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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草纲目》是成书于我国明代的一部杰出的药物学著作，也是一部集16世纪以前中国本草学之
大成的药典，对我国近代药物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极佳的声誉，
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它的作者是明代最优秀的医药学家——李时珍。
　　李时珍，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老人，1518年生于湖北蕲州瓦硝坝（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
李家世代行医，李时珍的祖父和父亲均是当地名医。
李时珍天资聪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14岁时即考中秀才。
当时，蕲州官府辖下的“药局”不为穷人看病，贫苦百姓生了病都来找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
出于对父亲的敬仰和对底层人民的同情，李时珍渐渐有了放弃科举考试、专心学医的打算，他向父亲
表示：“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
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
”李言闻深受触动，开始精心教授儿子医术。
　　李时珍白天随父亲坐诊，晚上在油灯下苦读《黄帝内经》、《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千
金方》等古典医学著作。
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觇”，终成一代名医。
通过多年行医，李时珍逐渐发现古代医书存在不少问题，书中记录的药材“品数既繁，名称多杂。
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分类时“草木不分，虫鱼互混”，比如“萎蕤”与“女萎”本
是两种药材，有的医书却说是一种；“兰花”只具观赏价值，不能入药，一些医书却将其误当做可以
入药的“兰草”。
更为严重的是，许多有毒性的药材竟被加以“久服延年”的注释。
李时珍深知，作为一个医生，不仅要懂医理，也要懂药理，如果将药物的形态和性能混淆，极有可能
闹出人命。
因此，他认为很有必要在前人医书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于是他决心重新编纂一部医书。
　　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参考书，“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家中藏书读
完了，他就“穷搜博采”，向乡中的豪门大户借。
后来，他相继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就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
在此期间，他不但阅读了大量医学典籍，还仔细观察了当时能够接触到的各种贵重药材，并详细记录
了它们的形态、特性和产地。
　　虽然已经“读万卷书”，但李时珍并没有忘记“行万里路”的重要性。
在读书的同时，他也进行实地考察，几乎走遍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的名川大山。
在30余年的时间里，他行程不下万里、三次修改书稿，终于在花甲之年完成了医学巨著《本草纲目》
。
“本草”在古代即指中药，因中药中草药最多而得名。
　　《本草纲目》共52卷，190多万字，记载了1892种药物（其中374种是李时珍新加的）、11096个药
方（其中8100多个是李时珍自己收集和拟定的），1100多幅图。
它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药物学专著，书中不仅吸收了历代医学典籍的
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里面的错误、完善了其不足之处，还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
　　面对浩瀚的药材宝库，李时珍创造性地阐释了自己对药物分类的新见解，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
》成书以来的近2000年间，医学界使用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将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
、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60类。
每部药材标正名为纲，纲下列目，纲目清晰。
全书对所收录药材自勺形态、功能、可调配的方剂均有详细介绍，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
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诸项。
其中“发明”一项，主要介绍了李时珍在长年行医的过程中总结出的新经验、新方法，极大地丰富了
本草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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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药物学巨著，也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百科全书，对化学、地质学、天
文学等学科，都有突出贡献。
比如它在化学方面，较早地记载了蒸馏、结晶、升华、沉淀、干燥等现代化学实验中经常使用的一些
操作方法；在天文学方面，指出月球与地球一样，都是遍布山河的天体——“窃谓月乃阴魂，其中婆
娑者，山河之影尔”。
李时珍之子李建元曾在《进本草纲目疏》中说：“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命
医书，实该物理。
”　　由于《本草纲目》原书卷帙浩繁，现代人阅读和理解起来存在一定困难，因此我们特地为读者
量身定做了这本《本草纲目》。
全书选取了近400种药材，几乎囊括了古书《本草纲目》中所有适合现代人养生保健的药方，翔实严谨
地为读者展现了古书的精华，力图使读者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从而生活得更
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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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草纲目》是成书于我国明代的一部杰出的药物学著作，也是一部集16世纪以前中国本草学之大成
的药典，对我国近代药物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极佳的声誉，被誉
为“东方药物巨典”。
它的作者是明代最优秀的医药学家——李时珍。
    《本草纲目》共52卷，190多万字，记载了1892种药物（其中374种是李时珍新加的）、11096个药方
（其中8100多个是李时珍自己收集和拟定的），1100多幅图。
它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药物学专著，书中不仅吸收了历代医学典籍的
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里面的错误、完善了其不足之处，还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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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岐伯曰』气有多少，形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
又曰：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
近者奇之，远者偶之。
汗不以奇，下不以偶。
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
近而偶奇，制小其服；远而奇偶，制大其服。
大则数少，小则数多。
多则九之，少则二之。
奇之不去则偶之，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
　　『王冰曰』脏位有高下，腑气有远近，病证有表里，药用有轻重。
单方为奇，复方为偶。
心肺为近，肝肾为远，脾胃居中。
肠膻胞胆，亦有远近。
识见高远，权以合宜。
方奇而分两偶，方偶而分两奇。
近而偶制，多数服之；远而奇制，少数服之。
则肺服九，心服七，脾服五，肝服三，肾服一，为常制也。
方与其重也宁轻；与其毒也宁善；与其大也宁小。
是以奇方不去，偶方主之；偶方不去，则反佐以同病之气而取之。
夫微小之热，折之以寒；微小之冷，消之以热。
甚大寒热，则必能与异气相格。
声不同不相应，气不同不相合。
是以反其佐以同其气，复令寒热参合，使其始同终异也。
　　『时珍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
反佐，即从治也。
谓热在下而上有寒邪拒格，则寒药中入热药为佐，下膈之后，热气既散，寒性随发也。
寒在下而上有浮火拒格，则热药中入寒药为佐，下膈之后，寒气既消，热性随发也。
此寒因热用，热因寒用之妙也。
温凉仿此。
　　『完素曰』流变在乎病，主病在乎方，制方在乎人。
方有七：大、小、缓、急、奇、偶、复也。
制方之体，本于气味。
寒、热、温、凉，四气生于天；酸、苦、辛、咸、甘、淡，六味成于地。
是以有形为味，无形为气。
气为阳，味为阴。
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
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各随脏腑之证，而施药之品味，乃分七方之制也。
故奇、偶、复者，三方也。
大、小、缓、急者，四制之法也。
故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
　　大方　　『岐伯曰』君一臣二佐九，制之大也。
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
君一臣二，制之小也。
又曰：远而奇偶，制大其服；近而奇偶，制小其服。
大则数少，小则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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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则九之，少则二之。
　　『完素曰』身表为远，里为近。
大小者，制奇偶之法也。
假如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奇之小方也；大承气汤、抵当汤，奇之大方也，所谓因其攻里而用之也
。
桂枝、麻黄，偶之小方也；葛根、青龙，偶之大方也，所谓因其发表而用之也。
故曰：汗不以奇，下不以偶。
　　『张从正曰』大方有二：有君一臣三佐九之大方，病有兼证而邪不一，不可以一二味治者宜之；
有分两大而顿服之大方，肝肾及下部之病道远者宜之。
王太仆以心肺为近，肾肝为远，脾胃为中。
刘河间以身表为远，身里为近。
以予观之，身半以上其气三，天之分也；身半以下其气三，地之分也；中脘，人之分也。
　　小方　　『从正曰』小方有二：有君一臣二之小方，病无兼证，邪气专一，可一二味治者宜之；
有分两少而频服之小方，心肺及在上之病者宜之，徐徐细呷是也。
　　『完素曰』肝肾位远，数多则其气缓，不能速达于下；必大剂而数少，取其迅急下走也。
心肺位近，数少则其气急下走，不能升发于上；必小剂而数多，取其易散而上行也。
王氏所谓肺服九、心服七、脾服五、肝服三。
肾服一，乃五脏生成之数也。
　　缓方　　『岐伯曰』补上冶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
病所远而中道气味之者，食而过之，无越其制度也。
　　『王冰曰』假如病在肾而心气不足，服药宜急过之，不以气味饲心，肾药凌心，心复益衰矣。
余上下远近例同。
　　『完素曰』圣人治上不犯下；治下不犯上；治中上下俱无犯。
故曰：诛伐无过，命曰大惑。
　　『好古曰』治上必妨下，治表必连里。
用黄芩以治肺必妨脾；用苁蓉以治肾必妨心；服干姜以治中必僭上；服附子以补火必涸水。
　　『从正曰』缓方有五：有甘以缓之之方，甘草、糖、蜜之属是也，病在胸膈，取其留恋也。
有丸以缓之之方，比之汤散，其行迟慢也。
有品件众多之缓方，药众则递相拘制，不得各骋其性也。
有无毒治病之缓方，无毒则性纯功缓也。
有气味俱薄之缓方，气味薄则长于补上治上，比至其下，药力已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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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草纲目》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
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官，宝藏悉陈；如对冰壶玉鉴，毛发可指数也。
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
兹岂仅以医书觏哉？
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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