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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美容的方法和方药，经过长期的实践和不断修正，具有效果明显、副作用少、经济实惠和容
易操作的特点，适宜广大女性应用。
相信这部“美容秘籍”能帮助爱美的女性在追求美丽的道路上另辟蹊径，真正获得自然、健康和美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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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五千年——孕育珍奇的美容秘籍1．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汉方美容中医美容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远在遥远的太古时代就有人用花卉或者植物制作原始的“天然化妆品”了。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中医美容得到了稳步的发展。
中医的各种方法，被人们反复运用、筛选、积累、提高，日渐完善。
汉方美容的源头中医美容非常神奇，与中国文化有着微妙的联系。
酒在当今是一种常用的饮料，但在遥远的古代，就曾经作为美容的原材料。
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发明了造酒业，酒除了作为饮料有防病、治病之用外，人们同时
还发现，人在饮酒后红光满面，于是当时就把酒作为使人变美的媚药之一。
酒仅仅是美容原料中的一种而已，在我国古代，有许多被人们用来做美容原料的物品，这其中有蟾酥
、珍珠粉、羊胎、麝香等，千奇百怪，现在的人对其并不熟知。
考古学家曾在原始人类的遗址发现用小石子、贝壳或兽牙等物制作而成的美丽串珠，用于装饰；在洞
穴壁画上出现了美容化妆的痕迹——有一个原始人正在用一种泥状的东西糊在自己的脸上。
从原始人的神态来看，她举止安详随意，并不是在进行庄严的祭祀仪式，显然她在对自己的肌肤进行
保养美容呢！
爱美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没有改变。
据相关典籍记载，早在商周时期，甲骨文中即出现了“沐”字。
《说文解字》注释说：“沐，洗面也。
”在距今1000多年前，就有了“香汤沐浴”、“月粉妆梳”的描述。
在殷纣时期，我国人民就开始用燕地红兰花捣汁凝成胭脂（当时叫燕支）；周文王时，女人已广泛使
用锌粉擦脸。
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文物《五十二病方》（春秋时所著），收录了除疣灭瘢之类的美容方。
秦汉时期，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共列药物365种，其中记载具有美容作用的药物就
有几十种，如“冬瓜子令人悦泽，好颜色益气不饥，久服轻身耐老”；“白芷长肌肤，润泽颜色，可
作面脂”；“白僵蚕能灭黑鼾，令人面色好”。
此外，该书还记述生姜、葱白、大枣及芝麻等20多种食物的美容作用。
传说早在遥远的原始部落时期，黄帝的爱妃女英就曾用白芷来润泽肌肤、美容养颜。
而后来的古代妇女竞相仿效。
秦汉时期，在许多医书中已涉及了美容的内容，尤其是美容方药及美容方法逐渐增多。
其标志之一是《黄帝内经》的问世。
该书全面地总结了先秦时期的美容经验，从美容方法到美容理论都做了比较完整的论述。
如首先明确提出了经络与美容的关系，指出：“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行于面，而走
空窍。
”这说明了面部色泽与经络中气血有关。
其次论述了脏腑功能健旺，气血津液正常，是人体美容的基础。
还反复说明，人体的阴阳失调，脏腑虚损，情志刺激，生活环境、饮食宜忌及劳逸不当等，都可影响
人体的美容。
在《内经》中还论述了有损于美容的许多皮肤病，如痤、面衰、颜黑、面尘、眉堕、毛折、皮皱、唇
揭及爪枯等。
古代的美容术是基于“阴阳调和、固本培源”的基本理念来发展传承的。
中国美容术与中医相依而生——这是中国美容术的一大特色。
美丽脂粉在汉代，涂脂抹粉已经流行。
从汉代流传下来的典籍上可以看出，脂粉已经成为汉代贵族妇女日常生活用品的一部分。
汉代的少数民族也学习中原的美容术，胭脂等化妆品深受少数民族妇女的喜爱。
匈奴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可见胭脂在当时已非常流行。
汉代人除普遍使用化妆品外，已有了“妆点”、“粉妆”及“妆饰”等化妆专用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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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化妆的专门人才和从事制作化妆品的人已经出现，使用美容化妆品已不仅仅是为了打扮，同时也
是弥补生理缺陷的需要。
在《华佗神医秘传》里载有美容外用复方10则，治面上黑色、粉刺及瘢痕等；剂型有粉、膏等。
随着医药学的逐步发展，各种美容方法亦随之而起。
如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就载有美容饮膳方“甘枯速溶饮”，用以“利咽喉”、“美声色”
。
医学家华佗在《中脏经》中推出“疗百疾延寿酒”，用以“乌发、驻颜”。
距今1700年前，由晋代葛洪原著，梁代陶弘景增补的《肘后备急方》中，设《治面疮肝黑发去身臭方
》一章，乃是美容的专篇。
篇中搜集了内服外治的方药97首，其中有些方剂经后世医籍辗转传抄，流传至今。
如治面生黑鼾“以生杏仁去皮捣，以鸡子白和，入夜洗面，干涂之，且以水洗之，立愈”。
此方由《夕卜台秘要》转引，标题为“文仲疗鼾黯方”。
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详细记载了用白米英粉、胡粉、落葵子汁，经过蒸晒，制成紫粉以敷面
。
晋代名医皇甫谧则提出了许多有关针刺美容的方法，如在《针灸甲乙经》中记载了针刺下廉穴治疗颜
不华症；针刺曲池穴治疗颜面干燥症等等。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运用外科整形美容，我国至少要比西方国家早9个世纪。
如《晋书》记载魏咏之其人，生而缺唇，18岁时，大夫给他做了兔唇修补术，后来官居晋朝宰相之职
。
可以想象，当时兔唇修补水平是比较高的。
成书于公元610年的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对不少面部皮肤病的病因病机做了分析，如“人面皮上或
有如乌麻，或如雀卵上之色是也。
此由风邪客于皮肤，痰饮渍于脏腑，故生庚千黑黾”。
南朝妃子用鸡蛋、丹砂制成“张贵妃面膏”来保护容貌，用此膏敷于面后，可使面白如玉，光泽照人
。
美容盛行的时代唐朝是中国美容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美容化妆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
在那个年代，社会已经打破了贵族对于美容的垄断，人民群众终于也可以享受美容的“特权”了。
唐代美容无论在理论上、方法上，均己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唐朝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干金方》不仅全面论述了有关医药方面的各科知识，而且在较多的篇章
中，阐述了美容理论，并辑录了大量的美容方药和方法。
在唐以前，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影响，多数美容方法和方药或为达官贵人所拥有，或被医家视为至宝，
藏而不露，秘而不传，世间流传者甚少。
有鉴于此，孙氏博览群经，广收众方，整理、辑录了大量的美容方药（达200多首）和方法。
并在书中辟有“面病”、“妇人面药”、“令身香”及“生发黑发”等专门的章节。
书中还详细记载了美容方剂的组成、配制、功效和用法，涉及毛发、胡须、唇齿、皮肤、体气及衣着
等美容内容。
《千金方》一书所描述的美容妙法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其祛斑、美颜之术直到现在仍然被很多人所使用。
同时，孙氏指出了机体与美容密切相关。
如《要方》云：“五脏⋯⋯肝合筋其荣爪，心合脉其荣色，脾合肉其荣唇，肺合皮其荣毛，肾合骨其
荣发”，并强调了“精、气、神”对人体美容保健的重要性。
认为“精以食气，气养精以荣色；形以食味，味养形以生力”，以此说明人体外在美不是孤立的，而
是与内脏的功能、气血津液的盛衰密切相关的。
此外，还强调情志对美容的影响，指出人的心情不佳“忽忽喜忘而悲伤不乐”则“奇色黧黑”。
孙氏还特别强调综合美容法，主张针灸、饮食及药物等多途径、多方法配合应用。
在孙思邈美容理论的指引下，唐朝的美容手段日趋全面，并出现了专职美容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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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簪花仕女图》中可以看出，唐代贵妇人在四季服装、发式、美容、首饰方面是多么讲究。
画中人那种袒胸露臂的衣裳，“近香髻”、“飞仙髻”、“坐愁髻”等发式，“垂珠眉”、“涵烟眉
”、“小山眉”等眉目，“石榴娇”、“小红春”、“露珠儿”等唇红，加上桃花粉黛的浓艳面容和
巍峨美丽的衣冠首饰是何等的美丽。
57岁的武则天，仍然拥有年轻时的容貌，即是一典型的例证。
现故宫博物院藏有当时银制花鸟粉盒，非常精美，距今已1000多年，说明当时不但使用粉，而且有了
盛装饰品的高级容器。
后来的医药专家王焘也对美容抱有浓厚兴趣，在其所著《外台秘要》中，设有美容专卷，共分28类，
收有200多个美容药方，并记载了针灸、按摩、气功等保健方法。
这段时期的美容特点是，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并初具规模，包含了美容术的许多基础知识和内容
；美容方药在却老容颜、延长青春和防治粉刺、雀斑、皮肤干燥、毛发衰老、齿黑、肥胖、黑瘦等方
面具有良好的效果；美容中药及美容食物，品种繁多，涉及面广；美容用品的调制已相当讲究，注意
到了配基的恰当运用。
所采用的配基一般兼具黏附功能和营养功能；美容用品及药方的组成和配合，已从秦汉时期的单味药
运用或简单的配伍，向多味药的组合、复杂的配伍过渡，使美容用品的配方初步体现了方剂学君臣佐
使的原则；美容用品的剂型也不断得到改革和创新，当时常用的美容剂型有面膜、面脂、面膏、口脂
及衣香等。
需要指出的是，唐朝的一些美容观念与现代的人们有一些出入。
唐朝以胖为美，在一些重要典籍中不乏一些增肥的妙招。
现在这些所谓的“妙招”，肯定不会被人所接受了。
秘籍倍出宋代是中国美容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宋代的美容之风甚至在某些方面达到了中国美容史的巅峰状态。
从宋代流传下来的一些画卷来看，百姓对美的追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圣济总录》和《太平圣惠方》是宋代重要的美容类传承之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圣济总录》里，记载了许多药膳美容方，如明目的“莲子粥”、悦色丰肌的“大枣粥”等；该书还
非常强调“驻颜美容，当以益血气为先，倘不如此，徒区区乎膏面染髭之术！
”这里清楚地说明了面部的美化、荣润以气血为根本，明确反对只注重涂脂抹粉，不求根本的做法。
《圣济总录》里还提倡灸法美容，如“治癣灸法，灸病处影上三壮灸之”。
“疣目，着艾炷疣目上，灸之，三壮即除”。
在宋代的《太平圣惠前中，载有许多美容方剂，如“七白挺子膏”、“麝香面膏”、“零陵香油”等
，此外还收录了一些治疗白发、脱发、黄赤发、秃发和眉毛脱落的方剂。
元代许国祯搜集金、元及其以前的宫廷用方，重新编纂《御药院方》，内有洗手、吹面、刷牙、固齿
、乌须、生发、驻颜及润肤诸方。
在元代，皇帝及其妃子们常用一些美容方药洗脸，如“御前洗面药”、“皇后洗面药”和“藿香散”
等。
这些美容方药常有悦颜色、退皱纹、治黄褐斑之效。
金代的《必用全书》载有著名的宫女洗面方，用于洗脸，去垢腻润泽肌肤，久用可使面自如玉，并治
皮肤瘙痒。
中国美容方的大汇总到了明代，传统中国美容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这时候，人们对于美的认识与今人趋于雷同。
明代的一些美容妙法，现在人们仍然在运用着。
珍珠美容在明代非常盛行，明朝人曾经制作了不下几十种珍珠美白药剂，其中一些成功的药方流传甚
广。
明初朱材等编纂的《普济方》是中国美容方的大汇总，对于美容化妆方药之收载，规模空前。
该书对头、面两门用5卷的篇幅加以阐述。
头门3卷，分12类，列方407则；面门2卷，分9类，列方340则。
其中用药总数为293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消失的美容秘籍>>

根据现代研究，在所用药中有的具有不同程度的抑菌和抗真菌作用，如白芷、川芎等。
这对于保持面部皮肤的洁净、卫生，预防皮肤病，能产生一定的功效。
有的则是芳香药及甘润之品，昧辛甘，如丁香、檀香、甘松香、零陵香等，不仅因其香气袭人，受人
喜爱，更重要的是芳香药具有辛香走窜之性，穿透力强，既能开毛窍、走肌肉、通经络，又能行药入
里，通行气血，畅和营卫，因而，芳香药被大量选用作为美容之剂。
此外，不少药含有维生素类物质，能抗皱和防止容颜早衰。
麝香具有雄性激素样作用，它能使萎缩的皮肤增厚，减轻皮肤老化。
影响深远的明代美容典籍《本草纲目》在世人看来是一部中药医典，其中的一些美容药方和调节内分
泌的美容方法非常独到，有一定的科学性。
《本草纲目》集前贤之大成，在165味中药中记载了“悦泽肌肤”、“驻色延年”的丰富内容，其特点
：一是从整体出发，内外合治，除口服药物内治外，采用了敷、熨、熏、浴、溃、擦、贴、膏、摩、
扑粉及漱涤等外治方法；二是力倡容颜从脏腑立论，调和阴阳，务求以平为期；三是提出理气活血之
品亦能美容益寿；四是重视怡情怡志和起居美容；五是主张以价廉易取之食物纠脏腑之偏以达到美容
之目的。
由上可知，李时珍的美容思想是很丰富的，它的最大特点是注意整个机体的调治，认识到美容不仅仅
是一个局部问题，要做到真正美，还必须全面考虑。
明代除《普济方》和《本草纲目》为中国美容学做出贡献外，尚有太医院吏目龚廷贤所著《鲁府禁方
》，该书分福、寿、康、宁4集，宁集卷收载鲁王府美容13方。
这些方剂除杨太真红玉膏含有轻粉外，其他未用铅汞之类的药物，可谓选择美容方的进步之举。
此外，陈实功所著的《外科正宗》中，对许多妨碍美容的皮肤病均有系统的记载，如用“灰精”治黑
斑，内服玉容散、外敷玉肌散治雀斑等，迄今仍有指导意义。
清代宫廷美容从一些清宫戏中大家可以看到，清代宫廷对美容养生非常重视。
事实也的确如此，清朝宫廷美容术非常盛行，上至皇帝皇后下至嫔妃宫娥都对美容养生极为重视。
清代美容化妆之术非常发达，一部分汇萃于宫廷，一部分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的小作坊，其标志是大
量的美容用品和药剂不断出现。
乾隆皇帝非常讲究美容香身，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太医院曾为皇帝专门配制了“桃花玉肌肥皂”
。
乾隆帝对香皂配方进行了修改，传旨“减去”肥皂中的“白酒”。
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太监胡世杰传旨说：“香衣法，朕在藩邸时节，我配的好。
交给你们配的平常，不甚于香，只怕是香料平常。
今这一次着你们必定用上等好香合配。
随上交安春香两把，着大夫们议合香衣法，酌量加入安春香多少，议定奏明再合。
钦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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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消失的美容秘籍》记载了最天然和最简单的美容方式，集天然与高贵于一体，既能驻颜美容，又符
合人体健康要求。
 100多种中西美容妙方，足以令你惊艳四方，摒弃现代美容糟粕，吸收古代美容精华，一书在手美容
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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