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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随着社

会各领域的全面发展，该时期饮食文化与医药学发

展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二者互相交融也愈发深刻。一

方面，饮食文化在继承前朝饮食文化优秀成果的基

础上，广泛吸收各民族以及邻邦的饮食文化精华，呈

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饮食风格，饮食内容与技法的不断

进步对于医药学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

面，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得到了较好的继承与发展，临

证各科初具规模，医事制度逐渐成熟并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医药知识的积累也促进了人们

对于健康饮食的不断追求，形成了新的饮食习惯与习

俗。笔者进行了文献考略，对隋唐时期饮食文化与中

医药学的交互渗透与互动发展的关系探讨如下。

1 饮食内容的丰富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

1.1  “胡风饮食”丰富了医疗用药种类  隋唐时期，民

族政策开放，交通便利，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及

贸易活动频繁，许多西域食品或饮食习俗被带入中

原，逐渐被接纳，这些食物的引入不仅丰富了中原地

区的饮食结构，同时也丰富了医疗用药的种类。如，

菠菜原产自波斯，唐贞观年间自泥婆罗进贡至中国。

唐代《食疗本草》对菠菜进行了首次文献记载：“波

稜，微毒。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人食

之佳。”这说明，菠菜在当时不仅是食物，其药用价

值也逐渐被发现。又如胡椒，“出摩伽陀国……胡盘

肉食皆用之。”隋唐时期其药用价值也被挖掘，《新修

本草》载“胡椒，味辛，大温，无毒。主下气，温中，去

痰，除脏腑中风冷”；《海药本草》载“去胃口气虚冷，

宿食不消，霍乱气逆，心腹卒痛，冷气上冲，和气。不

宜多服，损肺”等等。葡萄酒也是自西域引入中原地

区代表饮食。隋唐以前，中原地区很少见葡萄酒的

酿制，葡萄酒多为西域贡品，能饮用的人也多为达官

贵人。至唐太宗时期，葡萄酒酿造技术才逐渐引入

中原，并得到广泛普及。随着葡萄酒在唐朝社会的

广泛认可，一些医家也开始讨论葡萄酒的医疗功效。

《新修本草》云：“酒……有葡萄、秫、黍、粳、粟、曲、

蜜等，作酒醴以曲为。”至今，葡萄酒仍是人们欢迎

的酒类饮料，其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仍被广泛的认

可[1]。当然，除上述食品外，隋唐时期自西域引入中

原的食品种类十分繁多，例如莴苣、胡麻、胡瓜、马乳

蒲桃、波斯枣、酢菜、胡芹、胡荽、胡葱、蔗糖等等，这

些食物在中原地区的普及，不仅丰富了人们的饮食

内容，同时医者对这些食物药用价值的认识也逐渐

提高，扩充了当时医疗用药的种类。鉴于此类食品

种类过多，本文不在此一一赘述。

1.2  隋唐时期饮品的医药功能  隋唐时期，人们日

常生活的饮品种类较为丰富，除去较为常见的酒、茶

外，还有一些饮子等饮料。

1.2.1  酒  酒自古以来便是流行最普遍的一种饮

料，被誉为“天下美禄”，酒作为百药之长，其药用价

值得到了很多古代医学家的肯定[2]。隋唐时期随着

制酒技术的不断发展，酒类饮料种类丰富，很多日常

饮用的酒都能应用到医疗实践当中，专门制作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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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中的药物味数也有很大提高，药用效果也更加

显著。如在《新修本草》中记载：“酒，味苦、甘、辛，

大热，有毒。主行药势，杀百邪恶毒气。”《食疗本草》

中也记载了“紫酒、姜酒”等多种酒类饮料的药用价

值；王焘的《外台秘要》中专门记载了“古今诸家酒

方”，以及专门治疗岭南地区瘴气、脚气等病的药酒

方剂；孙思邈的《千金方》也十分重视酒在医疗实践

中的应用，不仅记载了大量药酒的药用功效，同时还

详细描述了酿酒的投料比例，如酿制“虎骨酒”，需

“虎骨一具……酿米三石，曲四斗，水三石，如常酿酒

法。”可见，隋唐时期酒不仅是当时的一种日常饮料，

而且其医疗价值也得到许多医家的重视。

1.2.2  茶  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隋唐时期是中国茶文化的初兴时期，茶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旧唐书·李珏传》记载：“茶为

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怯竭乏，难

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胜。”唐代我国第一部茶

学专著陆羽《茶经》的问世，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当时

饮茶之风的传播，正如《新唐书》云：“天下益知饮茶

矣。”隋唐时期盛行饮茶，养生也是原因之一。《茶

经》云：“若热渴、疑闷、脑痛、目涩、四肢烦、百节不

舒，聊四五啜，与醒醐、甘露抗衡也。”《茶经·七之事》

中对唐以前茶事的历史记载进行了梳理，其中有关

茶的医疗保健功用有多处记录[3]。隋唐时期本草学

著作对茶也有很多记载，如《新修本草》载：“茗，味

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

人少睡”；《食疗本草》记载：“茶主下气，除好睡，消

宿食，当日成者良。”

1.2.3  其他饮料  除去酒、茶，隋唐时期的常见的饮

品还有饮子。饮子是唐代的一种常见的饮料，由一

些甘香草药配制成，因此这种汤饮不仅有生津止渴、

解暑消夏的作用，更有防病治病、养生益寿的功效。

饮子起源很早，但是至唐代才成为大众饮料，《太平

广记》二一九卷“田令孜”中引《玉堂闲话》：“长安

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药，不过数味，

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

入口而愈。”这样的记载表明了饮子在唐代社会比较

受欢迎，且具有一定的药用功效。《千金要方》中也

有饮子记载，如犀角饮子、芦根饮子、杏仁饮子、竹

叶饮子等等，这些饮子也都具有一定的养生、医疗功

效，被唐代医家、百姓而广泛使用。

2 隋唐时期医药学对饮食文化的影响

2.1  食之味追求“均善五味”  中国饮食自古便有对

“味”的追求，五味调和是中国烹饪的基本原则和理

论基础，也是中国人一直提倡文化美食、健康饮食，

以及个性化、民族化、季节化饮食的精髓和核心[4]。

调味除了使食物味道与食客的口味得到统一之外，

另一重要目的便是使食物更加有利于健康。在中国

传统医学思想的指导下，唐代社会也十分注重通过

调和饮食的五味，达到滋养身体的目的。孙思邈在

《千金方》中强调：“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

所病”，特别强调在日常饮食中要注意五味平衡。为

了避免五味的偏嗜，唐代社会烹饪时除利用食材的

本味进行调味之外，还能通过烹饪技法、食材互补以

及调味品进行调味。例如，韦巨源《烧尾宴食单》中

记载了“葱醋鸡”，将整只鸡用葱、醋等调料蒸制而

成。其中鸡肉味甘，葱味辛，醋味苦，辛甘化阳、酸甘

化阴，整道菜用葱、醋之辛、酸调和鸡肉之甘，除味道

香美之外，还能滋阴助阳，达到滋养身体的效果。隋

唐时期，人们善于以食物“性味”调和人体的阴阳平

衡，使人精充、气足、神旺、健康长寿。

2.2  食之时追求“因时而膳”  唐代社会饮食讲究

“因时而膳”，一些特定的时间食用特定的食物或者

一些食物只能在特定的时间食用，这种饮食习俗的

形成也与中国医药思想是离不开的。中医学认为四

季变化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通过饮食调节不仅

可以降低时令气候带来的不良影响，对机体健康产

生积极作用。唐代春季饮食习惯食用辛香食物，如

蒜、葱等。如据庞元英《文昌杂录》记载：“唐岁时

节物，元日则有屠苏酒、五辛盘、咬牙饧。”其中五辛

盘是一种将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等五种辛

香食物放在一起的食品。岁时初春，乍暖还寒，适宜

养阳，而食用如此辛味食物则可祛散阴寒，助春阳升

发，体现了当时人们的保健养生观念。又如，“中秋

节成为节日，大约始于唐朝”[5]，“中唐以后，中秋节

食品主要是玩月羹”[6]。据考证，月羹是以桂圆、莲

子、藕粉等精制而成。中医认为中秋时节有利于调

养生机，去旧更新，是人体最适宜进补的季节，因此

非常适合食用桂圆、莲子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

的平补之品。

2.3  食之量注重“饮食有节”  隋唐时期由于食用过

多食物而引起的身体健康问题也得到社会的重视，

人们逐渐注意调节饮食之量而保持身体健康。唐代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医家尤为注重饮食有节，他认为：

“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则

难消也。常欲令如饱中饥，饥中饱耳。盖饱则伤肺，

饥则伤气”；“凡常饮食，每令节俭，若贪味多餐，临

盘大饱，食讫觉腹中彭亨短气，或致暴疾，仍为霍乱”

等等。由于孙思邈的道教徒身份，因此这种饮食思

想也大多受道教影响。道教养生思想信奉“少食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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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即通过配合气练并严格控制谷米类食物摄入量

以达到养生的目的。虽然道教对于少食辟谷的解释

是这样可以帮助人们消除身体内以谷气为食的“三

尸”，而所谓“三尸”就是毒害人体的邪魔，但是中国

传统医药有关节制饮食的思想也是道教形成辟谷

少食习俗的因素之一。隋唐时期，道教进入了繁盛

发展时期，一些辟谷食物也被开发出来，如《备急千

金要方》中记载的利用茯苓、松脂、天门冬、牛酥、白

蜜、蜡混合炼制而成的“茯苓酥”等等，这些辟谷食

物虽然减少谷物的摄取量，但是也由一些中药材混

制而成，因此也可以达到一定的医疗保健功效。

3 饮食失节与疾病的发生

中国传统医学一直将一些不良饮食习惯作为诱

发疾病的重要因素。《内经》认为“百病始生也，皆生

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隋代

《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了多种与“食”相关的病因，包

括食物中毒、饮食偏嗜等。隋唐时期的一些常见疾

病与当时的一些不良饮食习惯也有很大关系。

3.1  脚气病  唐代脚气病的流行就与当时的饮食有

关。《外台秘要》有很大篇幅论述“脚气病”的证治，

书中引《近效方》记载“仕流多脚气为主”，说明该病

多在贵族仕流中发病。《备急千金要方》也记载“进

来中国士大夫虽不涉江表，亦有居然而患之者”。日

本学者山下政三的《脚气的历史》中也明确指出脚

气病在隋至唐初，始越过长江并向北方蔓延，至当代

广泛流行于中国全境[7]。对于脚气病在隋唐时期的

盛行，现在学者持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脚气

病指的是维生素B1缺乏症，北方士大夫阶层在统一

之后受到南方贵族生活影响，多食精米，导致维生素

B1缺乏而发病[8] ；还有学者认为这种脚气病未必就

是现代医学定义的“脚气病”（维生素B1缺乏症），而

“恰是随着含汞、铅之剂的外丹北越长江，风行全国，

以汞、铅为代表之重金属中毒的多发性神经炎病症，

也才殃及中原的士大夫[9]。”但无论上述哪种说法也

都离不开饮食习惯，这也说明隋唐时期脚气病的发

病与当时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3.2  服食丹药引起的中毒  隋唐时期，两朝皇室推

崇道教。道教思想注重通过服食丹药达到养生的目

的，所以在隋唐社会中服丹之风甚盛。炼丹术源于

先秦时期人们对神仙宗教的信仰以及对“长生不老

药”的追求，目的是通过炼制某些自然矿石或金属，

而得到让人不死的神丹[10]。为了达到延年益寿、长

生不老的目的，隋唐上层社会人士服用丹药的现象

十分普遍。但是由于丹药是以汞、铅、铜、铁、锡等金

属炼制而成，久服必然造成重金属中毒而危害身体

健康，甚至导致死亡。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记

载，唐代6位黄帝的驾崩与服食金石丹药有直接的

关系。太宗服食丹药“暴疾”而亡；德宗“服胡僧药，

遂致暴疾不救”；宪宗服食丹药之后“日加燥渴”；武

宗在服用丹药之后则“肤泽消槁”，精神恍惚，甚至丧

失语言能力；宣宗“饵长年药，病渴且中燥”。纵观几

位帝王驾崩前的临床症状，多有“暴疾”“燥”“消槁”

的描述。这些与现代医学重金属中毒的描述比较吻

合，如腹痛、急性呼吸衰竭、皮肤病变、恶心呕吐、中

枢神经受损等。唐末随着人们对服丹危害的认识越

来越高，炼丹术及服丹习俗发展式微，研究重点也向

医用化学逐渐转变。

4 结语

隋唐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在我国历史上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巅峰，随之而来的是当时社会的饮食文

化、医药文化等诸多方面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隋

唐时期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胡化”。一些西域

食物、饮品逐渐引入中原地区，这些食物或饮品的医

药功能逐渐被发现，并被中医药所接纳利用，取民间

食俗常品入药，也正体现了中医药“博采群方”的特

点。饮食文化向中医药文化的不断渗透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中医药发展。当然，中医药学的发展反过

来对于饮食习俗的形成也有着积极影响，不断引导

着人们更加科学、健康地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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