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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祝由的发展与现实意义

赵金龙
,

康铁君

摘要 :学术界历来对
“

祝由
”

存有分歧
,

故试从
“

祝由
”

的本质
、

源流和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来论述
。 “

祝

由
”

可以说是古人医学的最初模式之一
,

它是原始宗教
、

经验和理性成分的有机融合
,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部

分的伪科学成分
。

通过初步论述能更好地了解和吸收这一古朴的中医心理治疗术
,

从而领会其精髓
,

为现代心身

疾病的治疗提供更加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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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祝由及其命名

L l 祝由 祝由是借符咒禁攘来治疗疾病的一种

方法
。 “

祝由
”

的概念广泛
,

包括禁法
、

咒法
、

祝法
、

符法
,

相当于今天的暗示疗法
、

心理疗法
、

催眠疗法

等
,

并非仅仅祝其病由而愈其病
。

有些病原因明确
,

可是祝之不愈
,

这说明祝法不起作用
,

就要改用禁

法
,

或符法
,

或配合中草药药物治疗
。

L Z 祝由命名

1 .2. 1
“

祝说病由
”

唐代王冰在《素问注》中把
“

祝

由
”

解释为
“

祝说病由
” 。

日本的丹波元简在《素问

识》中对
“

祝由
”

也是采用了王注
: “

祝说病由
,

盖亦取

义于祝说神明也
。 ”

明代张介宾《类经》
: “

祝
,

口兄同;由
,

病所以生

也
。 ”

张介宾认为
,

祝由乃是以祝祷
、

符咒除病的方

法
。

清代张志聪在《素问集注》中提到
:“

对神之辞日

祝 ;由
,

从也
,

言通祝于神明
,

病从而可愈已
。 ”

以上几

作者单位 : 30 01 93 天津中医药大学

作者简介 :赵金龙(19 87 一 )
,

男
,

硕士研究生
,

从事中医心理学

理论研究和精神分析及投射浏验的应用研究
。

种说法都与王冰的《素问注》近似
。

L 2. 2 祝之断说 有人训祝为断或殊(通诛)
,

意谓

断绝或诛除
。

祝字本身就有断绝
,

剪诛之意
,

如((谷

梁传
·

襄公十三年》
: “

祝发文身
。 ”

考证《新安文献志

三十五卷》载元代陈栋《素问祝由辨》
,

《尚书
·

泰誓

篇》曰
: “
祝降时丧

” 。

孔颖达疏曰
:“

祝
,

断也
” 。

用祝训

为断可以说是断绝其受病之由
,

这和《内经》中移精

变气相照应
。

L 2. 3 祝由神之说 宋代的林亿
“

新校正
”

写到
: “

按

全元起云
:
祝由南方神

。 ”

按照全元起的说法
,

祝由为

南方神名
。

据史书记载
,

南方之神当为祝融氏
。

祝融

是火神
。

((淮南子
·

孟夏纪》高注
: “

祝融
,

死为火神之

官
。 ”

相传
,

祝融是上古时期的赤帝
,

曾教会了民众如

何用火
,

使人们吃到熟食
,

避免了因食生食而催患疾

病
,

且火可以帮助人们来缓解甚至治愈某些疾病
。

古代许多祭祷之名也以所祭鬼神而来
,

如社是土地

之神
,

也是祭土地神之名
。

所以祝由之名
,

很有可能

是因为所敬之神为火神祝融而产生的
。

L 2. 4 祝由咒之合音 张其成在《周易与中医学》中



第 2 8 卷 第 l期
200 9 年 3 月

天 津 中医 药大 学 学 报

Jo u r刀. 1 of Ti a川in Uul vers ity of T ra山ti o n al Ch恤砚犯 M 侧肚c

ine

V o l
.

28 N o
.

l

Mar
.

20 09

提到
: “

祝由两字
,

我认为即是咒的合音字
,

移精变气

则是通过巫术中念咒语的方法达到的神效
。 ”

在古

代合音之字常用
,

诸多文献中多有记载
,

故这种说

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

2 祝由源与流

2. 1 祝由来历
“

祝由
”

一说
,

从现存典籍来看
,

最

早见于《黄帝内经》中的《素问
·

移精变气论》
, “

余闻

古之治病
,

惟其移精变气
,

可祝由而已
。 ”

在长沙马

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发现

的最古老的方书
,

其中记载巫祝治病的方法达 30 条
,

涉及病症 13 个
,

大致分为祝愿辞
、

祛邪辞和诅咒
、

威慑辞三大类
。

同时此书首次记录了祝由术与药

物
、

调气
、

导引吐纳等方法配合使用的施治案例
。

2. 2 祝由发展 祝由
,

传说创自上古苗父
,

汉代刘

向((说苑
·

辨物篇》中有记载
: “

上古之为医者
,

曰苗

父
。

苗父之为医也
,

以营为席
,

以当为狗
,

北面而祝
,

发

十言耳
。

请扶而来
,

舆而来者
,

皆平复如故
。 ”

春秋战国时期的《杂病方》木简主要记述了使

用符咒等方法来治疗夫妻不和
、

婆媳相斗
、

婴儿啼

哭及多噩梦等诸事
。

在夏商周这个历史时期
“

祝
”

所包含的内容是

广泛的
,

上至军事
、

政事
,

下至祭祀
、

疗疾中都有所

应用
。

可从《周礼》
、

《国语》
、

《左传》等中窥见一斑
。

汉代的《孝武本纪封禅书第六》中记载汉武帝

病急
,

遍延巫医
,

不能治愈
,

最后由发根推荐的巫医

祝由治愈
,

以此
“

龙心
”

大悦而大赦天下
,

可见当时

巫医运用祝由术的娴熟
,

同时皇帝的赞赏也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祝由术的发展
。

东晋医家葛洪在其道家经典《抱朴子
·

登涉》中

写到了禹步(祝由的一种形式 )的具体方法
。

在南朝

刘思规《文心雕龙
·

祝盟》中也有
“

陈辞乎方明下
,

祝

告神明者也
”

的记载
。

到隋唐时期
,

流行于民间的祝由术逐渐得到官

方的承认
。

据《隋书
·

百官志》所载
:
太医署设有

“

祝

禁博士二人
” 。

祝由已名正言顺地登人国家医学的

权威机构
。

唐承隋制
,

虽唐代咒禁博士只设一人
,

但

领导并教育十位咒禁生
,

使之后继有人
。

由此可见
,

祝由术的阵容在当时得到了扩充与加强
。

隋末唐初

的大医家孙思邀在著作《千金翼方》的尾部有上下

两卷的《禁经》
,

内容包括了
“

禁疟病
” 、 “

禁疮肿
” 、

“

禁喉痹
” 、 “

禁产运
” 、 “

禁邪病
”

等祝禁方法
。

同时代

的《诸病源候论
·

养生方》将祝由之术应用于养生之

道
。

通过上述记载
,

可知隋唐之际的祝由术已经具

有相当丰富的内容
,

也因此在太医署中给予了应有

的地位
。

北宋徽宗政和(公元 11 11一 11 17 年 )年间
,

朝廷

组织人员编纂医药巨著《圣济总录》
,

全书共有 200 卷
。

其中有三卷谓之
“

符禁门
” ,

不仅论述祝由术
,

还列

录了 300 多道符录
,

足见当时祝由术的繁盛了
。

金元时
,

祝由术在医家的著作中时有体现
。

如

金代张子和的《儒门事亲》在阐述治疗疮肿丹毒
、

金

疮
、

乳痈
、

疟疾不愈等病症中都提到了祝由的应用
。

元代的朱丹溪在《格致余论
·

虚病痰病有似邪祟论》

中提到某些病症用祝由术有益
,

某些病症用祝由术

反而有害的正确观点
。

明代祝由术的发展呈现两个趋势
:
一是祝由术

在官方医疗机构中濒临失传
,

二是祝由在民间发展

较为繁盛
。

明代大医家张介宾指出
: “

按国朝医术有

十三科
: 曰大方脉

,

曰小方脉
,

曰妇人
,

曰伤寒
,

曰疮

疾
,

曰眼
,

曰 口齿
,

曰咽喉
,

曰接骨
,

曰金链
,

曰按摩
,

曰祝由
。

今按摩
、

祝由二科失其传
,

惟民间尚有之
”

(((类经》卷十二((论治类
·

祝由》)

清代医家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结合自己的

治疗经验对祝由进行了解释
,

清代祝由渐向巫术发

展
,

清代大学士纪购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
: “

如

是我闻
,

二文敏公误信祝由
,

割指上疵赘
,

创发病

卒
。

李疗之
,

竟无验
。 ”

祝由从清代末期渐从医术演变为法术
。

上海锦

章书局民国年间出版过《黄帝医学祝由十三科》
,

该

版本后面还附有 《神光经》
,

书中记载了大量的符

咒
。

现代著名作家
、

文学翻译家施蛰存先生曾在杂

文中记录了一段民国祝由
,

从文中可以了解到当时

祝由已经成为法术
,

甚至过于迷信了
。

3
“

祝由
”
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应从两个方面看待
“

祝由
”

的历史地位
:
l) 具有

前科学性
。

这是因其产生于人类文明的早期
,

是对

世界的初步认识
,

具有猜测性和表浅性及零散性的

特点
,

其目的是达到对事物的解释并运用到实际

中
。

2 )伪科学性
,

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医学的进步使

得
“

祝由
”

在一定程度上几近闲置
,

被不轨之人利用

成为行骗之术
,

具有诡辩性
、

夸张性
、

割裂性
,

其目

的是诱人上当
,

骗取钱财
。

祝由是在医师的指导下
,

转移患者的精神注意
,

以移精气
,

通达气血而治疗

疾病的一种心理治疗技术
。

祝由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出现了众多的治疗

方式
,

其中以禁咒式的祝由为主
。

而禁咒式祝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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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原理较好地符合了现代心理学原理中的暗示
、

归因等原理
。

暗示原理是人或环境以非常自然的方

式向个体发出信息
,

个体无意中接受这种信息从而

作出相应反应的一种心理现象
。

俄国著名生理学家

伊凡
·

巴甫洛夫认为
:

暗示是人类最简单
、

最典型的

条件反射
。

从心理机制上讲
,

它是一种被主观意愿

肯定的假设
,

不一定有根据
,

但由于主观上已肯定

了它的存在
,

心理上便竭力趋向于这项内容
。

人都

会受到暗示
,

受暗示性是人的心理特性
。

暗示可以

分为自暗示
、

他暗示 ; 直接暗示
、

间接暗示等类型
。

这些暗示都在祝由术中得到了充分地应用
。

如
:

直

接暗示指利用语言和患者对其信任将一些观点或

观念加于患者间接暗示是指医师借助某种媒介对

患者心理施加的暗示
,

充当媒介的是患者极其偏信

的事或物
。

如
: “

令尤(疵 )者抱禾
,

令人哮(呼 )日
:

‘

若胡为是 ?
’

应曰
: ‘

吾尤(疵 )
’

置去禾
,

勿顾
”

(见

《尤(庆 )》)用媒介禾象征病魔
,

将禾抱来丢掉
,

不回

头
。

归因是指人们对事件缘由的探索与归属
,

是对

事件的解释
。

归因的解释不同
,

则产生不同的情绪
、

行为
。

在古代科学不发达的时代
,

人们相信因果报

应
,

多把疾病归因于
“

报应
” 。

祝由术就是依此来治

疗疾病的
。

这种医案比较多
,

如张介宾((类经
·

论治

类
·

祝由》中记载的一儒生的医案
。

可以说
“

祝由
”

是世界上出现较早的心理疗法

之一
,

是中医传统心理治疗的初步尝试
。

众所周知

西方的心理治疗最早只追述到 19 世纪中叶催眠术

的治疗以及后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治疗
,

中医的

心理治疗术比西方产生的早一些
,

这是值得国人自

豪的一件事情
,

同时也应注意到两者发展的差距
,

应该积极地发展本国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
。

祝由术在现代的临床治疗中仍有其积极的意

义
。

l) 因迷信而致的心理或躯体障碍患者较适合此

法
。

在现代社会中
,

随着生活的压力的加大
,

越来越

多的患者已不是单一的躯体疾患
,

而是心身疾患
,

』

自理治疗的应用可以较好地促进疾病的痊愈
,

祝由

治疗术可以在一些涉及到病患因迷信致病
,

病患本

身对鬼神说深信不已或患者的病理表现带有明显

的迷信色彩时使用
。

适用祝由治疗术的患者主要具

有以下特征
:
迷信心理

,

易受暗示与善于幻想
,

具有

恐惧为主的情绪
,

缺乏心理支持感
,

较自卑
,

敏感
,

感情用事和高度的自我为中心等
。

医师应根据其心

理特点
,

进行积极的祝由暗示
,

并配合一定的药物

治疗
,

可收到较好的治疗效果
。

2) 众所周知现代的

医学模式随着社会发展和医学研究的深人
,

其局限

性和消极影响也逐步暴露出来
,

它不仅已不能充分

地解释现代卫生保健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
,

而且还

束缚着医学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

由于原有的医学模

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中
,

西方医

学及心理学发展都出现了困境
,

充分挖掘中国古代

医学心理学的思想内容
,

无论对于拓展中医学的研

究领域和实用空间还是对完善本土心理学的发展

都是大有益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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