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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琉球百问  看清代中叶琉球贵族
的疾病与社会生活

廖肇亨

(中央研究院 中国文哲研究所,台北 11529)

摘 要: 琉球百问  琉球问答奇病论  是清代道光年间, 琉球御医吕凤仪就个人行医

经验所遇之疑难杂症向当时吴门医派大家曹存心 ( 1767! 1834)问诊求方的文字记录,这些

记录成为观察清中叶琉球疾病医疗史的珍贵资料。据现存最早使琉球录的作者陈侃 ( 1489!

1538)曾观察琉球居民的体格如是说道: ∀国无医药,民亦不夭札,或壮、或老始生痘疹。#琉球

居民是否恒常康健?是否果真完全不需医药?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将以 琉球百问 为中心,

透过观察琉球当时的疾病与社会生活之关系,重新省思陈侃说法的真实性。从本文的讨论得

知,琉球居民的疾病现象既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 (例如天花、梅毒 ) ,也有某些程度的地域性

(例如铁树根毒 )。可见 琉球百问  相当程度地反映当时琉球人的某些生活方式与社会情

境,并成为中国历来使琉书写的某些观察角度与思维盲点的绝佳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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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王国之后 ( 1609), 琉球成为中日两国贸易文化往来的最佳媒介。长崎固然

是两国贸易往来的港口,但由于中日两国并未建立正式往来的管道,无法进行更高层次的官方交流,

双方相互理解认识的管道以商人的相互往来为主,对于统治高层的认识有限。清代道光年间, 琉球御

医吕凤仪就个人行医经验所遇之疑难杂症向当时吴门医派大家曹存心 ( 1767! 1834)问诊求方,留下

琉球百问 琉球问答奇病论 等文字记录,成为观察清代中叶左右琉球疾病医疗史的珍贵资料。此

书虽然主要是就琉球常见的疾病与方剂加以问答,但同时也是一部趣味十足的疾病史, 与使琉球录中

关于医病的说法亦可以相互对照,凝聚了当时中琉医家相互观看的视点, 对于重新认识当时琉球社会

的疾病与生活方式深具启发。

对明清两朝的琉球册封使而言, 琉球人的体能与疾病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之一。例如嘉庆五年

( 1800)的琉球册封副使李鼎元 ( 1750! 1805)初抵琉球,对琉球方面负责接待工作的梁邦弼须发尽白

的早衰容貌大吃一惊。其曰:

六月二十五日 (丙子 ), (中略 )有梁长史邦弼馈糯饭来 ! ! ! 须发尽白。问其年, 方五十。诘其故,

自称 ∀小底#, 因云 ∀国人固多不寿,小底尤早衰#。而胡靖 录 云 ∀人无劳心,多致天年#语,不实。
[ 1]



李鼎元引用的是晚明册封使杜三策从客胡靖 (生卒年不详, 1633年前后在世 )的 琉球记  ,其曰:

盖此国无名利萦心之累,官人以世家计口而给俸。民则为王助耕, 计夫而授口粮。不设科,以世

家子弟俊秀者,选其人而上之朝、入国学。民间无市利之所,无有余不足之忧, 人无所事事, 亦不群然

嬉聚,或一二静对,自朝至夕,惟清言茹烟而已。或弹棋则有极尽棋巧, 是以人无劳心, 多致天年。
[ 2]

在胡靖来看, 琉球长寿健康的原因来自于社会制度的卓越。其卓越的根源来自安定的社会身份

结构。不设科举, 以世家子弟掌管国政,可谓托古改制的幻想。更重要的是, 胡靖的说法,显然将大洋

彼端的琉球国描写成一个无忧无虑的桃花源。贤明的统治阶层, 饱足安乐的经济收入, 恬淡自适的生

活方式,还有健康无虞的强健体魄,相对于晚明中国的经济失衡、社会动荡以及肆虐疾病,琉球诚可谓

海角一乐园。明人常将自我理想的国家形象投射于使琉书写的策略当中,琉球人民健康的体魄来自

于健全的生活,匪独胡靖而已。例如现存最早使琉球录的作者陈侃 ( 1489! 1538)曾观察琉球居民的

体格如是说道:

盖 (琉球人 )生有膂力, 耐饥渴劳苦;热壁挽舟之时,虽终日不食、终夜不寝,而亦未尝告病, 匪直贱

者若是,虽酋长之贵亦惯勤动;大风暴雨,虽夜必兴, 相与徒行露立于港边以防舟之漂荡焉, 而寒湿不

能使之疾也。国无医药,民亦不夭札,或壮、或老始生痘疹。地虽卑湿,而不见其疲癃残疾之人:是岂

尽出于禀赋哉! 亦由其薄滋味、寡嗜欲,元气固而腠理密也。
[ 3 ]

以今视昔,琉球果真无 ∀疲癃残疾之人 #? 这种说法恐不无过分夸大美化之嫌。痘疹, 即天花,可

谓明清之际小儿医最关注的焦点疾病 ∃。陈侃何由得知琉球人 ∀或壮或老始生痘疹#,不免启人疑窦,

但此处指出琉人体魄的强健在于 ∀勤动 #,琉球官宪之所以风雨无阻戮力从公, 因其身体强健之故,其

根由就在于 ∀薄滋味、寡嗜欲,元气固而腠理密 #! ! ! 也就是节度饮食男女的本能欲望,这固然是陈侃

在琉球的见闻心得,恐怕亦多少含有对明代皇帝 (嘉靖 )纵欲无节的生活形态微存讽谏之意。陈侃的

说法将琉球医药的阙如系于琉球当地人民绝佳的健康状态。不难看出: 胡靖的讲法侧重在 ∀人无劳

心 #! ! ! 安适无忧的心理状态,而陈侃的重点则在 ∀勤动# ∀寡嗜欲#! ! ! 不外乎节制欲望、适时运动等

等。陈侃、胡靖二者观察的重点虽然不同, 但同样都是朝向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且其视琉球国民为

理想范行则为一也。不过嘉庆五年册封副使李鼎元接触到年尚强健而容色衰朽的琉球人梁邦弼之

后,显然对陈侃、胡靖的说法不得不有所保留。

基本的问题是:琉球居民是否恒常康健? 是否果真完全不需医药? 事实上, 在李鼎元出发以前,

其所备货色当中, 药品即为大宗。其曰:

(四月 )二十八日 (庚辰 ) (中略 )船户以所带货单进视, 其单内如肉桂、黄连、麝香等药皆贵,尽裁

去;东海所需药材为最,而尤以大黄、大枫子、茶叶、儿茶为要药,补品不甚需。
[ 1] 155

药材素为中日交流贸易之大宗,清代之后, 更是中琉贸易的重要商品
[ 4]
, 从李鼎元的记录看来,清

代中叶之琉球所需药材之数量与种类恐亦不少。时至今日,冲绳县民的长寿固为举世所艳称, 但即使

如此,琉球仍有属于自己的疾病与医学。吕凤仪留下的 琉球百问  琉球问答奇病论 。

关于 琉球百问 的作者、文献与成书经过,高津孝与萧婷 ( Angela Scho ttenhammer)教授已经有过

详细的考证
[ 5 ]
。本文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以 琉球百问  为中心, 透过观察琉球当时的疾病与社会生活

之关系,重新省思陈侃 ∀国无医药,民亦不夭札, 或壮、或老始生痘疹 #此一说法的真实性。

从社会属性来说, 吕凤仪既为王室御医,其病人亦多属膏粱之家,不难想见。虽然吕凤仪曾就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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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痘疹在近世医学的重要性, 论者已多, 可以参见梁其姿: 明清预防天花之演变 , 载杨联升, 全汉升, 刘广

京: 国史释论: 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 , 台北食货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239- 253页; 熊秉真: ∀痘 #与 ∀疹#

及近世中国幼儿的传染病 ,载 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与健康 ,台北联经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223- 305页。



树根之毒性与解法求教于曹存心 ∃ ,可惜的是曹存心于铁树根之毒几乎一无所知, 故无一语以告。除

此之外,收录于 琉球百问 中的例证多半仍是属于 ∀富贵高粱之家#的特殊方式所引起的病症。吕凤
仪这段话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其曰:

敝国僻居东南海隅,方位在下,故人多有脾湿之病。此病多在富贵高梁之家, 而不在贫贱藜藿之

家。其症初起,心下留饮,漉漉有声, 心腹稍冷;或作疼痛,有时痞满, 饮食少思; 或吐浊水,不爱茶羹;

或嫌谷实,好饮汤水;或嗳气吞酸;或面肿气喘, 身重如负百钧;或脚胫浮肿, 筋缓难步; 或小便短涩,或

大便秘结;或怔忡惊悸,或睡不熟, 或日里贪眠。其后竟成积聚之症, 从肝经部份上连头脊。或为涨

满,或为痨瘵。如此形状,固不一律。或谓因多飧猪肉 (敝土猪肉与中国不同,味甚肥胖 ) ;或谓多饮烧

酒 (敝土烧酒与中国不同,味辛厚 ) ;或谓因多佚房劳。医论纷纷,均不可定治方。
[ 6 ]

吕凤仪大抵以 ∀脾湿之症#总括琉球富贵之家常见的疾病,其种种病因大抵可归因于饮食、酒色无

节。曹存心则曰: ∀贫贱之人身劳而心佚, 富贵之人身佚而心劳,心劳则思虑太过, 伤其心脾。而且醇

酒厚味, 伤其肠胃,色欲过度,睡眠失时,又足以伤其肝肺与肾。内伤则虚,虚则外患皆足以中之。# [ 6] 75

饮食男女无所节制、思虑过深、睡眠失时, 能不问诸医者几希。

琉球百问 当中, 饮食无节、酒色过度的病例不胜枚举。例如 ∀男子年过三旬,常好厚味, 胸腹痞

满,终成臌胀,六脉沉实。# [ 6 ] 16 ∀年近半百, 酒色过度, 腹胀、脐突、背平, 小便不利,大便闭结, 脉虚而

微 #[ 6] 17 ∀年三十余,常好酒色,又兼思虑过度,不得安睡,如见鬼状,妄言谵语, 心悸恍惚, 或笑或哭,喜

怒不常,千奇百怪,无所不至 # [ 6] 17 ∀男子色欲过度,自汗盗汗, 午后发热, 咯血咳嗽, 倦怠无力。# [ 6] 18 ∀年
五十余,平日好膏粱厚味,肌肉肥胖, 精神自在, 大便如常,小便频数, 有时胃口痞满, 或饮食失节, 即易

泄泻。一日, 盖被睡着过暖,起来忽然得右手足不遂之症。# [ 6] 29 ∀男子岁才二旬余, 酒色过度,午热夜

汗,咳血不止,四肢倦怠,肌肉消瘦,六脉洪大无力# [ 6 ] 79
。

饮食缺乏节度,导致中风, 琉球百问  中对于中风论治有过详细的讨论。关于 琉球百问  中的

中风及其治疗思想,已有专文讨论,先不赘及
[ 7]
。 琉球百问  中另一个极为醒目的病症是梅毒 (杨梅

疮、棉花疮、恶疮 )。吕凤仪的琉球病人当中,为梅毒所苦之病患颇众。例如 ∀年过三旬,杨梅疮愈五六

年之后,遗毒结聚,咽喉腐烂疼痛,饮食难下,声哑, 鼻汗,行步不安。# [ 6] 22 ∀年二十余, 委中穴发棉花疮

(同杨梅疮 ), 用解毒药不效,又用五宝丹不效,又用擦四脉灵丹不效, 终上及,败烂骨露而死 # [ 6] 24 ∀年

五十余, 阳明经迎香穴发一个黑痣,如指尖大。用艾灸之,终败窍如杨梅毒,干而无脓, 渐渐长大。# [ 6] 24

∀妇人杨梅疮愈后,变成结毒之症,头面处处破烂, 身体生块,咽喉腐烂, 筋骨疼痛, 饮食不进。肌肉消

瘦,多年不痊 # [ 6] 42
。以下此一医案, 可以代表当时一般医家对梅毒的看法。吕凤仪记曰:

男子四十多岁,十年以前偶染杨梅疮, 厥后结毒屡起,当即延医调治。其后用四脉灵丹调擦, 且或

服汤药,或服五虎丹,或贴膏药, 又屡用轻粉杂会豚肉烹食。忽左脚浮肿,脚指边破开, 脓血流出, 皮肉

腐烂,其臭不可闻。虽经用解毒生肌之药而不瘥。夫所以致肿者,屡食轻粉、豚肉而使然乎? 抑余毒

滞结而不解之所致乎? 何方治之乎?
[ 6] 82

在现代抗生素发现以前,水银疗法是常见的治疗法, 然而水银毒性甚强, 往往有严重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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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凤仪言琉球平民言铁树根之食法, 较李鼎元更为详尽, 其言曰 : ∀敝国是海边穷国, 凶年饥荒,米粮竭乏, 乡下

之贫人无粮草之可食者, 皆采苏铁之根出于地外者, 代粮食之。若中其毒, 则呕逆而忽死, 一家同釜灶者,不论男女老

幼皆尽死矣。不中其毒, 则一年三百六十日当粮食之无妨。其制食法:采根切片晒干, 再浸水去毒,和盐糟炒熟, 食之。

或生碎浸水五日五夜, 一天换水四、五次, 煮熟, 和五味食之。或切片晒干, 再浸水去毒, 打研为末, 煮熟, 和五味食之

也。中其毒死, 多半是作末煮熟食之者也。人皆云:恐是作末之间 ,湿热酿成起霉 ,变毒杀人。不知是何毒? 又何以解

之? 且苏铁之内, 有不可食者哉否?#吕凤仪之所以对于铁树根做法的叙述如此不厌其详, 或许想要确认做法的细节是

否没有问题。见曹存心: 曹存心医学全书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61页。



梅毒快速而广阔的传布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全球化现象,相关的研究颇众∃。轻粉,即水银也。在中国,

梅毒亦称为广疮 (广东疮 ), 以为此症来自当时对西洋的门户广东者也。关于梅毒在中国的起源, 俞弁

曾曰: ∀弘治末年, 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若病人血

虚,服轻粉重剂,致生结毒, 鼻烂足穿,遂成痼疾。# [ 8]
李时珍也说: ∀近时弘治、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

率用轻粉药 # [ 9 ]
谓明清士人染之者亦为数不少, 例如屠隆、王百谷、汤显祖%等人皆在其列,轻粉 (水

银 )成为最普遍的治疗法。曹存心谓杨梅疮 ∀乃时疮也 #[ 6] 22
, 足见曹存心所历杨梅疮患者亦不在少

数。梅毒在日本也称为琉球疮& , 同样强调此病症起因在外,对日本江户时代的医家而言,是个难缠的

对手
[ 10] [ 11]

。从 琉球百问 来看, 梅毒在近代以前的琉球也曾留下肆虐的痕迹。同时,在此病历当中,

轻粉之外,猪肉显然也是药物之一。以兽肉直接作为药物,江户时代的日本此风颇盛
[ 10] 171- 181

, 琉球亦

不例外, 琉球百问  当中,海蛇
[ 6] 39, 79, 96

、蕲蛇
[ 6] 96
、羊肉汤

[ 6] 79, 83, 93
、鲤鱼汤

[ 6] 88
、未过二十日之小狗

[ 6 ] 91
、

乌鸡
[ 6] 38, 95

莫不入药。但在吕凤仪观察到琉球人在猪的饲养过程中,并未注意卫生问题, 因此对琉球

猪肉的安全性极度担忧,以为猪肉既是药,也是毒,甚且为病源之所在。其曰:

敝国土人,或患中风、或生恶疮、或染杂病, 纷纭不一,因恐食品一切日食,多是以肉配食。因查豚

性能生湿疮,风热,且敝国土俗, 围栏畜豚于其中, 大半食粪。若夫病者, 及生恶疮者之粪, 亦一并食

之,故人食其肉,必中其毒, 而有中锋、恶疮、杂病等患乎? 又有 十传 云:岭外多毒草, 彘食之, 人食其

肉,则中其毒,所以北人度岭者, 多戒食彘。而 本草 亦云: 凡禽兽有好食毒物者,人亦食之。则有毒

害。夫敝国畜豚之俗如此, 而食豚之害如彼,不可无预防之法。其法非先生不可。
[ 6] 66

吕凤仪将琉球主要的病情分为中风、恶疮、杂病三类。尽管曹存心也认为吕凤仪描述的养猪法太

不卫生,但对于吕凤仪将一切中风、恶疮、杂病统归咎于猪肉, 亦不以为然。认为琉球方面的疾病乃因

为 ∀地处东方,海滨傍水,病多疮疡,治宜砭石。至于用药, 当宗湿热者疮, ∋汗之则疮已 (之训, 可当当

归拈痛汤治之。若论中风不少, 东方生风, 风生木,木生酸, 酸生肝, 肝风易动, 本盛于东。或湿热内

胜,更易生风,养肝息风,兼驱湿热,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不可印定眼目# [ 6] 69 ! ! ! 曹存心的说法一方面

反映明清的医学风土论
[ 12]

,另一方面, 更不认为猪应该为所有琉球人的健康问题负责。真正问题的

症结,简单说,就是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全在节欲。生死关头,盖可忽乎哉!
[ 6] 15 #! ! ! 问题的根源是

人,不是猪。特别是人面对欲望的态度与行动, 也必须承担一切选择的后果。

以今视昔,吕凤仪的想法其实亦未可遽然非之, 不难看出:其想法类似于今日所言之公共卫生,只

是将病媒集中于猪只一事, 未免过于单纯。曹存心的说法则是强调个人健全的生活习惯,两者其实缺

一不可。

琉球百问 一书也收录众多痘疹 (天花 )的病例
[ 6 ] 48, 49, 93

完全粉碎明代琉球册封使陈侃 ∀国无医

药,民亦不夭札,或壮、或老始生痘疹 #的神话。同时,综上所述,琉球居民也有属于自己的医学与疾病

问题。既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 (例如天花、梅毒 ) ,也有某些程度的地域性 (例如铁树根毒 )。李鼎元

因与容颜早衰的琉球通事相接, 乃至于对于琉球人民的健康状态有所质疑。琉球国对医药的需求也

与他处并无大异。 ∀少饮以绝病根,寡欲以除烦恼# [ 6] 48
则是健康的不二法门, 放诸四海而皆准。另一

方面, 琉球百问 当中的疾病也反映了当时琉球人的某些生活方式与社会情境,成为中国历来使琉书

写的某些观察角度与思维盲点的绝佳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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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的历史研究甚多, 一个简明的介绍, 参见 F rederick F. Cartw right & M ichae l B iddiss: 疾病改变历史 (D isease

and H istory ) 陈仲丹,周晓政, 译,香港三联书店 2006年版, 第 58- 87页。

晚明文人与梅毒, 可以参见徐朔方: 汤显祖和梅毒 , 载 文学遗产 2000年第 1期, 第 100- 102页。

参见富士川游: 梅毒 历史 霉毒 历史 霉毒史谈 霉毒 历史 等一系列文章。富士川游: 富士川游著

作集 ,京都思文阁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4册, 第 94- 122页。



参考文献:

[ 1]李鼎元. 使琉球记 [M ] 清代琉球纪录集辑、清代琉球纪录续辑.台北: 大通出版社, 1984: 178- 179.

[ 2]胡靖. 琉球记 [M ] 黄润华,薛英, 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 276- 277.

[ 3]陈侃. 使琉球录 [M ] 清代琉球纪录集辑、清代琉球纪录续辑.台北: 大通出版社, 1984: 30.

[ 4]傅朗. 清代中国药材输入琉球考 [M ] 林毓琼.第五届中琉历史关系学术会议论文集.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678- 706.

[ 5]高津孝、  ! ∀ # ∃ #%ー, & # ∋ ( ( Schottenhamm er Ange la, 萧婷 ). 琉球百问 )渡嘉敷通寛 [ J] .鹿大史学,

2009, 53: 19- 31.

[ 6]曹存心. 曹存心医学全书 [M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6: 73.

[ 7]沉思钰. 琉球百问 及其中风思想论治思想刍议 [ J].中国中医急症, 2007, 16( 6): 717.

[ 8]俞弁. 续医说 [M ] 中国医学大成三编:第 12册.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236.

[ 9]李时珍. 本草纲目 [M ] .台北: 鼎文书局, 1973: 750.

[ 10]氏家干人.江戶 病 [ M ].东京: 讲谈社, 2009: 27- 36.

[ 11]中岛阳一郎.病气日本史 [ M ].东京: 雄山阁, 1996: 81- 84.

[ 12]韩嵩.北攻伐, 南保养:明代医学的风土观 [ M ] 李建民. 从医疗看中国史.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08: 203- 251.

The Illness of Nobles& Social L ife in L iu Q iu in theM iddle Period of Q ing

Dynasty Seen Through ∀ 100 Questions about Liu Q iu#

L IAO Chao heng

( Institute of Chinese L itera ture and P hilosophy, A cadem ia Sinica, Taibei 11529, China )

A bstrac t: ∀ 100 questions abou t L iu Q iu# and ∀ Q & A for S trange D iseases in L iu Q iu# are bo th the d iagno stic, m ed i

ca,l and prescription records m ade by empero r s doctor, Lu Feng Y ,i based on the consultation he go t from the fam ous docto r,

T sao Cun X in ( 1767! 1834) unde rW u schoo ,l regard ing a ll the strange disease and d iagno stic exper iences Lu Feng Y i had

m et w ith during h is career. These records have now becom e precious informa tion to observe the h istory o f d iseases and med ic ine

in L iu Q iu during them idd le period of Q 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ear liest records about L iu Q iu m ade by Chen Kan ( 1489!

1538), he made the fo llow ing statem ent reg ard ing the phy siques o f local residents: ∀ They need no med ication there, and lo ca l

residents also could stay healthy throughout the ir w ho le life; they don t have chicken pox or m easles problem s until reach ing

the irm idd le o r elder ly age#. The re fo re, whether the local residents could a lw ay s stay hea lthy or they d idn t rea lly need any

m ed ication is a topicw orthy o f our further explo ra tion. In this a rtic le, w e could further exam ine the re la tionsh ip be tw een lo ca l

d iseases and socia l life based on the inform ation obtained from ∀ 100 questions about L iu Q iu#, and then ver ify the truthfu lness

o f Chen Kan s sta tem ent. Through the d iscussion m ade in th is article, the diseases found in the loca l res idents in L iu Q iu had

certa in k ind o f g enerality ( such as sm a llpox& syphilis) and reg iona l characteristic ( such as the roo t po ison of a sago cycad).

Apparently, ∀ 100 questions about L iu Q iu# does reflect the life sty le and soc ia l status to quite a h igh leve l then and m ake itse lf

a g reat compar ison to records made based on precedent envoys ow n observation and probab ly b iased v iewpoints.

Key words: ∀ 100 questions about L iu Q iu#; Lu Feng Y ;i T sao Cun X in; diseases in L iu Q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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