 .  養生方云：八月勿食薑，一云被霜

瓜，向冬發寒熱及溫病，食欲吐，

或心中停飲不消，或為反胃  

卷二十一〈嘔噦諸病候‧

嘔吐候第四〉  

1 6 .  養生方云：七月食蜜，令人暴下，

發霍亂  

卷二十二〈霍亂病諸候‧

霍亂候第一〉  

1 7 .  養生方云：諸溼食不見影，食之成

卒注  

卷二十四〈注病諸候‧諸

注候第一〉  

1 8 .  養生方云：背汗倚壁，成遁注。又

雞肉合獺肉食之，令人病成遁注  

卷二十四〈注病諸候‧遁

注候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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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養 生 方 云 ： 食 米 甘 甜 粥 ， 變 成 走

注。叉兩脅也  

卷二十四〈注病諸候‧走

注候第十八〉  

2 0 .  養生方云：人食甜酪，勿食大酢，

必變為尿血  

卷二十七〈血病諸候‧小

便血候第七〉  

2 1 .  養生方云：熱食汗出，勿傷風，令

髮墮落  

卷二十七〈毛髮病諸候‧

鬚髮禿落候第一〉  

2 2 .  養生方云：人汗入諸食內，食之作

丁瘡  

卷三十一〈丁瘡病諸候‧

丁瘡候第一〉  

2 3 .  養 生 方 云 ： 五 月 勿 食 不 成 核 果 及

桃、棗，發癰癤，不爾，發寒熱，

變為黃疸，又為泄利  

卷 三 十 二 〈 癰 疽 病 諸 候

上‧癰候第一〉  

又云：人汗入諸食中，食之則作丁

瘡、癰、癤也  

2 4 .  養生方云：銅器蓋食，汗入食，食

之令人發惡瘡內疽  

卷 三 十 二 〈 癰 疽 病 諸 候

上‧疽候第十五〉  

又云：鯽魚膾合豬肝肺，食之發疽  

又云：烏雞肉合食鯉魚肉食之，發

疽  

又云：魚腹內有白如膏，合烏雞肉

食之，亦發疽也  

又云：魚金鰓，食發疽也  

又云：已醉，強飽食，不幸發疽  

2 5 .  養 生 方 云 ： 六 畜 卒 疫 死 ， 及 夏 病

者，腦不中食，喜生腸癰也  

卷 三 十 三 〈 癰 疽 病 諸 候

下‧腸癰候第四十一〉  

2 6 .  養生方云：四月勿食暴雞肉，作內

癰，在胸掖下，出瘻孔  

卷 三 十 三 〈 癰 疽 病 諸 候

下‧內癰候第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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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養生方云：人汗入諸食中，食之作

癰癤  

卷 三 十 三 〈 癰 疽 病 諸 候

下‧內癰候第四十五〉  

又云：五月，勿食不成核果及桃、

棗，發癰癤也  

2 8 .  養生方云：六月勿食自落地五果，

經宿蚍蜉、螻蛄、蜣蜋遊上，喜為

九瘻  

卷三十四〈瘻病諸候‧諸

瘻候第一〉  

又云：十二月勿食狗、鼠殘肉，生

瘡及瘻，出頸項及口裏，或生咽內  

2 9 .  養生方云：正月勿食鼠殘食，作鼠

瘻，發於頸項；或毒入腹，下血不

止；或口生瘡，如有蠱食  

卷三十四〈瘻病諸候‧鼠

瘻候第二〉  

3 0 .  養生方云：銅器蓋食，汗入食，發

惡瘡、內疽也  

卷三十五〈瘡病諸候‧諸

惡瘡候第三〉  

又云：飲酒熱未解，以冷水洗面，

令惡瘡；輕者皻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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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草經集注》飲食禁忌  

 

 品名  史料  禁忌類別  出處  

1 .  序錄  喻 如宰 夫 ， 以 鱉 為 蓴 羹 ，食 之

更足成病，豈充飢之可望乎？  

配伍禁忌  陶 氏 序

錄文  

2 .  服 藥

忌食  

有朮，勿食桃、李及雀肉、胡蒜、

青魚鮓  

配伍禁忌  

(藥忌 )  

陶 氏 序

錄文  

服藥有巴豆，勿食蘆 笋羹及豬肉  

有半夏、菖蒲，勿食 糖及羊肉  

有細辛，勿食生菜  

有甘草，勿食菘菜  

有藜蘆，勿食狸肉  

有牡丹，勿食生胡蒜  

有當陸，勿食犬肉  

有恒山，勿食蔥菜  

有空青、朱砂，勿食生血物  

有茯苓，勿食諸酢物  

服藥，不可多食生胡蒜雜生菜  

服藥，不可多食諸滑物果實菜  

服藥，不可多食肥豬、犬肉、肥

羹及魚臊膾  

3 .  地漿  山中有毒菌，人不識，煮食 之 ，

無不死。又楓樹菌，食之令人笑

不止，為飲土漿皆差，餘藥不能

不 宜 食 之

物  

玉 石 部

下品，陶

氏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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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矣  

4 .  天 門

冬  

服天門冬，禁食鯉魚  配伍禁忌  

(藥忌 )  

草 木 部

上品，陶

氏注文  

5 .  枸杞  世諺云︰去家千裡，勿食蘿摩，

枸杞，此言其補益精氣，強盛陰

道也  

食用方式  草 木 部

上品，陶

氏注文  

6 .  橘柚  其肉味甘、酸，食之多痰，恐非

益人也  

食量禁忌  草 木 部

上品，陶

氏注文  

7 .  雲實  花︰主見鬼精物，多食令人狂走  食量禁忌  草 木 部

上品，本

經文  

8 .  翹根  以作蒸飲酒病人  食用方式  草 木 部

上品，名

醫 副 品

文  

9 .  蜀椒  多食令人乏氣  食量禁忌  草 木 部

下品，名

醫 副 品

文  

口閉者殺人  不 宜 食 之

物  

1 0 .  熊脂  痼病人不可食熊肉，令終身不除

愈也  

食者禁忌  蟲 獸 部

上品，陶

氏注文  

11 .  石蜜  食之心煩  食量禁忌  蟲 獸 部

上品，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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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注文  

1 2 .  丹 雄

雞  

雞子不可合葫、蒜及李子食之  配伍禁忌  蟲 獸 部

上品，陶

氏注文  

烏雞肉，不可合犬肝、腎食之  

又雞不可合芥葉蒸食之  

小兒食雞肉，好生蛔蟲  食者禁忌  

1 3 .  鶩肪  鴨卵不可合鱉肉食之  配伍禁忌  蟲 獸 部

上品，陶

氏注文  

凡 鳥 自 死 口 不 閉 者 ， 皆 不 可 食

之，食之殺人  

不 宜 食 之

物  

1 4 .  鮧魚  其合鹿肉及赤目赤 鬚 無鰓者，食

之並殺人  

不 宜 食 之

物  

蟲 獸 部

上品，陶

氏注文  配伍禁忌  

1 5 .  鱓魚  而時行病起，食之多 復 ，又喜令

人霍亂  

食者禁忌  蟲 獸 部

上品，陶

氏注文  凡魚頭有白色如連珠至脊上者，

腹中無膽者，頭中無鰓者，並殺

人  

不 宜 食 之

物  

蝦 無 鬚 及 腹 下 通 黑 ， 及 煮 之 反

白，皆不可食  

鯸鮧魚有毒，不可食  

魚汁不可合鸕鷀肉食之  配伍禁忌  

鯽魚不可合猴、雉肉食之  

鰌鱓不可合白犬血食之  

鯉魚子不可合豬肝食之，鯽魚亦

爾  

青 魚 鮓不 可 合 生 胡 荽 及 生葵 並 麥

醬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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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蝦鱠不可合雞肉食之，亦損人  

1 6 .  羊髓  羊肝不可合豬肉及梅子、小豆食

之，傷人心，大病人  

配伍禁忌  蟲 獸 部

中品，陶

氏注文  

1 7 .  牛 角

鰓  

自死謂疫死，肉多毒  不 宜 食 之

物  

蟲 獸 部

中品，陶

氏注文  青牛腸不可共犬肉犬血食之，令

人成病也  

配伍禁忌  

1 8 .  白 馬

莖  

馬肝及鞍下肉，舊言殺人  不 宜 食 之

物  

蟲 獸 部

中品，陶

氏注文  

白馬青蹄亦不可食  

《禮》云︰馬黑脊而斑臂漏脯，亦

不復中食  

骨，傷人有毒  

食駿馬肉，不飲酒亦殺人  食用方式  

1 9 .  牡 狗

陰莖  

白犬血合白雞肉、白 鵝肝、白羊

肉、烏雞肉、蒲子羹等皆病 人 ，

不可食  

配伍禁忌  蟲 獸 部

中品，陶

氏注文  

犬春月目赤鼻燥欲狂  ，不宜食  不 宜 食 之

物  

2 0 .  鹿茸  凡肉脯炙之不動，及見水而動，

及曝之不燥，並殺人。又茅屋漏

脯，即名漏脯，藏脯密器中名 鬱

脯，並不可食之  

食用方式  蟲 獸 部

中品，陶

氏注文  

2 1 .  麞骨  又 呼 為麕 ， 麕 肉不可合鵠肉，食

之成癥痼  

配伍禁忌  蟲 獸 部

中品，陶

氏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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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虎骨  世云熱食虎肉，壞人齒，信自如

此  

食用方式  蟲 獸 部

中品，陶

氏注文  

2 3 .  兔 頭

骨  

妊身不可食。令子唇缺  食者禁忌  蟲 獸 部

中品，陶

氏注文  

其肉又不可合白雞肉 食 之，令人

面發黃   

配伍禁忌  

合獺肉食之，令人病遁尸  

2 4 .  雉肉  丙午日不可食者，明其王於火也  食時禁忌  蟲 獸 部

中品，陶

氏注文  

2 5 .  雀卵  雀 肉 不 可 合 李 食 之 ， 亦 忌 合 醬

食，妊身尤禁也  

配伍禁忌  蟲 獸 部

中品，陶

氏注文  

食者禁忌  

2 6 .  鯉 魚

膽  

山上水中有鯉不可食  不 宜 食 之

物  

蟲 獸 部

中品，陶

氏注文  又鯉鮓不可合小豆藿食之  配伍禁忌  

其子合豬肝食之，亦能害人爾  

2 7 .  蠡魚  有瘡者，不可食，令人瘢白  食者禁忌  蟲 獸 部

中品，名

醫 副 品

文  

2 8 .  鱉甲  此其肉亦不足食，多作癥瘕  食量禁忌  蟲 獸 部

中品，陶

氏注文  

其目陷者，及合雞子食之，殺人  不 宜 食 之

物  

配伍禁忌  

不可合莧菜食之  配伍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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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厴下有如王字形者，亦不可食  不 宜 食 之

物  

2 9 .  蟹  未被霜甚有毒，云食水莨所為，

人中之，不即治多死  

不 宜 食 之

物  

蟲 獸 部

中品，陶

氏注文  目相向者亦殺人  

海邊又有彭蜞、擁劍，似彭 螖 而

大，似蟹而小，不可食  

3 0 .  獺肝  其肉不可與兔肉雜食也  配伍禁忌  蟲 獸 部

下品，陶

氏注文  

3 1 .  麋脂  麋肉不合蝦及生菜、梅 、李、果

實，食之皆病人  

配伍禁忌  蟲 獸 部

下品，陶

氏注文  

3 2 .  馬刀  凡此類皆不可多食  食量禁忌  蟲 獸 部

下品，陶

氏注文  

3 3 .  鴆 鳥

毛  

人誤食其肉，亦即死  不 宜 食 之

物  

蟲 獸 部

下品，陶

氏注文  

3 4 .  豚卵  凡豬肉︰味苦，主閉血 脉， 弱 筋

骨，虛人肌，不可久食  

食量禁忌  蟲 獸 部

下品，名

醫 副 品

文  

病患金創者尤甚  食者禁忌  

豬為用最多，惟肉不宜人，人有

多食，皆能暴肥，此蓋虛肌故也  

食量禁忌  蟲 獸 部

下品，陶

氏注文  食其肉飲酒，不可臥秫稻穰中  食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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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白豬蹄白雜青者不可食  不 宜 食 之

物  

食豬膏，又忌烏梅也  配伍禁忌  

3 5 .  屎  凡 肉 不 可食 ， 令 人 入 水 為 蛟 龍

所吞，亦不宜殺之  

食用方式  蟲 獸 部

下品，陶

氏注文  

3 6 .  大棗  多食令人多寒熱  食量禁忌  果 部 上

品，名醫

副品文  

羸瘦者，不可食  食者禁忌  

3 7 .  芰實  被霜後食之，令陰不強  食用方式  果 部 上

品，陶氏

注文  

又不可雜白蜜食，令生蟲  配伍禁忌  

3 8 .  櫻桃  或云寒熱病不可食  食者禁忌  果 部 上

品，陶氏

注文  

3 9 .  梅實  服黃精人，云禁食梅實  配伍禁忌  

(藥忌 )  

果 部 中

品，陶氏

注文  

4 0 .  柿  鹿 心 柿 尤 不 可 多 食 ， 令 人 腹 痛

利，生柿彌冷  

食量禁忌  果 部 中

品，陶氏

注文  

4 1 .  芋  錢塘最多，生則有毒 薟，不可食  食用方式  果 部 中

品，陶氏

注文  

性滑中，下石，服餌家所忌  食者禁忌  

種芋三年不采，成 梠 芋 。又 別 有

野芋，名尤芋，形葉相似如一根，

並殺人  

不 宜 食 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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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  杏 核

人  

其兩人者殺人，可以毒狗  不 宜 食 之

物  

果 部 下

品，名醫

副品文  實：味酸，不可多食，傷筋骨  食量禁忌  

4 3 .  桃 核

人  

其實：味酸，多食令人有熱  食量禁忌  果 部 下

品，名醫

副品文  

服朮人云禁食桃也  食者禁忌  果 部 下

品，陶氏

注文  

4 4 .  李 核

人  

凡李實熟食之皆好，不可合雀肉

食  

配伍禁忌  果 部 下

品，陶氏

注文  又不可臨水上噉之  食用方式  

4 5 .  梨  多食令人寒中  食量禁忌  果 部 下

品，名醫

副品文  

乳婦尤不可食  食者禁忌  

4 6 .  柰  多食令人臚脹，病人尤甚  食量禁忌  果 部 下

品，名醫

副品文  

4 7 .  安 石

榴  

損人，不可多食  食量禁忌  果 部 下

品，名醫

副品文  

其子為服食所忌也  食者禁忌  果 部 下

品，陶氏

注文  

4 8 .  葵根  葉：為百菜主，其心傷人  不 宜 食 之

物  

菜 部 上

品，名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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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品文  

葉尤冷利，不可多食  食量禁忌  菜 部 上

品，陶氏

注文  

生菜中，又有胡荽、蕓臺、白苣、

邪蒿，並不可多食，大都服藥通

忌生菜爾。佛家齋，忌食薰渠，

不的知是何菜？多言今蕓臺，憎

其臭故也  

食量禁忌  

食者禁忌  

4 9 .  菘  服藥有甘草而食菘，令病不除  配伍禁忌  

(藥忌 )  

菜 部 上

品，陶氏

注文  

5 0 .  薤  薤 又 溫 補 ， 仙 方 及 服 食 家 皆 須

之，偏入諸膏用，並不可生 噉 ，

熏辛為忌耳  

食者禁忌  菜 部 中

品，陶氏

注文  

5 1 .  韭  但此菜殊辛臭，雖煮食之，便出

猶奇熏灼，不如蔥、薤熟則無氣，

最是養性所忌也  

食者禁忌  菜 部 中

品，陶氏

注文  

生薑，微  溫，辛，歸五臟，去淡

下氣，止嘔吐，除風邪寒熱。久

服少志、少智，傷心氣，如此則

不可多食長御，有病者是所宜也

爾。今人啖諸辛辣物，惟此最恆，

故《論語》云︰「不撤薑食」，即

可常噉，但勿過多爾。  

食量禁忌  

5 2 .  白 蘘

荷  

多食損藥勢，又不利腳  食量禁忌  菜 部 中

品，陶氏

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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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  蓴  而性滑。服食家不可多噉也  食者禁忌  菜 部 下

品，陶氏

注文  

5 4 .  落葵  人食之，為狗所 齧 作瘡者，終身

不差  

食者禁忌  菜 部 下

品，陶氏

注文  

5 5 .  蕺  多食令人氣喘  食量禁忌  菜 部 下

品，名醫

副品文  

世 傳言食蕺不利人腳，恐由閉氣

故也。今小兒食之，便覺腳痛  

食者禁忌  菜 部 下

品，陶氏

注文  

5 6 .  葫  久食傷人，損目明  食量禁忌  菜 部 下

品，名醫

副品文  

性最熏臭，不可食。世人作 虀 以

噉 膾肉，損性伐命，莫此之甚。

此物唯生食，不中煮，用以合青

魚鮓食，令人發黃  

不 宜 食 之

物  

菜 部 下

品，陶氏

注文  配伍禁忌  

5 7 .  蒜  食之損人，不可長用之  食量禁忌  菜 部 下

品，陶氏

注文  

5 8 .  麻賁  多食令人見鬼狂走  食量禁忌  米 食 部

上品，本

經文  

5 9 .  赤 小 小豆性逐津液，久食令人枯燥矣  食量禁忌  米 食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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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中品，陶

氏注文  

6 0 .  大 豆

黃卷  

久服令人身重  食量禁忌  米 食 部

中品，名

醫 副 品

文  

6 1  大麥  又云︰令人多熱，為五穀長  食量禁忌  米 食 部

中品，名

醫 副 品

文  

6 2 .  藊豆  患寒熱病者，不可食之  食者禁忌  米 食 部

下品，陶

氏注文  

6 3 .  黍米  多熱，令人煩  食量禁忌  米 食 部

下品，名

醫 副 品

文  

又 有 穄 米 與 黍 米 相 似 ， 而 粒 殊

大，食之不宜人，乃言發宿病  

食者禁忌  米 食 部

下品，陶

氏注文  

6 4 .  稻米  令人多熱，大便堅  食量禁忌  米 食 部

下品，名

醫 副 品

文  

6 5 .  酢酒  但不可多食之，損人肌臟爾  食量禁忌  米 食 部

下品，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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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注文  

6 6 .  鹽  多食傷肺，喜欬  食量禁忌  米 食 部

下品，名

醫 副 品

文  

西方、北方人，食不耐鹹，而多

壽少病；東方、南方 人 ，食絕欲

鹹，少壽多病 ，便是損人，則傷

肺之效矣  

米 食 部

下品，陶

氏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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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金要方‧食治》飲食禁忌  

 

 品名  史料  禁忌類別  

果實第二  

1 .  生棗  多食令人熱渴，氣脹  食量禁忌  

苦寒熱羸瘦者，彌不可食，傷人  食者禁忌  

2 .  芰實  黃帝云：七月勿食生菱芰，作蟯蟲  食時禁忌  

3 .  津符子  多食令人口爽，不知五味  食量禁忌  

4 .  梅實  多食壞人齒  食量禁忌  

5 .  軟棗  多食動宿病，益冷氣，發欬嗽  食量禁忌  

6 .  芋  不可多食，動宿冷  食量禁忌  

7 .  杏核仁  其一核兩仁者害人，宜去之  不 宜 食 之

物  

扁 鵲 云 ： 杏 仁 不可久服，令人目盲 ， 眉

髮落，動一切宿病  

食量禁忌  

8 .  桃核仁  凡一切果核中有兩人者並害仁，不在用  不 宜 食 之

物  

多食令人有熱  食量禁忌  

黃帝云：飽食桃，入水浴，成淋病  食法禁忌  

9 .  李核仁  不可多食，令人虛  食量禁忌  

黃帝云：李子不可和白蜜食，蝕人五內  配伍禁忌  

1 0 .  梨  不可多食，令人寒中  食量禁忌  

金瘡、產婦勿食，令人萎困、寒中  食者禁忌  

11 .  林檎  不可多食，令人百脈弱  食量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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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柰子  不可多食，令人臚脹  食量禁忌  

久病人食之，病尤甚  食者禁忌  

1 3 .  安石榴  不可多食，損人肺  食量禁忌  

1 4 .  胡桃  不可多食，動痰飲，令人惡心 ， 吐 水 ，

吐食  

食量禁忌  

菜蔬第三  

1 5 .  枸杞葉  諺 云 ： 去家千里勿食蘿摩 、 枸 杞 ， 此 則

言強陽道，資陰氣速疾也。  

食法禁忌  

1 6 .  瓜子  久食寒中  食量禁忌  

1 7 .  凡瓜  凡 瓜 ， 味 甘 ， 寒， 滑 ， 無 毒 。 去 渴 ， 多

食令陰下癢濕生瘡，發黃疸  

食量禁忌  

黃 帝 云 ： 九月勿食霜瓜，向冬發寒熱及

溫病  

食時禁忌  

(黃帝云： )凡瓜入水沈者，食之得冷病，

終身不瘥  

不 宜 食 之

物  

1 8 .  越瓜  不可多食  食量禁忌  

1 9 .  胡瓜  不可多食，動寒熱，多瘧病，積瘀血熱  食量禁忌  

2 0 .  早青瓜  不可久食，令人多忘  食量禁忌  

2 1 .  冬葵子  其心傷人，百藥忌食心，心有毒  不 宜 食 之

物  

黃帝云：霜葵陳者，生食之 ， 動 五 種 流

飲，飲盛則吐水  

食法禁忌  

(黃帝云： )凡葵葉和鯉魚鮓食之害人  配伍禁忌  

(黃 帝 云 ： )四 季 之 月 土 王 時 ， 勿 食 生 葵

菜，令人飲食不化，發宿病  

食時禁忌  

2 2 .  小莧菜  不可共鱉肉食，成鱉瘕；蕨菜亦成鱉瘕  配伍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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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蕪菁  根：主消風熱毒腫，不可多 食 ， 令 人 氣

脹  

食法禁忌  

2 4 .  芥菜  黃帝云：芥菜不可共兔肉食，成惡邪病  配伍禁忌  

2 5 .  蓼實  黃帝云：蓼食過多有毒，發心痛  食量禁忌  

扁鵲云：蓼，久食令人寒熱，損骨髓，

殺丈夫陰氣，少精  

(黃帝云： )和生魚食之，令人脫氣，陰核

疼痛求死  

配伍禁忌  

(黃帝云： )婦人月事來，不用食蓼及蒜，

喜為血淋，帶下  

食者禁忌  

(黃帝云： )二月勿食蓼，傷人腎  食時禁忌  

2 6 .  蔥實  黃 帝 云 ： 食生蔥即噉蜜，變作下利 ； 食

燒蔥并啖蜜，擁氣而死  

配伍禁忌  

(黃帝云： )正月不得食生蔥，令人面上起

遊風  

食時禁忌  

2 7 .  薤  黃帝云：薤不可共牛肉作羹 食 之 ， 成 瘕

疾。韭亦然  

配伍禁忌  

(黃帝云：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勿食生

薤，令人多涕唾  

食時禁忌  

2 8 .  韭  不利病人，其心腹有 痼 冷 者 ， 食 之 必 加

劇  

食者禁忌  

黃 帝 云 ： 霜韭凍不可生食，動宿飲，飲

盛必吐水  

食法禁忌  

(黃帝云： )五月勿食韭，損人滋味，令人

乏氣力  

食時禁忌  

2 9 .  羅勒  不可久食，澀榮衛諸氣  食量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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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胡荽子  葉不可久食，令人多忘  食量禁忌  

華佗云：胡荽菜，患胡臭人，患口氣臭、

齒人，食之加劇；腹內患邪氣者，彌不

得食，食之發宿病，金瘡尤忌  

食者禁忌  

3 1 .  吳葵  不可久食，鈍人志性  食量禁忌  

若食之，被狗嚙者，瘡永不瘥  食者禁忌  

3 2 .  甜瓠  扁鵲云：患香港腳虛脹者，不得食之，

其患永不除  

食者禁忌  

3 3 .  蒓  多食動痔病  食量禁忌  

3 4 .  蘩萎  黃 帝 云 ： 蘩 萎 合鱔 鮓 食 之 ， 發 消 渴 病 ，

令人多忘  

配伍禁忌  

3 5 .  蕺  多食令人氣喘，不利人腳，多食腳痛  食量禁忌  

3 6 .  葫  黃帝云：生葫合青魚鮓食之，令人腹內

生瘡，腸中腫，又成疝瘕  

配伍禁忌  

(黃帝云： )多食生葫行房，傷肝氣，令人

面無色  

食法禁忌  

(黃帝云： )四月八月勿食葫，傷人神，損

膽氣，令人喘悸，脇肋氣急，口味多爽  

食時禁忌  

3 7 .  小蒜  不可久食，損人心力  食量禁忌  

黃帝云：食小蒜啖 生 魚 ， 令 人 奪 氣 ， 陰

核疼求死  

配伍禁忌  

(黃帝云： )三月勿食小蒜，傷人志性  食時禁忌  

3 8 .  茗葉  黃帝云：不可共韭食，令人身重  配伍禁忌  

3 9 .  蕃荷葉  形瘦疲倦者不可久食，動消渴病  食者禁忌  

4 0 .  蒼耳子  黃帝云：戴甲蒼耳，不可共豬肉食，害

人  

配伍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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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云： )食甜粥復以蒼耳甲下之，成走

注，又患兩脇  

(黃帝云： )立秋後忌食之  食時禁忌  

4 1 .  食茱萸  其子閉口者有毒，不任用  不 宜 食 之

物  

黃帝云：六月七月勿食茱萸，傷神氣令

人起伏氣  

食時禁忌  

4 2 .  蜀椒  久食令人乏氣，失明  食量禁忌  

黃帝云：十月勿食椒，損人心，傷血脈  食時禁忌  

4 3 .  生薑  黃 帝 云 ： 八 月 、九 月 勿 食 薑 ， 傷 人 神 ，

損壽  

食時禁忌  

胡居士云：薑殺腹內長蟲，久服令人少

志、少智，傷心性  

食量禁忌  

4 4 .  堇葵  久服除人心煩急，動痰冷，身重多懈墯  食量禁忌  

4 5 .  蕓薹  若舊患腰腳痛者，不可食，必加劇  食者禁忌  

胡居士云：世人呼為寒菜 ， 甚 辣 。 胡 臭

人食之，病加劇  

4 6 .  竹笋  患冷人食之心痛  食者禁忌  

4 7 .  野苣  黃帝云：不可共蜜食之，作痔  配伍禁忌  

4 8 .  白苣  黃帝云：不可共酪食，必作蟲  配伍禁忌  

4 9 .  無品名  黃帝云：五月五日勿食一切菜，發百病  食時禁忌  

(黃帝云： )時病差瘥，食一切肉并蒜，食

竟行房，病發必死；時病瘥後未健，食

生青菜者，手足必青腫；時病瘥未健，

食青菜竟行房，病更發必死  

食法禁忌  

(黃帝云： )十月勿食被霜菜，令人面上無 食時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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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澤，目澀痛，又瘧發心痛，腰疼，或

致心瘧，發時手足十指爪皆青，困痿  

米穀第四  

5 0 .  大 豆 黃

卷  

不可久服，令人身重  食量禁忌  

黃帝云：大豆屑忌食豬肉  配伍禁忌  

(黃帝云： )炒豆不得與一歲以上、十歲以

下小兒食，食竟啖豬肉，必擁氣死  

食者禁忌  

5 1 .  赤小豆  不可久服，令人枯燥  食量禁忌  

5 2 .  青小豆  黃 帝 云 ： 青小豆合鯉魚鮓食之，令人肝

至，五年成乾痟病  

配伍禁忌  

5 3 .  小麥  不可多食，長宿癖，加客氣，難治  食量禁忌  

5 4 .  白黍米  不可久食，多熱，令人煩  食量禁忌  

黃帝云：五種黍米，合葵食之，令人成

痼疾  

配伍禁忌  

(黃帝云：)又以脯腊著五種黍米中藏儲食

之，云令人閉氣  

食法禁忌  

5 5 .  陳廩米  黃帝云：久藏脯腊安米中，滿三月，人

不知，食之害人  

食法禁忌  

5 6 .  酒  扁鵲云：久飲酒者，腐腸爛胃，潰髓蒸

筋，傷神損壽  

食量禁忌  

(黃帝云： )食生菜飲酒，莫灸腹，令人腸

結  

配伍禁忌  

黃帝云：暴下後飲酒者，膈上變為伏熱  食法禁忌  

(扁鵲云： )醉當風臥，以扇自扇，成惡風  

(扁鵲云： )醉以冷水洗浴，成疼痹  

(扁鵲云： )大醉汗出，當以粉粉身，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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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乾，發成風痺  

(扁鵲云： )常日未沒食訖，即莫飲酒，終

身不乾嘔  

(扁鵲云： )飽食訖，多飲水及酒，成痞僻  

5 7 .  糯米  溫中，令人能食，多熱，大便硬  食量禁忌  

5 8 .  醋  扁鵲云：多食醋，損人骨  食量禁忌  

5 9 .  蕎麥  食之難消，動大熱風  食量禁忌  

其葉生食動剌風，令人身癢  食法禁忌  

黃帝云：作麵和豬、羊肉熱食之，不過

八九頓，作熱風，令人眉鬚落，又還生，

仍稀少  

配伍禁忌  

6 0 .  鹽  不可多食，傷肺喜咳 ， 令 人 色 膚 黑 ， 損

筋力  

食量禁忌  

黃帝云：食甜粥竟，食鹽即吐，或成霍

亂  

配伍禁忌  

鳥獸第五  

6 1 .  羊乳汁  令人熱中  食量禁忌  

6 2 .  馬 牛 羊

酪  

黃帝云：食甜酪竟，食大醋者，變作血

瘕及尿血  

配伍禁忌  

6 3 .  熊肉  若腹中有積聚，寒熱羸瘦者 ， 食 熊 肉 ，

病永不除  

食者禁忌  

黃帝云：一切諸肉，煮不熟，生不斂者，

食之成瘕  

食法禁忌  

6 4 .  青羊  其骨：熱。主虛勞寒中羸瘦，其宿有熱

者，不可食  

食者禁忌  

黃帝云：羊肉共醋食之傷人心，亦不可 配伍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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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魚、酪和食之，害人  

(黃 帝 云 ： )羊 肚 共 飯 飲 常 食 ， 久 久 成 反

胃，作噎病  

(黃帝云： )甜粥共肚食之，令人多唾，喜

吐清水  

(黃帝云： )青羊肝和小豆食之，令人目少

明  

(黃帝云： )一切羊肝生共椒食之，破人五

藏，傷心，最損小兒  

(黃帝云： )凡一切羊蹄甲中有珠子白者，

名羊懸筋，食之令人癲  

不 宜 食 之

物  

(黃帝云： )白羊黑頭，食其腦，作腸癰  

(黃帝云： )凡六畜五藏，著草自動搖，及

得鹹醋不變色，又墮地不汗，又與犬犬

不食者，皆有毒殺人  

(黃帝云： )羊腦豬腦，男子食之損精氣，

少子  

食者禁忌  

(黃帝云： )暴下後不可食羊肉髓及骨汁，

成煩熱難解，還動利  

(黃帝云： )彌忌水中柳木及白楊木，不得

銅器中煮羖羊肉，食之，丈夫損陽，女

子絕陰  

食法禁忌  

(黃帝云： )六月勿食羊肉，傷人神氣  食時禁忌  

6 5 .  沙牛  不可常食，發宿病  食量禁忌  

自死者不任食  不 宜 食 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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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  黃 犍 、

沙 牛 、

黑牯牛  

黃帝云：烏牛自死北首者，食其肉害人  不 宜 食 之

物  (黃帝云： )一切牛盛熱時卒死者，總不堪

食，食之作腸癰  

(黃帝云： )患甲蹄牛，食其蹄中拒筋，令

人作肉剌  

(黃帝云： )獨肝牛肉，食之殺人，牛食蛇

者獨肝  

(黃帝云： )患疥牛、馬肉食，令人身體癢  

(黃帝云： )六畜脾，人一生莫食  

(黃 帝 云 ： )牛 肉 共 豬 肉 食 之 ， 必 作 寸 白

蟲，直爾黍米、白酒、生牛肉共食，亦

作寸白，大忌  

配伍禁忌  

(黃帝云： )一切牛、馬汁及酪，共生魚食

之，成魚瘕  

(黃帝云： )人下利者，食自死牛肉必劇  食者禁忌  

(黃帝云： )十二月勿食牛肉，傷人神氣  食時禁忌  

6 7 .  馬  黃帝云：白馬自死，食其肉害人  不 宜 食 之

物  (黃帝云： )白馬玄頭，食其腦令人癲  

(黃帝云： )白馬鞍下烏色徹肉里者，食之

傷人五藏  

(黃帝云： )白馬青蹄，肉不可食  

(黃帝云： )下利者，食馬肉必加劇  食者禁忌  

(黃帝云： )一切馬汗氣及毛不可入食中，

害人  

食法禁忌  

(黃帝云： )諸食馬肉心煩悶者，飲以美酒

則解，白酒則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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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云： )五月勿食馬肉，傷人神氣  食時禁忌  

6 8 .  狗陰莖  黃帝云：白犬合海鲉食之，必得惡病  配伍禁忌  

(黃帝云： )白犬自死不出舌著，食之害人  不 宜 食 之

物  (黃 帝 云 ： )犬 春 月 多 狂 ， 若 鼻 赤 起 而 燥

者，此欲狂。其肉不任食  

(黃帝云： )九月勿食犬肉，傷人神氣  食時禁忌  

6 9 .  豚  豚肉：味辛平，有小毒。不可久食，令

人遍體筋肉碎痛，乏氣  

食量禁忌  

不可久食，令人少子精，發宿病，弱筋

骨，閉血脈，虛人肌肉  

有金瘡者，食之瘡尤甚  食者禁忌  

豚腦：損男子陽道，臨房不能行事  

黃帝云，凡豬肝、肺，共魚鱠食之，作

癰疽  

配伍禁忌  

(黃帝云： )豬肝共鯉魚腸、魚子食之，傷

人神  

(黃帝云： )八月勿食豬肺及飴，和食之，

至冬發疽  

食時禁忌  

(黃帝云： )十月勿食豬肉，損人神氣  

7 0 .  鹿  黃帝云：鹿膽白者，食其肉害人  不 宜 食 之

物  

(黃帝云： )白鹿肉不可和蒲白作羹食，發

惡瘡  

配伍禁忌  

(黃帝云： )五月勿食鹿肉，傷人神氣  食時禁忌  

(胡居士云： )凡餌藥之人，不可食鹿肉，

服藥必不得力。所以然者，以鹿常食解

食者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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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諸藥故也  

7 1 .  獐  黃帝云：五月勿食獐肉，傷人神氣  食時禁忌  

7 2 .  麋脂  黃帝云：生麑肉共蝦汁合食之，令人心

痛  

配伍禁忌  

(黃帝云： )生麑肉共雉肉食之，作痼疾  

7 3 .  虎肉  不可熱食，壞人齒  食法禁忌  

7 4 .  狸肉  黃帝云：正月勿食虎、豹、狸肉，傷人

神，損壽  

食時禁忌  

7 5 .  兔  黃 帝 云 ： 免 肉 和獺肝食之，三日必成遁

尸  

配伍禁忌  

(黃帝云： )共白雞肝、心食之，令人面失

色，一年成癉黃  

(黃帝云： )共薑食，變成霍亂  

(黃帝云： )共白雞肉食之，令人血氣不行  

(黃帝云： )二月勿食免肉，傷人神氣  食時禁忌  

7 6 .  狐陰莖  黃帝云：麝肉共鵠肉食之，作癥瘕  配伍禁忌  

7 7 .  無品名  野豬青蹄不可食  不 宜 食 之

物  及獸赤足者不可食  

野獸自死北首伏地不可食  

獸有歧尾不可食  

一切禽獸自死無傷處不可食  

家獸自死共鱠汁食之，作疽瘡  配伍禁忌  

十一月勿食經夏臭脯，成水病，作頭眩，

丈夫陰痿  

食時禁忌  

甲子日勿食一切獸肉，大吉  

三月三日勿食鳥獸五藏及一切果菜五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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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物，大吉  

7 8 .  無品名  黃帝云：一切雞肉合魚肉汁食之，成心

瘕  

配伍禁忌  

(黃帝云： )雞具五色者食其肉必狂  不 宜 食 之

物  (黃帝云： )若有六指四距，玄雞白頭，家

雞及野雞、鳥生子有文八字，雞及野鳥

死不伸足爪，此種食之害人  

(黃帝云： )雞子白共蒜食之，令人短氣  配伍禁忌  

(黃帝云： )雞子共鱉肉蒸食之，害人  

(黃帝云： )雞肉、獺肉共食作遁尸注，藥

所不能治  

(黃帝云： )食雞子噉生蔥，變成短氣  

(黃帝云： )雞肉、犬肝腎共食害人  

(黃帝云： )生蔥共雞、犬肉食，令人穀道

終身流血  

(黃帝云： )烏雞肉合鯉魚肉食，生癰疽  

(黃帝云： )雞兔犬肉和食必泄利  

(黃 帝 云 ： )野 雞 肉 共 家 雞 子 食 之 ， 成 遁

尸，尸鬼纏身，四肢百節疼痛  

(黃帝云： )小兒五歲以下飲乳未斷者，勿

食雞肉  

食者禁忌  

(黃帝云： )二月勿食雞子，令人常惡心  食時禁忌  

(黃帝云：)丙午日食雞、雉肉，丈夫燒死、

目盲，女人血死、妄見  

(黃帝云： )四月勿食暴雞肉，作內疽，在

胸腋下出漏孔，丈夫少陽，婦人絕孕，



．200．中國中古時期的飲食禁忌──以醫書為中心  

虛勞乏氣  

(黃帝云： )八月勿食雞肉，傷人神氣  

7 9 .  雉肉  久食之令人瘦  食量禁忌  

黃帝云：八月建酉日食雉肉，令人短氣  食時禁忌  

(黃帝云： )八月勿食食雉肉，損人神氣  

8 0 .  騖肪  黃帝云：六月勿食騖肉，傷人神氣  食時禁忌  

8 1 .  雁肪  黃帝云：六月勿食雁肉，傷人神氣  食時禁忌  

8 2 .  越燕屎  肉不可食之，入水為蛟龍所殺  食法禁忌  

黃帝云：十一月勿食鼠肉、燕肉，損人

神氣  

食時禁忌  

8 3 .  石蜜  青赤蜜：味酸噞，食之令人心煩  食量禁忌  

黃帝云：七月勿食生蜜，令人暴下，發

霍亂  

食時禁忌  

8 4 .  鱓魚  黃帝云：四月勿食蛇肉、 鱓 肉 ， 損 神 害

氣  

食時禁忌  

8 5 .  鯉魚肉  黃帝云：食桂竟，食鯉魚肉害人  配伍禁忌  

(黃帝云： )腹中宿癥病者，食鯉魚肉害人  食者禁忌  

8 6 .  無品名  黃帝云：魚白目不可食之  不 宜 食 之

物  (黃帝云： )魚有角，食之發心驚，害人  

(黃帝云： )魚無腸、膽，食之三年，丈夫

陰痿不起，婦人絕孕  

(黃帝云： )魚身有黑點不可食  

(黃帝云： )魚目赤，作鱠食，成瘕病，作

鮓食之害人  

(黃帝云： )鯸鮧魚有毒，不可食之  

(黃帝云： )一切魚尾，食之不益人，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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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骨，著人咽，害人  

(黃帝云： )魚有角、白背，不可食；凡魚

赤鱗不可食；魚無腮不可食  

(黃帝云： )魚無全腮，食之發癰疽  

(黃帝云： )一切魚共菜食之，作蛔蟲、蟯

蟲  

配伍禁忌  

(黃帝云：)穢飯、鯘肉、臭魚不可合食之，

害人  

(黃帝云： )下利者食一切魚，必加劇，致

困難治  

食者禁忌  

(黃 帝 云 ： )五 月 五 日 勿 以 鯉 魚 子 共 豬 肝

食，必不消化，成惡病  

食時禁忌  

(黃帝云： )二月庚寅日勿食魚，大惡  

(黃帝云： )三月勿食鮫龍肉及一切魚肉，

令人飲食不化，發宿病，傷人神氣，失

氣，恍惚  

8 7 .  鱉肉  黃 帝 云 ： 五 月 五 日 以 鱉 子 共 鮑 魚 子 食

之，作癉黃  

食時禁忌  

(黃帝云： )鱉腹下成五字，不可食  不 宜 食 之

物  (黃帝云： )鱉三足，食之害人  

(黃帝云： )鱉肉，兔肉和芥子醬食之損人  配伍禁忌  

(黃帝云： )鱉肉共莧蕨菜食之，作鱉瘕害

人  

8 8 .  蟹殼  黃帝云：蟹目相向，足班者，食之害人  不 宜 食 之

物  (黃帝云： )蝦無鬚，腹下通烏色者食之害

人，大忌，勿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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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 )又云：龜、鱉之肉共豬肉食之，害

人  

配伍禁忌  

(黃帝云： )秋果菜共龜肉食之，令人氣短  

(黃帝云： )飲酒食龜肉，并菰白菜，令人

生寒熱  

(黃帝云： )螺、蚌共菜食之，令人心痛，

三日一發  

(黃帝云： )蝦鱠共豬肉食之，令人常惡心

多唾，損精色  

(黃帝云： )六甲日勿食龜、鱉之肉害人心

神  

食時禁忌  

(黃帝云： )十二月勿食蟹鱉，損人神氣  

(黃帝云： )十一月、十二月，勿食蝦、蚌

著甲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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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食療本草》飲食禁忌  

 

 品名  史料  禁忌類別  

卷上  

1 .  生薑  多食少心智  食量禁忌  

八九月食，傷神  食時禁忌  

2 .  蒼耳  又，不可和馬肉食  配伍禁忌  

3 .  海藻  南方人多食之，傳于北人。北人食之，倍

生諸病，更不宜矣。瘦人，不可食之  

食者禁忌  

4 .  昆布  下氣，久服瘦人。無此疾者，不可食  食量禁忌  

海島之人愛食，為無好菜，只食此物。服

久，病亦不生。遂傳說其功于北人。北人

食之，病皆生，是水土不宜爾  

食者禁忌  

5 .  紫菜  下熱氣，多食脹人。若熱氣塞咽喉，煎汁

飲之。此是海中之物，味猶有毒性。凡是

海中菜，所以有損人矣  

食量禁忌  

6 .  乾苔  不可多食，令人痿黃，少血色  食量禁忌  

7 .  菌子  發 五 臟 風 壅 經 脈 ， 動 痔 病 ， 令 人 昏 昏 多

睡，背膊、四肢無力  

不 宜 食 之

物  

又，菌子有數般，槐樹上生者良。野田中

者，恐有毒，殺人  

又，多發冷氣，令腹中微微痛  

8 .  牽牛子  多食稍冷  食量禁忌  

9 .  羊蹄  主癢，不可多食  食量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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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菰菜  然滑中，不可多食  食量禁忌  

1 1 .  茭首  食之發冷氣，滋人齒，傷陽道，令下焦冷

滑，不食甚好  

食量禁忌  

1 2 .  甘蕉  發冷病  食者禁忌  

1 3 .  蛇莓  有蛇殘不得食  不 宜 食 之

物  

1 4 .  苦芺  不堪多食爾  食量禁忌  

1 5 .  木耳  不可多食。惟益服丹石人  食量禁忌  

1 6 .  竹  笋︰寒。主逆氣，除煩熱，又動氣，能發

冷癥，不可多食  

食量禁忌  

其淡竹及中母笋雖美，然發背悶腳氣  

越有蘆及箭笋，新者稍可食，陳者不可食  不 宜 食 之

物  、淡、苦、甘外，余皆不堪，不宜人  

竹筍不可共鯽魚食之，使笋不消成癥病，

不能行步  

配伍禁忌  

1 7 .  吳茱萸  肥健人不宜多食  食者禁忌  

1 8 .  蕪荑  可少吃，多食發熱、心痛  食量禁忌  

1 9 .  秦椒  久服令人氣喘促  食量禁忌  

十月勿食  食時禁忌  

及閉口者大忌  不 宜 食 之

物  

2 0 .  椿  多食令人神不清，血氣微  食量禁忌  

2 1 .  樗  若和豬肉、熱面頻食，則中滿，蓋壅經脈

也  

配伍禁忌  

2 2 .  橡實  主止痢，不宜多食  食量禁忌  

2 3 .  枳椇  多食發蛔蟲  食量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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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藕  凡男子食，須蒸熟服之，生吃損血  食者禁忌  

2 5 .  橘  穰不可多食，止氣  食量禁忌  

2 6 .  柚  味酸，不能食  不 宜 食 之

物  

2 7 .  乾棗  生者食之過多，令人腹脹  食量禁忌  

2 8 .  軟棗  多食動風，令人病冷氣，發咳嗽  食量禁忌  

2 9 .  蒲桃  其 子 不 宜 多 食 ， 令 人 心 卒 煩 悶 ， 猶 如 火

燎。亦發黃病  

食量禁忌  

凡熱疾後不可食之。眼暗、骨熱，久成麻

癤病  

食者禁忌  

3 0 .  栗子  蒸炒食之，令氣擁  食法禁忌  

今有所食生栗，可于熱灰中煨之，令才汗

出，即啖之，甚破氣。不得使通熟，熟即

擁氣。生即發氣。故火煨殺其木氣耳  

患風水氣不宜食  食者禁忌  

3 1 .  芰實  凡 水 中 之 果 ， 此 物 最 發 冷 氣 ， 不 能 治 眾

疾。（令人臟冷），損陰，令玉莖消衰  

食量禁忌  

（可少食。多食）令人或腹脹者 ， 以薑、

酒一盞，飲即消  

3 2 .  雞頭子  生食動少氣  食法禁忌  

3 3 .  梅實  烏梅多食損齒  食量禁忌  

3 4 .  木瓜  亦不可多食，損齒（及骨）  食量禁忌  

3 5 .  樝子  右多食損齒及損筋  食量禁忌  

3 6 .  芋  （久食），令人虛，無氣力。此物但先肥而

已  

食量禁忌  

3 7 .  茨  若先有冷氣，不可食。令人腹脹氣滿  食者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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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秋食，臍下當痛  

3 8 .  茨菰  不可多食，吳人好啖之。令人患腳  食量禁忌  

又，發腳氣，癱緩風。損齒，紫黑色。令

人失顏色，皮肉乾燥。卒食之，令人嘔水  

3 9 .  枇杷  久食亦發熱黃  食量禁忌  

子︰食之潤肺，熱上焦。若和熱炙肉及熱

麵食之，令人患熱毒黃病  

配伍禁忌  

4 0 .  荔枝  多食則發熱  食量禁忌  

4 1 .  柑子  食多令人肺燥，冷中，發痃癖病也  食量禁忌  

4 2 .  甘蔗  不可共酒食，發痰  配伍禁忌  

4 3 .  沙糖  多食令人心痛。養三蟲，消肌肉，損牙齒，

發疳 。不可多服之  

食量禁忌  

不可與鯽魚同食，成疳蟲  配伍禁忌  

又，不與葵同食，生流澼  

又，不可共笋食之，使笋不消，成症病心

腹痛。（身）重不能行履  

4 4 .  桃人  又云，桃能發諸丹石，不可食之。生者尤

損人  

不 宜 食 之

物  

4 5 .  櫻桃  又云，此名“櫻”，非桃也。不可多食，

令人發闇風  

食量禁忌  

溫。多食有所損  

4 6 .  石榴  按經︰久食損齒令黑  食量禁忌  

4 7 .  梨  不可多食  食量禁忌  

金瘡及產婦不可食，大忌  食者禁忌  

4 8 .  李  不可多食之  食量禁忌  

臨水食之，令人發痰瘧  食法禁忌  



 附錄．207． 

4 9 .  羊梅  （亦）不可多食，損人（齒及）筋（也）  食量禁忌  

5 0 .  胡桃  右（卒）不可多食，動痰（飲）  食量禁忌  

案經︰動風，益氣，發痼疾。多吃不宜  

5 1 .  藤梨  久食發冷氣，損脾胃  食量禁忌  

卷中  

5 2 .  熊肉  若腹中有積聚寒熱者，食熊肉永不除差  食者禁忌  

膽︰寒。主時氣盛熱，疳 ，小兒驚癇。

十月勿食，傷神  

食時禁忌  

5 3 .  牛  自死者，血脈已絕，骨髓已竭，不堪食  不 宜 食 之

物  黃牛發藥動病，黑牛尤不可食  

又，宰之尚不堪食，非論自死者  

又，頭、蹄︰下熱風，患冷人不可食  食者禁忌  

十二月勿食，傷神  食時禁忌  

5 4 .  牛乳  患冷氣人不宜服之  食者禁忌  

5 5 .  羊  羊肉︰妊娠人勿多食  食者禁忌  

患天行及瘧人食，令發熱困重致死  

頭肉︰平。主緩中，汗出虛勞，安心止驚。

宿有冷病患勿多食  

羊骨︰熱。主治虛勞，患宿熱人勿食  

羊心︰補心肺，從三月至五月，其中有蟲

如馬尾毛，長二三寸已來。須割去之，不

去令人痢  

食法禁忌  

頭中髓︰發風。若和酒服，則迷人心，便

成中風也  

配伍禁忌  

白羊黑頭者，勿食之。令人患腸癰  不 宜 食 之

物  一角羊不可食  



．208．中國中古時期的飲食禁忌──以醫書為中心  

謹按︰南方羊都不與鹽食之，多在山中吃

野草，或食毒草。若北羊，一二年間亦不

可食，食必病生爾。為其來南地食毒草故

也。若南地人食之，即不憂也。今將北羊

于南地養三年之後，猶亦不中食，何況于

南羊能堪食乎？蓋土地各然也  

六月勿食羊，傷神  食時禁忌  

5 6 .  酪  患冷人勿食羊乳酪  食者禁忌  

5 7 .  馬  白馬黑頭，食令人癲  不 宜 食 之

物  白馬自死，食之害人  

蹄無夜眼者勿食  

又黑脊而斑不可食  

其肉多著浸洗方煮，得爛熟兼去血盡，始

可煮食。肥者亦然，不爾毒不出  

食法禁忌  

不與倉米同食，必卒得惡，十有九死  配伍禁忌  

不與薑同食，生氣嗽  

患瘡疥人切不得食，加增難差  食者禁忌  

（馬心）︰患痢人不得食  

5 8 .  鹿  謹按︰肉︰九月後、正月前食之，則補虛

羸瘦弱、利五臟，調血脈。自外皆不食，

發冷病  

食時禁忌  

凡是鹿白臆者，不可食  不 宜 食 之

物  

5 9 .  犀角  (肉 )若食過多，令人煩  食量禁忌  

6 0 .  犬  不可炙食，恐成消渴  食法禁忌  

不與蒜同食，必頓損人  配伍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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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者多是病，不堪食  不 宜 食 之

物  犬自死，舌不出者，食之害人  

女人妊娠勿食  食者禁忌  

九月勿食犬肉，傷神  食時禁忌  

6 1 .  虎  切忌熱食，損齒  食法禁忌  

小兒齒生未足，不可與食，恐齒不生  食者禁忌  

又，正月勿食虎肉  食時禁忌  

6 2 .  兔  注 ︰ 以 性 冷 故 也 。 大 都 絕 人 血 脈 ， 損 房

事，令人痿黃  

食量禁忌  

肉 ︰ 不 宜 與 薑 、 橘 同 食 之 ， 令 人 卒 患 心

痛，不可治也  

配伍禁忌  

又，兔死而眼合者，食之殺人  不 宜 食 之

物  

二月食之傷神  食時禁忌  

又，兔與生薑同食，成霍亂  配伍禁忌  

6 3 .  狸  骨︰主痔病。作羹臛食之，不與酒同食  配伍禁忌  

正月勿食，傷神  食時禁忌  

6 4 .  獐  其肉︰八月止十一月食之，勝羊肉。自十

二月止七月食，動氣也  

食時禁忌  

又，若瘦惡者食，發痼疾也  食者禁忌  

6 5 .  豹  正月食之傷神  食時禁忌  

6 6 .  豬  虛人動風，不可久食。令人少子精，發宿

疹  

食量禁忌  

江豬︰平。肉酸。多食令人體重  

腎︰主人腎虛，不可久食  

肉發痰，若患瘧疾人切忌食，必再發  食者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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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  麋  不與雉肉同食  配伍禁忌  

多食令人弱房，發腳氣  食量禁忌  

6 8 .  獺  謹按︰服之下水脹，但熱毒風虛脹，服之

即差。若是冷氣虛脹，食益虛腫甚也。只

治熱，不治冷，不可一概爾  

食者禁忌  

6 9 .  野豬  青蹄者，不可食  不 宜 食 之

物  

7 0 .  豺  肉酸不可食，消人脂肉，損人神情  不 宜 食 之

物  

7 1 .  雞  雞具五色者，食之致狂  不 宜 食 之

物  六 指 ， 玄 雞 白 頭 家 雞 ， 及 雞 死 足 爪 不 伸

者，食並害人  

雞子動風氣，不可多食  食量禁忌  

(雞子清 )動心氣，不宜多食  

卵並不得和蒜食，令人短氣  配伍禁忌  

肉和魚肉汁食之，成心瘕  

雞子和蔥，食之氣短  

雞子白共鱉同食，損人  

雞子共獺肉同食，成遁尸注，藥不能治  

雞兔同食成泄痢  

又，先患骨熱者，不可食之  食者禁忌  

小兒五歲已下，未斷乳者，勿與雞肉食  

7 2 .  鵝  肉︰性冷，不可多食。令人易霍亂  食量禁忌  

與服丹石人相宜。亦發痼疾  

卵︰溫。補五臟，亦補中益氣。多發痼疾  

7 3 .  黑鴨  又，黑鴨︰滑中，發冷痢，下腳氣，不可 食量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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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食  

子︰微寒。少食之，亦發氣，令背膊悶  不 宜 食 之

物  

7 4 .  鷓鴣  此鳥出南方，不可與竹筍同食，令人小腹

脹  

配伍禁忌  

自死者，不可食。一言此鳥天地之神，每

月取一只飨至尊。所以自死者不可食也  

不 宜 食 之

物  

7 5 .  山雞  食之發五痔  食量禁忌  

和蕎麥麵食之，生肥蟲  配伍禁忌  

卵︰不與蔥同食，生寸白蟲  

7 6 .  野雞  又，野雞︰久食令人瘦  食量禁忌  

又，九月至十二月食之，稍有補。他月即

發五痔及諸瘡疥  

食時禁忌  

自死、足爪不伸，食之殺人  不 宜 食 之

物  

不與胡桃同食，即令人發頭風，如在舡車

內，兼發心痛  

亦不與豉同食  

配伍禁忌  

菌子、木耳同食，發五痔，立下血  

7 7 .  鶉  又云，鶉肉不可共豬肉食之，令人多生瘡  配伍禁忌  

四月以後及八月以前，鶉肉不可食之  食時禁忌  

7 8 .  龜甲  其食之法，一如鱉法也。其中黑色者，常

啖蛇，不中食之。其殼亦不堪用  

不 宜 食 之

物  

7 9 .  鲇、  無鱗，有毒，勿多食  食量禁忌  

赤目、赤須者并殺人也  不 宜 食 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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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  鯽魚  食鯽魚不得食沙糖，令人成疳蟲  配伍禁忌  

8 1 .  鯉魚  腹中有宿瘕不可食，害人  食者禁忌  

又，天行病後不可食，再發即死  

鯉魚鮓：不得和豆藿葉食之，成瘦  配伍禁忌  

其魚子不得合豬肝食之  

久服天門冬人，亦不可食  

又 ， 凡 修 理 ， 每 斷 去 脊 上 兩 筋 及 脊 內 黑

血，此是毒故也  

食法禁忌  

又，其在砂石中者，有毒，多在腦髓中，

不可食其頭  

不 宜 食 之

物  

8 2 .  鱘魚  有毒。主血淋。可煮汁食之。其味雖美，

而發諸藥毒  

食量禁忌  

(鮓 )發一切瘡疥，動風氣  

(鮓 )不與乾笋同食，發癱瘓風  配伍禁忌  

鮓：世人雖重，尤不益人。服丹石人不可

食，令人少氣  

食者禁忌  

小兒不與食，結癥瘕及嗽  

大人久食，令人卒心痛，並使人卒患腰痛  

8 3 .  猬  不得食其骨也。其骨能瘦人，使人縮小也  不 宜 食 之

物  

8 4 .  鱉  赤足不可食，殺人  不 宜 食 之

物  

8 5 .  蟹  足斑、目赤不可食，殺人  不 宜 食 之

物  

又，八月前，每個蟹腹內有稻谷一顆，用

輸海神。待輸芒後，過八月方食即好。未

食時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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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時為長未成。經霜更美，未經霜時有毒  

8 6 .  白魚  主肝家不足氣，不堪多食，泥人心。雖不

發病，終養 所食  

食量禁忌  

新鮮者好食。若經宿者不堪食。久食令人

腹冷生諸疾。或淹、或糟藏，猶可食  

8 7 .  石首魚  不堪鮮食  食法禁忌  

8 8 .  鱟  多食發嗽並瘡癬  食量禁忌  

8 9 .  時魚  稍發疳痼  食量禁忌  

9 0 .  比目魚  多食稍動氣  食量禁忌  

9 1 .  鱭魚  發疥，不可多食  食量禁忌  

9 2 .  鯸鮧魚  有毒，不可食之。其肝毒殺人。緣腹中無

膽，頭中無鰓，故知害人  

不 宜 食 之

物  

9 3 .  黃魚  有毒。發諸氣病，不可多食。亦發瘡疥，

動風  

食量禁忌  

不宜和蕎麥同食，令人失音也  配伍禁忌  

9 4 .  魴魚  患疳痢者，不得食  食者禁忌  

9 5 .  牡鼠  主小兒癇疾、腹大貪食者︰可以黃泥裹燒

之 。 細 揀 去 骨 ， 取 肉 和 五 味 汁 作 羹 與 食

之。勿令食著骨，甚瘦人  

食者禁忌  

9 6 .  車螯  車螯、蝤蝥類，並不可多食之  食量禁忌  

9 7 .  蚶  每食了，以飯壓之。不爾令人口乾  食法禁忌  

9 8 .  蟶  天行病後不可食，切忌之  食者禁忌  

9 9 .  淡菜  多食令頭悶、目暗，可微利即止  食量禁忌  

1 0 0  蝦  無須及煮色白者，不可食  不 宜 食 之

物  動風發瘡疥  

（勿作鮓食之），鮓內者甚有毒爾  食法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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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蚺蛇  肉︰主溫疫氣。可作膾食之。如無此疾及

四月勿食之  

食者禁忌  

食時禁忌  

1 0 2  蝮蛇  肉︰療癩，諸痿：下結氣，除蠱毒。如無

此疾者，即不假食也  

食者禁忌  

1 0 3  田螺  不可常食  食量禁忌  

卷下  

1 0 4  白油麻  久食抽人肌肉。生則寒，炒則熱  食量禁忌  

其油︰冷。常食所用也。無毒，發冷疾，

滑骨髓，發臟腑渴，困脾臟  

治飲食物，須逐日熬熟用，經宿即動氣  食法禁忌  

有牙齒並脾胃疾人，切不可吃  食者禁忌  

1 0 5  大豆  大豆黃屑︰忌豬肉。  配伍禁忌  

小 兒 不 得 與 炒 豆 食 之 。 若 食 了 ， 忽 食 豬

肉，必壅氣致死，十有八九。十歲以上者

不畏也  

食者禁忌  

1 0 6  酒  久飲傷神損壽  食量禁忌  

與百藥相宜。只服丹砂人飲之，即頭痛吐

熱  

食者禁忌  

1 0 7  秫米  動風，不可常食  食量禁忌  

1 0 8  粳米  都大新熟者，動氣。經再年者，亦發病。

江南貯倉人皆多收火稻。其火稻宜人，溫

中益氣，補下元。燒之去芒。春舂米食之，

即不發病耳  

食法禁忌  

若常食干飯，令人熱中，唇口乾  

不可和蒼耳食之，令人卒心痛  配伍禁忌  

不可與馬肉同食之，發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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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寒。擁諸經胳氣，使人四肢不收，昏昏

饒睡。發風動氣，不可多食  

食量禁忌  

1 0 9  黍米  謹按︰性寒，有少毒。不堪久服，昏五臟，

令人好睡  

食量禁忌  

緩人筋骨，絕血脈  

不得與小兒食之，令兒不能行  食者禁忌  

合葵菜食之，成痼疾  配伍禁忌  

《食禁》云：牛肉不得和黍米、白酒食之，

必生寸白蟲  

1 1 0  稷  發三十六種冷病氣  食量禁忌  

與瓠子同食，令冷病發  配伍禁忌  

1 1 1  小麥  又云：面有熱毒者，為多是陳黦之色  

又，為磨中石末在內，所以有毒，但杵食

之即良  

食法禁忌  

1 1 2  大麥  熟即益人，帶生即冷，損人  食法禁忌  

1 1 3  蕎麥  難消，動熱風。不宜多食  食量禁忌  

久食動風，令人頭眩  

和豬肉食之，患熱風，脫人眉須  配伍禁忌  

1 1 4  藊豆  患冷氣人勿食  食者禁忌  

1 1 5  醋  多食損人胃  食量禁忌  

人食多，損腰肌臟  

服諸藥，不可多食  配伍禁忌  

(藥忌 )  又，江外人多為米醋，北人多為糟醋。發

諸藥，不可同食  

用米醋佳，小麥醋不及。糟多妨忌。大麥

醋，微寒。余如小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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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與蛤肉同食，相反  配伍禁忌  

1 1 6  糯米  使人多睡。發風，動氣，不可多食  食量禁忌  

1 1 7  醬  又，榆仁醬︰亦辛美，殺諸蟲，利大小便，

心腹惡氣。不宜多食  

食量禁忌  

又，蕪荑醬︰功力強于榆仁醬。多食落發  

獐、雉、兔、及鱧魚醬，皆不可多食。為

陳久故也  

1 1 8  葵  其性冷，若熱食之，亦令人熱悶  食法禁忌  

無蒜勿食  

又，霜葵生食，動五種留飲。黃葵尤忌  

（根）︰天行病後，食一頓，便失目  食者禁忌  

四季月食生葵，令飲食不消化，發宿疾  食時禁忌  

1 1 9  莧  葉︰食亦動氣，令人煩悶，冷中損腹  食量禁忌  

不可與鱉肉同食，生鱉症  配伍禁忌  

1 2 0  胡荽  若食多，則令人多忘  食量禁忌  

不得久食，此是薰菜，損人精神  

不可多食，損神  

久食令人多忘。發腋臭、腳氣  

根︰發痼疾  食者禁忌  

又，狐臭  齒病患不可食，疾更加  

久冷人食之，腳弱。患氣，彌不得食  

又，不得與斜蒿同食。食之令人汗臭，難

差  

配伍禁忌  

1 2 1  邪蒿  生食微動風氣，作羹食良  食法禁忌  

不與胡荽同食，令人汗臭氣  配伍禁忌  

1 2 2  同蒿  又，動風氣，熏人心，令人氣滿，不可多 食量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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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1 2 3  羅勒  不可過多食，壅關節，澀榮衛，令血脈不

行。又，動風發腳氣  

食量禁忌  

1 2 4  蔓菁  食令人氣脹滿  食量禁忌  

1 2 5  冬瓜  患冷人勿食之，令人益瘦  食者禁忌  

1 2 6  甜瓜  多食令人陰下癢濕，生瘡  食量禁忌  

案經︰多食令人羸惙虛弱，腳手少力  

又，發癉黃，動宿冷病，患癥瘕人不可食

瓜  

食者禁忌  

《龍魚河圖》云：瓜有兩鼻者殺人。沉水

者殺人  

不 宜 食 之

物  

1 2 7  胡瓜  不可多食，動風及寒熱。又發痁瘧，兼積

瘀血  

食量禁忌  

案 ︰ 多 食 令 人 虛 熱 上 氣 ， 生 百 病 ， 消 人

陰，發瘡（疥），及發痃氣，及腳氣，損

血脈  

天行後不可食  食者禁忌  

小兒食，發痢，滑中，生疳蟲  

又，不可和酪食之，必再發  配伍禁忌  

不與醋同食  

1 2 8  越瓜  不可久食，發痢  食量禁忌  

案︰此物動風。雖止渴，能發諸瘡。令人

虛，腳弱，虛不能行（立）  

令人腰腳冷，臍下痛  

小兒夏月不可與食，成痢、發蟲  食者禁忌  

患時疾後不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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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和牛乳及酪食之  配伍禁忌  

又，不可空腹和醋食之，令人心痛  

1 2 9  芥  生食發丹石，不可多食  食者禁忌  

其葉不可多食  食量禁忌  

又，細葉有毛者殺人  不 宜 食 之

物  

1 3 0  菘菜  又發諸風冷。腹中冷病者不服  食者禁忌  

1 3 1  荏子  多食發心悶  食量禁忌  

1 3 2  薺  葉︰動氣  食量禁忌  

薺子︰入治眼方中用。不與面同食。令人

背悶  

配伍禁忌  

服丹石人不可食  食者禁忌  

1 3 3  蕨  令人腳弱不能行。消陽事，縮玉莖。多食

令人發落，鼻塞，目暗  

食量禁忌  

小兒不可食之，立行不得也  食者禁忌  

又，冷氣人食之，多腹脹  

1 3 4  翹搖  若生吃，令人吐水  食法禁忌  

1 3 5  蓼子  多食令人吐水。亦通五臟擁氣，損陽氣  食量禁忌  

1 3 6  蔥  虛人患氣者，多食發氣，上沖人，五臟閉

絕，虛人胃  

食量禁忌  

少食則得，可作湯飲。不得多食，恐拔氣

上沖人，五臟悶絕  

切不可與蜜相和，食之促人氣，殺人  配伍禁忌  

1 3 7  韭  熱病後十日，不可食熱韭，食之即發困  食者禁忌  

五月勿食韭  食時禁忌  

1 3 8  薤  又，發熱病，不宜多食  食量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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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勿食生者  食時禁忌  

1 3 9  荊芥  多食薰人五臟神  食量禁忌  

1 4 0  香葇  生菜中食，不可多食  食量禁忌  

1 4 1  瓠子  患惡瘡，患腳氣虛腫者，不得食之，加甚  食者禁忌  

案經︰治熱風，及服丹石人始可食之。除

此，一切人不可食也。患冷氣人食之，加

甚。又發痼疾  

1 4 2  大蒜  久服損眼傷肝  食量禁忌  

1 4 3  小蒜  不可常食  食量禁忌  

1 4 4  胡蔥  久食之，令人多忘  食量禁忌  

多食損神，此是熏物耳  

根︰發痼疾  食者禁忌  

又，患狐臭、  齒人不可食，轉極甚  

1 4 5  莼菜  多食動痔。雖冷而補。熱食之，亦擁氣不

下。甚損人胃及齒，不可多食，令人顏色

惡  

食量禁忌  

久食損毛髮  

又，不宜和醋食之，令人骨痿  配伍禁忌  

1 4 6  水芹  于醋中食之，損人齒，黑色  配伍禁忌  

生黑滑地，名曰“水芹”，食之不如高田

者宜人。余田中皆諸蟲子在其葉下，視之

不見，食之與人為患。高田者名“白芹”  

不 宜 食 之

物  

1 4 7  落蘇  不可多食。動氣，亦發痼疾。熟者少食之，

無畏  

食量禁忌  

患冷人不可食，發痼疾  食者禁忌  

1 4 8  蘩萎  不用令人長食之，恐血盡  食量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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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9  白苣  又，產後不可食之，令人寒中，少腹痛  食者禁忌  

1 5 0  落葵  食此菜後被狗咬，即瘡不差也  食者禁忌  

1 5 1  堇菜  久食，除心煩熱，令人身重懈惰。又令人

多睡，只可一兩頓而已  

食量禁忌  

1 5 2  蕺菜  小兒食之，便覺腳痛，三歲不行  食者禁忌  

久食之，發虛弱，損陽氣，消精髓，不可

食  

食量禁忌  

1 5 3  蕓薹  若先患腰膝，不可多食，必加極  食量禁忌  

又，能生腹中諸蟲。道家特忌  

又，極損陽氣，發口瘡，齒痛  食量禁忌  

1 5 4  菠薐  北人食肉面即平，南人食魚鱉水米即冷  食者禁忌  

不可多食，冷大小腸。久食令人腳弱不能

行。發腰痛  

食量禁忌  

不與蛆魚同食。發霍亂吐瀉  配伍禁忌  

1 5 5  苦蕒  蠶婦亦忌食  食者禁忌  

1 5 6  鹿角菜  丈夫不可久食，發痼疾，損經絡血氣，令

人腳冷痺，損腰腎，少顏色  

食者禁忌  

服丹石人食之，下石力也  

1 5 7  莙薘  冷氣不可多食，動氣。先患腹冷，食必破

腹  

食者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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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齊民要術》食禁條目  

 

 史料  引用來源  出處  

1 .  瓜有兩鼻者殺人  龍魚河圖  卷二〈種瓜第十四〉 

2 .  人食落葵，為狗所齧，作瘡

則不差；或至死  

博物志  卷三〈種葵第十七〉 

3 .  妊娠不可食薑，令子盈指  博物志  卷 三 〈 種 薑 第 二 十

七〉  

4 .  是月也，陰陽爭，血氣散。

夏 至 先 後 各 十 五 日 ， 薄 滋

味，勿多食肥醲  

 卷三〈雜說第三十〉 

5 .  金創、乳婦，不可食梨。梨

多食，則損人，非補益之物。

產婦蓐中及疾病未愈，食梨

多者，無不致病。欬逆氣上

者，尤宜慎之  

吳氏本草  卷 四 〈 插 梨 第 三 十

七〉  

6 .  棘竹筍味淡，落人鬢髮  竹譜  卷 五 〈 種 竹 第 五 十

一〉  

7 .  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龍魚河圖  卷 六 〈 養 羊 第 五 十

七〉  

8 .  玄雞白頭，食之病人。雞有

六指者，亦殺人。雞有五色

者，亦殺人  

龍魚河圖  卷 六 〈 養 雞 第 五 十

九〉  

9 .  雞肉不可食小兒；食，令生 養生論  卷 六 〈 養 雞 第 五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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蚘蟲，又令體消瘦。鼠肉味

甘，無毒；令小兒消穀，除

寒熱。炙食之，良也  

九〉  

1 0 .  (蓴 )治 消 渴、 熱 痹 。 又 云 ：

冷，補下氣。雜鯉魚作羹，

亦逐水，而性滑。謂之淳菜，

或謂之水芹。服食之家，不

可多噉  

本草  卷 六 〈 養 魚 第 六 十

一〉  

11 .  絲蓴：入七月盡，九月十月

內，不中食；蓴有蝸蟲著故

也。──蟲甚微細，與蓴一

體，不可識別，食之損人。

十月，水凍蟲死，蓴還可食  

 卷八〈羹臛法第七十

六〉  

1 2 .  人食豆三年，則身重，行動

難。恒食小豆，令人肌燥麤

理  

博物志  卷十〈五穀果蓏菜茹

非中國物者〉  

1 3 .  東北有樹，高五十丈，葉長

八尺，名曰‘桃’。其子，

徑三尺二寸，小核味和，食

之令人短壽  

神異經  卷十〈五穀果蓏菜茹

非中國物者〉  

1 4 .  南康有蒵石山，有甘、橘、

橙、柚，就食其實，任意取

足。持歸家人噉，輒病，或

顛仆失徑  

異苑  卷十〈五穀果蓏菜茹

非中國物者〉  

1 5 .  交趾特出好橘，大且甘。而

不可多噉；──令人下痢  

南 中 八 郡

志  

卷十〈五穀果蓏菜茹

非中國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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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東北荒中，有木高四十丈，

葉 長 五 尺 ， 廣 三 寸 ， 名

‘栗’。其實，徑三尺；其

殼赤，而肉黃白，味甜。食

之多，令人短氣而渴  

神異經  卷十〈五穀果蓏菜茹

非中國物者〉  

1 7 .  《詩》云：「言采其蓫。」毛

云：「惡菜也。」《詩義疏》

曰：「今羊蹄。似蘆菔，莖赤。

煮為茹，滑而不美；多噉令

人下痢，幽陽謂之‘蓫’，

一名‘蓨’，亦食之。」  

詩義疏  卷十〈五穀果蓏菜茹

非中國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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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醫心方》轉引自《膳夫經》之條目  

 

 史 料  出 處  

1 .  妊 身 勿 北 向 ， 向 其 生 年 上 大 小

便 ， 使 母 難  

卷 二 十 二〈 妊 婦 修 身

法 第 二 〉  

2 .  凡 臨 食 不 用 大 喜 大 怒 ， 皆 變 成

百 病  

卷 二 十 九 〈 調 食 第

一 〉  

3 .  春 勿 食 肝 ， 需 增 鹹 苦 ， 禁 食 脾

肺 及 辛 甘  

夏 勿 食 心 ， 需 增 酸 甘 ， 得 食 肝

脾 ， 禁 食 腎 肺 及 苦 辛  

秋 勿 食 肺 ， 需 增 甘 鹹 ， 得 食 脾

腎 ， 禁 食 肝 心 及 苦 酸  

冬 勿 食 腎 ， 須 增 辛 酸 ， 禁 食 心

脾 及 甘 苦  

四 季 勿 食 脾 ， 須 增 苦 辛 ， 得 食

心 肺 ， 禁 肝 腎 酸 鹹  

卷 二 十 九〈 四 時 食 禁

第 三 〉  

4 .  凡 食 ， 不 用 以 茗 飲 送 之 ， 令 人

氣 上 ， 咳 逆  

卷 二 十 九〈 飲 水 禁 第

十 〉  

5 .  凡 肉 久 置 合 器 中 ， 食 之 殺 人  

又 肉 脯 魚 腊 ， 經 夏 入 秋 ， 不 可

食 ， 令 人 得 病  

卷 二 十 九〈 諸 獸 禁 第

十 四 〉  

6 .  鳥 死 目 不 可 合 ， 食 殺 人 。  

又 云 ： 諸 卵 有 紋 如 八 字 ， 食 殺

人 。  

又 云 ： 凡 鳥 卵 有 文 ， 食 之 殺 人  

卷 二 十 九〈 諸 鳥 禁 第

十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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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凡 食 魚 頭 ， 不 得 并 乙骨，食之不

利人。  

又云：魚腹中正白，連珠在臍上，

食之破心殺人  

卷 二 十 九〈 蟲 魚 禁 第

十 六 〉  

8 .  ( 小 麥 ) 多 食 壅 氣  卷 三 十 〈 五 穀 部 第

一 〉  

9 .  ( 生 棗 ) 不 可 多 食  卷 三 十 〈 五 果 部 第

二 〉  

1 0 .  ( 柿 ) 不 可 多 食 ， 令 人 腹 痛 下 利  卷 三 十 〈 五 果 部 第

二 〉  

1 1 .  ( 枇 杷 ) 益 人  卷 三 十 〈 五 果 部 第

二 〉  

1 2 .  ( 胡 頹 子 ) 食 之 益 人 者 也  卷 三 十 〈 五 果 部 第

二 〉  

1 3 .  ( 薯 蕷 ) 補 中 強 陰  卷 三 十 〈 五 果 部 第

二 〉  

1 4 .  ( 鹿 ) 腎 彌 佳  卷 三 十 〈 五 肉 部 第

三 〉  

1 5 .  ( 豬 ) 豕 自 死 ， 其 目 青 ， 食 之 殺

人 。  

又 云：豕 燔 而 死，食 其 肝 殺 人 。  

又 云 ： 豬 白 蹄 青 爪 斑 斑 ， 不 可

食 。  

又 云 ： 白 豬 青 蹄 ， 食 之 殺 人 。  

卷 三 十 〈 五 肉 部 第

三 〉  

1 6 .  ( 擁 劍 ) 云 ： 不 入 藥 用  卷 三 十 〈 五 肉 部 第

三 〉  

1 7 .  ( 葵 菜 ) 葵 葉 尤 冷 利  卷 三 十 〈 五 菜 部 第

四 〉  

1 8 .  ( 生 薑 )  食 甜 粥 訖 ， 勿 食 薑 。 即 卷 三 十 〈 五 菜 部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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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吐，成 霍 亂。空 腹 勿 食 生 薑 ，

喜 令 渴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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