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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时节，气温降低，有人因此感冒流
涕。人们常说的“感冒”，古文作“风寒”或“风
邪”，亦称为“感风”。“感冒”对于古人来说是很
严重的病，甚至会因“感冒”而去世。

但奇怪的是，任何一部古代中医典籍，并
没有风寒、风邪、感风等进化成“感冒”一词
的记载。有一种说法是，“感冒”不是医学术
语，而出自官场，是一个官场专用语。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馆阁每夜轮校
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
宿’……遇豁宿，例于宿历名位下书：‘腹肚不
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

后来，“感冒”一词逐渐流传到民间，进而
成为大家的日常用语。但其用意却发生了改
变，常常指病症，如受了风寒、着了凉、身体不
适等。但不管怎么说，受风寒请假时用“感
冒”这个词还是被继承了下来。

陈鹄随意一改，没想到“感风簿”一词从此
开始风靡官场。到了清代，官员们为请假多休
息几天找托词，就集思广益，又将“感风”改成了

“感冒”，“冒”是透出的意思，“感冒”也比“感风”
更加生动形象。

清代学者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一书中写
道：“按今制官员请假，辄以感冒为辞，当即宋时

‘感风簿’之遗意。”虽然清代官员想出的“感
冒”，离不开陈鹄的“感风”，但至少“感冒”比“感
风”更冠冕堂皇。

“馆阁”，是宋代管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的
单位。按照规定，馆阁每天晚上要留一位官员
值夜班，如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登
记请“病假”，这本请假簿也被俗称为“害肚历”。

到了南宋，有位叫陈鹄的太学生在馆阁中供
职，他在《耆旧续闻》里记录：“余为太学诸生，请假
出宿，前廊置一簿，书云‘感风’，则‘害肚历’可对

‘感风簿’。”他创造性地将请假簿称为“感风簿”。

当然，陈鹄信手拈来的“感风”，并非空穴来
风。当时有一部叫《三因方》的医书，将疾病外因
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陈鹄借用其中的“风”，
前面冠“感”字，故称“感风”，也就是受了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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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一词是怎么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