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首先，细细数数周围有多少人戴着眼镜，
多少人戴着隐形眼镜!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大
好青年，有人感叹，不近视都对不起追剧的电
脑和“刷刷刷”的手机。

那么古人呢!挑灯夜读，焚膏继晷看一晚
上书怎么可能不近视!

蜡烛一根400文，你用得起吗?
! ! ! !白天读书自然光没什么大问题，眼睛劳
损大多发生在夜读的时候。

据书籍记载，先秦时期多用动物的油脂，
放在特制的青铜灯罩里，中间插上一根芯子，
又叫“脂烛”。两汉魏晋时期慢慢开始使用蜂
巢里产生出的蜜蜡，不过蜜蜡燃点低，遇热马
上化为液态，因此没有办法做成蜡烛的形状。

蜡烛正式发明大约是在唐代，白蜡是寄
生在女贞树上的雄性白蜡幼虫的分泌物，宋、
元间人周密所著《癸辛杂识》有专门记载：“每
以芒种前，以黄布作小曩，贮虫十余枚，遍挂
之树间。至五月则每一子出虫数百，遗白粪于
枝梗间，此即白蜡，则不复见矣。至八月中始
剥而取之，用沸汤煎之，即成蜡矣"其法与煎
黄蜡同#。”

白蜡熔点 $%&'!，质地硬而脆，燃烧时不
至于变成液态，这个时期蜡烛才能被做成细
长的柱状物使用。白蜡在明代时产量大增，从
而取代蜜蜡成为制取蜡烛的主要原料。

虽然蜡烛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形态，但
是因为生产成本高昂，普通老百姓是用不起
蜡烛的。

北宋时期秉烛每条 ())文，常料烛每条
*+)文。按照北宋当时的物价来看，*)文钱就
可以买到一斗粮食，也就是现在的 *%&+斤。

一条秉烛可以换 +))斤粮食。按照一晚
平均烧 ,根来算，秉烛夜读一晚上就要花费
*%))文，合 *+))斤粮食。

普通老百姓哪里有钱买秉烛，他们晚上
照明多用灯油，宋代的灯油一般为植物油，这
些植物油既用来食用，又用来点灯照明。“庆
元间，油钱每斤不过一百会”，即一斤灯油 *))

文钱。宋代读书人乔行简酷爱读书，常常夜以
继日，“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于青布褙袖
中归，燃灯读书”，如此可见燃灯一晚耗费灯
油大概 +文钱，比起蜡烛确实要便宜很多。

更穷一点的连灯油也烧不起，只能在晚
上映着月光读书。宋代石辂年轻时十分好学，
“昼夜诵读，贫无烛，至梯屋就月视书。”

由于光线暗，加上灯油燃烧时冒出的黑
烟，为人熟悉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宋代诗人杨
万里、黄庭坚、陆游都是眼疾重症患者。

白居易小时候读书太用功，以致后半辈
子一直生活在眼疾的困扰中，痛苦难耐的白
先生倾毕生心血写了《眼暗》一诗：
早年勤倦看书苦，晚岁悲伤出泪多。
眼损不知都自取，病成方悟欲如何!

夜昏乍似灯将灭，朝暗长疑镜未磨。
千药万方治不得，唯应闭目学头陀-

古人创造的治近视大法
《本草纲目·葛蒲》记载：“石菖蒲置一盆

于几上，夜间观书，则收烟无害目之患。”菖蒲
在古代被誉为“花草四雅”，可不单单是因为
观赏价值高，主要是因为它有吸收有害黑烟
的功效。

也有人直接从灯油上着手，把普通的植物
油换成枸杞子榨出的油，宋代赵浩《养病漫笔》
记载：“枸杞子榨油，点灯观书，能益目力。”

老少咸宜的方法是外洗法，《苏沈良方》

卷七“治诸目疾”条，记载了一种外洗眼目法：
“上盛热汤满器，铜器尤佳，以手掬熨眼，眼紧
闭勿开，亦勿以手揉眼，但掬汤沃，汤冷即已。
若有疾，一日可三四为之，无疾一日两次，沃
令眼明，此最治赤眼，及睑毗痒。”

方法就是打一盆热水，用双手洒在紧闭
的眼睛周围，据记载苏轼本人因写作过劳所
患的目痛，“沃之而愈”，邵兴宗长期坚持洗
目，“令昏目复明，遂能读小字。”

有没有效果不好说。至少从讲卫生这一
点上，是不错的。

剩下的一种方法是吃中药，药补加上食
补。《本草纲目》记载多种药物有明目助读的
功效，比如芜菁花“主治虚劳眼暗，久服长生，
可夜读书”，槐实“令人可夜读书，延年益气
力”，苍术“治目盲.燥脾去湿宜用”。

各种医学典籍中也记载了不少方剂用于
治疗眼疾，比如加了磁石和朱砂的神曲丸/熟
地、黄连、决明子、没药、菊花、防风、羌活、肉
桂调制而成的地黄丸/巴戟天、肉苁蓉、五味子
枸杞子、菊花组成的菊晴丸等等。

除此之外，黑豆和枸也是治眼病的首选，
《冷庐医话》记载一人患上病目之后专服黑
豆，并佐以洗目法，半年而愈，“因服小黑豆勿

辍，凡二十余年，迄今目光如旧，灯下可作细
字，未始非此方之力。”

元明之际，禁咒术成为治疗疾病的一个
正式科目，病人术前斋戒百日，不行淫欲，施
术当日焚香，沐浴。

另一种是火骨针灸法，大小骨针，用前先
用火烤，刺入对应穴位，即可治疗眼疾。《针灸
易学·眼目门》《奇效良方》《针灸问答》都提
示，灸大小骨空穴七壮，可以治愈多种眼疾，
如眼睑赤烂、迎风冷泪等等。

真的没有眼镜吗?
! ! ! !那么，古代真的没有眼镜吗!当然不是。

眼镜出现之前，中国人民已经发明了读
书必备利器：放大镜。国内现已发掘的最早的
镜片是东汉王室刘荆的墓中出土的金圈嵌水
晶放大镜，该镜直径 *&,厘米，嵌水晶直径 *&*

厘米，边厚 )&%厘米，中间厚 )&,厘米，可以放
大物体 +倍。

而真正意义上的眼镜传入中国是在明代
宣德年间，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获得了
极大发展，凸透镜和凹透镜的应用促成了眼
镜的发明。此后，眼镜被西方传教士带入中
国，清朝后期真正流行开来。

清代的眼镜片有水晶、茶晶、墨晶及玻璃
之分，镜片一般为圆形或者椭圆形，眼镜架梁
有金、银、铜、骨、玳瑁、牛角、黑漆木描金花边
及丝绳等等。眼镜盒有圆形、椭圆形、桃心型、
长方形等，质地有绿鲨鱼皮套、丝绸、紫檀木
等等。

清代早期眼镜一般都用来进贡，只有皇
族成员有资格享用，中期以后我国有了自己
的眼镜生产作坊，产量有所提升，但还是主要
用来进贡，皇帝会把质量一般的作为赏赐赏
给有功的大臣，得到赏赐的大臣会把这视为
无上荣耀。

对于大多数没钱的普通人来说，还是乖
乖地回家吃药洗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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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读书刻
苦，眼睛难道不会
近视的吗?在那个
没有眼镜没有激
光治疗术的漫长
岁月里，要怎么熬
过被老眼昏花和
近视眼折磨的漫
长岁月?

古代人近视了怎么办？ ! 壹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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