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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经本草》
一部图文并茂的本草著作

□黄新生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
“醫”字为：“治病工也……从酉”
“殹，病声，酒所以治病也。”这表
明“醫”字是用患者的病痛声音
和治病所用的酒结合起来会意
而构成的，它代表一种治病的手
工艺者。

在原始社会，治疗和解释疾
病的事曾主要由部落中的巫兼
管。巫用祷祝等迷信方式治疗
和解释疾病。巫也采用民间所
积累的医药经验治病。在西周，
巫史之徒在医疗活动上仍占有
相当大的比重。

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想已
经活跃，出现了一批对西周以
来的宗教迷信进行批判的思想
家。这时，人们对自然和疾病
的性质有了较多的认识。巫医
在社会上已处于被人看不起的
地位。春秋时期，职业医生已
经像手工艺者一样，成为一种
社会阶层。这时存在着各种专
门治疗某种疾病的医生，如扁
鹊等为民间职业医生的杰出代
表。

古代医生有官医和民医之
分。在封建社会，历代君主都
设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官医，
且名目繁多，如侍医、御医、太
医等。秦代始有太医令、太医
丞等医官称谓。汉代有“医工
长”的称谓，是主管医药事务的
一种医官。“医工”是我国古代
对医生的一种称谓。从隋、唐
起，官医的名称多了起来，尤其
是唐朝太医署中的医官称谓，
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其中除管

理医务行政的太医令、太医丞、
医监、医正”等称谓外，还有医
师、医工、医生等。由此可见，
今日所有的医师、医士、医生等
名称，古代均有，只是职务和功
能迥异。至于女子充当医生
的，汉代在宫廷中已有，叫“乳
医”，因为她们主要是治皇室后
妃的产乳之疾。自春秋战国
起，历代王朝还设有军医。其
后又有妇、儿、针灸等科医生。

在民间，我国南方常把医生
称为“郎中”；北方常称医生为

“大夫”。《宋会要辑稿·职官》还
有称医生为“衙推”的。许多地
区把医生称为“先生”。民间还
有一种“铃医”，也叫“走方医”，
多是有一技之长的游走于各地
民间行医的人。

（倪世俊）

梅、兰、竹、菊被人称为中药花中“四君子”，
千百年来以其清雅淡泊的品质，一直为世人所钟
爱，成为人格品性的文化象征，是中国人感物喻
志的象征，也是咏物诗和文人画中最常见的题
材。此外，“四君子”的药用价值亦不可小觑。

梅花，又称腊梅、春梅、红梅、冷香等，性平，
味微酸、涩，具有开郁、和胃、化痰、解毒之功效。

《红楼梦》里记载，薛宝钗年幼时得了一种怪病，
必须靠冷香丸治疗，其中就提到了作为原料的4
种花蕊：春天的白牡丹花蕊，夏天的白荷花蕊，秋
天的白芙蓉花蕊，冬天的白梅花蕊。《红楼梦》里
面所提到的梅花点舌丹能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用于治疗疮痈肿毒、咽喉牙龈肿痛、口舌生疮等
症，是用白梅花的花蕊入药的著名中成药。《饮片
新参》认为“红梅花清肝解郁治头目痛；绿萼梅平
肝和胃，止脘痛、头晕，进饮食”。

兰花有“花中之后”的美誉。兰花全草均可
入药，其性平，味辛、甘、无毒，有养阴润肺、利水
渗湿、清热解毒等功效，可应用于临床内科、妇科
诸症。根可治肺结核、肺脓肿及扭伤，也可接骨；
花梗可治恶癣。《本草纲目》记载：“兰草，气味辛、
平、甘、无毒。”“其气清香、生津止渴，润肌肉，治
消渴胆瘅。”据药理研究证实，兰花的芳香成分为
芳香油，能使人心旷神怡，清除宿气，解郁消闷，
提神醒脑。

竹的入药部分主要是竹叶、竹沥和竹茹。《本
草纲目》记载：“淡竹叶气味辛平，大寒，无毒；主
治：心烦、尿赤、小便不利等。”竹沥是将竹竿劈
开，经火炙，收集两端滴出的竹汁。《本草纲目》记
载：“竹沥气味甘、大寒、无毒。主治：暴中风风痹，胸中大热，止烦
闷，消渴，劳复。”药理试验证明，竹沥具有镇咳祛痰功效。竹茹是
竹茎刮去绿色皮层后，再刮取第二层之物，亦称“竹二青”。《本草
纲目》记载：“淡竹茹，气味甘、微寒、无毒。主治：呕吐，温气寒热，
吐血、崩中、止肺痿，治五痔、妇女胎动。苦竹茹，主治热壅，尿
血。”

菊花，入肝经，在民间有“菊花二朵一撮茶，清心明目有寿加”
的谚语。《本草纲目》对菊花的药效有详细的记载：“性甘、微寒。
具有散风热、平肝明目之功效。”菊花有白菊花和野菊花之分，其
中白菊花清肝明目；野菊祛毒散火，对眼睛劳损、头痛和高血压病
等均有一定效果。菊花茶香气浓郁，能提神醒脑，有一定的松弛
神经、舒缓头痛和明亮眼睛的作用。民间用棉花蘸上菊花茶汁，
涂在眼睛四周，能消除因饮水过量而导致的晨起水肿。汉代，帝
宫后妃以菊花酿酒，称之为“长寿酒”。因为在万木凋谢的秋天，
只有菊花绚丽多姿，茂盛地生长，可见它有天地的真气，是使人延
年益寿的好东西。 （作者供职于濮阳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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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称谓的由来

嘉祐二年，宋仁宗下令编撰《嘉祐本草》。可是，编撰者发现，过去的本草书籍中存在
许多混乱和错讹状况。编撰者之一苏颂发现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借鉴《新
修本草》，除文字部分外，还有图经辅行。图经可以记载形色，使人易知，诊断处方有据，
所以建议编撰图经。为了保证图经的正确性，苏颂建议朝廷命令天下各州县将本地所产
药材画成图谱，连同实物、药材性状描述一同上报朝廷。朝廷对各州县上报的药材资料
进行归纳、鉴别、整理，画成本草图，编撰图经，与《嘉祐本草》并行，使后人用药知所依
据。朝廷采纳了苏颂的建议，并委任他编撰《图经本草》。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在嘉祐
六年（1061年），苏颂编撰完成《图经本草》，由朝廷颁布发行。

《图经本草》又名《本草图经》，简称《图经》，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图谱性本草著作。全书共20卷，目录1卷。卷1~18按玉石、草、木、兽禽、
虫鱼、果、菜、米谷等分类编排，卷19、20为本经外草类和木蔓类。该书主要阐述药物的来源、形态、鉴别、炮制及运用，并将药物与方剂有机
地结合起来。原书已经散佚，现存药条780种，其中新增103种，635种药名下附本草图933幅，多数图是写实图，形象逼真地描绘了植物的类
别、形态。

除了逼真的图谱外，《图
经本草》对每一种药用植物进
行了细致的描述。一是按照
苗、茎、叶、花、果、实、根的顺
序对药用植物的形态进行描
述，对花萼、子房、果实、种子
形态的描述十分精细。二是
使用了一些相对稳定的术语，
描述植物的特殊形态。例如
依据生长状态不同，把植物区
分为缠绕茎、攀缘茎、匍匐茎、
直立茎等。三是描绘植物形
态的术语很科学。例如描述
缠绕茎是“苗如丝综，蔓延草
木之上”；攀缘茎是“苗蔓延木

上”；匍匐茎是“布地蔓生”；直
立茎是“独立而长”。

《图经本草》的这些科学
描述抓住了药用植物的主要
特点，给人一种栩栩如生、如
在眼前的感觉。如对怀牛膝
的描述：“春生苗，茎高二三
尺，青紫色，有节，如鹤膝，又
如牛膝状，以此名之。叶尖圆
如匙、两两相对。于节上生花
作穗。秋结实甚细。”这里清
楚地指出了牛膝节部藤状膨
大、叶对生、穗状花序等基本
特征，可以鉴定为苋科植物中
的怀牛膝。

《图经本草》真实地描绘了药用植物的形态

一是该书中的多数图谱
是写实图，形象逼真、图文并
茂，便于鉴别辨认。如草部、
木部、菜部及米谷部的许多
图，都可以作为鉴定植物的
依据。二是该书科学真实地
描述了药用植物的形态特
点，为药物鉴别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三是作者特别注意
两种类型的药物鉴别：外形
相似实际上是不同品种的药
材；同一植物不同品种的药
材。这种方法，被以后的中

医药学家所推崇和采用，直
到现在仍然有实际意义。比
如石韦：“丛生，蔓延石上，生
叶如皮，故名。亦名金星草，
生于瓦屋上者名韦。”连翘：

“本名连，又名异翘。有小
翘、大翘之分。以实似莲作
房，翘出众草而名，根、茎、实
入药。”四是书中根据植物形
态性状相近的特点，把它们
排在一起，这既有利于读者
辨认，也有利于让人了解植
物的自然类群关系。

《图经本草》为药物鉴别提供了依据

为了编写《图经本草》，天
下各州县负责将境内药材实
物及相关资料上报朝廷，实际
上是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
中药大普查，并通过普查扩大

了药物来源。例如，菟丝过去
从朝鲜进口，现知冤句（山东
菏泽）也产此药；奚毒原来只
知道河南嵩山少室山出产，现
知道四川也有。

《图经本草》扩大了药物来源

该书新增药物 103 种，
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民间的
具有“简、便、廉、验”特点
的药物。例如，狼把草可以

治疗血痢；紫背可以解蛇
毒，兼治咽喉肿痛；瓜藤可
以治疗各种热毒疮；石南藤
可以治疗治疗腰痛。

《图经本草》保留了大量来自民间的宝贵治疗经验

该书对于药物炮制非常
重视，其中记载的制茯苓酥
法、汉中干姜法、蜀人稀莶丸
法等，对后来的药物炮制有启

发性意义。
书中记载了当时海盐、山

盐、大盐、戎盐、石盐、青盐、
光明盐、绿盐等各种食盐的

制备过程。这人们对了解当
时的制盐工艺具有重要的参
考意义，甚至超出了狭义的
中药炮制的意义。

《图经本草》记载了中药炮制学的发展

书中一般首先引述《神
农本草经》或者《名医别录》
等经典著作中药材的产地、
形态、性状、收采时节、炮制

方法、主治功用等内容，再详
细叙述当代出产这种药物的
军州郡府的名称，还对各地
的产品进行比较。

这对于人们考察从汉代
到宋代中药材产地的变迁和
北宋中叶地道药材的情况、
生态学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图经本草》记载了药材产地的演变过程

该书是最早把本草著作
与方剂放在同一部书中叙述
的著作。在每一种药物的最
后，基本上都附上以这种药
为主要成分的方剂，如桔梗
后附有桔梗治疗卒中、蛊下

血如鸡肝者和肺痈的方剂；
吴茱萸后附有用吴茱萸治疗
呕而胸满者、大小便不通、肠
道寄生虫的方剂；人参后附有
理中汤、温中汤、四顺汤等。

《图经本草》开创的这种以药

带方的医药学体例，被以后
的医药学家所继承。受《图
经本草》的影响，李时珍在他
撰写的《本草纲目》中，在每
味药之后，都以“附方”为目，
详列有关方剂。

《图经本草》十分重视药物的实用性

在编撰《嘉祐本草》和《图
经本草》时，因工作需要，编撰
者征集了大量的医书，其中有
不少宝贵的珍本、善本。

《图经本草》中记录了一
些已佚的重要医方书，保存了

一些重要的医学文献，具有珍
贵的文献学价值。例如《古今
录验方》《集验方》《姚僧垣方》

《删繁方》等，都是六朝和隋唐
时期的重要方书，并已经全部
散佚。

《图经本草》记录了其中
的一些方剂，每方大多包括病
因、病证、病程、预后及处方、
制剂方法、服法、疗效等内容，
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医
药文献资料。

《图经本草》保存了大量古代医学文献

此外，《图经本草》在生
物学、矿物学、冶金学等方
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图经本草》原本是配合
《嘉祐本草》编撰的，可以说
是《嘉祐本草》的孪生姐妹，
但由于苏颂等人的卓越工

作，已经超出了它作为《嘉祐
本草》的补充附图的意义。

日 本 科 学 家 评 价 说 ：
“北宋的《图经本草》达到了
世界的最高水平。”编撰《图
经本草》的苏颂也获得了崇
高的荣誉。同时代的欧阳

修评价苏颂说：“处事精审，
一经阅览，则修不复省矣。”
苏轼评价苏颂说：“温文而
毅，直亮不回。历錾四朝，
允有一德。”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
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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