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本草春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本草春秋>>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2428

10位ISBN编号：756134242X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郑骁锋

页数：293

字数：2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本草春秋>>

前言

《逆旅千秋》出版后，曾有位记者朋友问我：你写历史是不是为了赶潮流？
真的不是。
其实在《逆旅千秋》的后记中我已经说过，我写历史是为了练笔。
的确，我是在练笔，我需要练笔，需要练出一种沧桑厚重。
因为我多年前就有个计划，写一部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
也许是性格原因，我不喜欢用戏说来掩盖浅薄，我对那部计划中的小说，要求背景尽量真实，起码别
闹出常识性的笑话。
正是带着这个目的——当然还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我读了十几年历史。
小说尚未动笔，先出了两本历史散文集，这倒是我没想到的。
或者，我无意中真的赶上了历史热的潮流。
那位朋友追问，你对当前的历史热有什么看法？
引用一句《逆旅千秋》里的话吧：“大道上，走得累了，坐下来歇歇脚，回头看看来路。
”反思，寻根，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有什么不好呢？
一个没有根的民族是轻浮的；一个忘本的民族更是凉薄的。
历史热很正常，抑或，这本不该被称之为“热”，而只是一次多年后的重新归位——感到烫手，只是
因为它冷得太久了。
她还有问题：你的书被定位为历史散文，那你对当前的历史散文又有什么看法呢？
我的理解很简单，界定一种历史题材的文体是不是属于散文，关键只有一点：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
达一种属于你个人的感情还是只为了叙述一段故事。
我认为，单纯叙述史事不能算是真正的散文。
然而历史散文毕竟有其特殊性，且不说万万不能信口开河，便是想要抒发的感慨，也必须建立在对历
史相当深刻的理解之上。
我读历史纯属无系统的自学，除了最普通的原始材料和最著名的经典，其他是拿到什么看什么。
我认为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因为我从没想过要成为历史学家。
但这两本集子都是用几十篇系列散文来描述自己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感悟，时间跨度很大，最终能够勉
强完工，绝对要感谢对我最有帮助的一位大师——钱穆。
在我读过的名家著作中，钱穆对我的影响最深。
没有丝毫夸张，最初读他的《国史大纲》时，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可以想象，那种茅塞顿开的欣喜是怎么令一个在迷茫中独自摸索的懵懂少年激动不已。
后来，我买到了市面上所能买到的所有钱穆作品。
就像得了一条串珠子的线，从此，各种史料在我眼前不再是杂无头绪的。
可以说，是钱穆先生那高屋建瓴般的视角帮助我构建了一个粗浅的历史轮廓。
当然，不必提钱穆那级别的大师，即使是一般的历史学家看来，我的感悟也可能是粗鄙可笑的，但我
还是想描述一下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历史在我眼里，就像书法家笔下的线条，千钧笔力都体现在一个
“涩”之中。
大家都知道，所谓书法的“涩”，指一种笔锋在纸面上遇到阻碍，又越过它前进的效果。
这两种相反的力表现得越充分，线条就越有力度。
传统书学将之形象地形容为“屋漏痕”——水珠沿墙滴下，并不是一流到底，而是要克服墙壁阻力，
缓缓而下。
为了体现这种美，需要人为地制造逆势，如《艺概·书概》云：“惟笔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
而与之争，斯不期涩而自涩矣。
”一部人类史，就是冲破各种逆流势力，迂回着、挣扎着前进的记录。
但与书法只有两股力相比，历史轨迹上的力量要复杂得多。
很多时候，不能简单地分为正邪两种，死命拖历史后腿的不都是暴戾的奸邪，也许只是惰性的吸附，
也许是求全的稳妥，甚至很多时候还可能是善意的拦截；推动历史发展的，也不尽然是正义的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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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的呼唤，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往往还是人类天性中的私欲。
局部看来，每一道阻力都可能远远强过任何一股前进的力；甚至，有时谁也找不到突围的缺口，各种
力道混乱纠缠，结成一团没有锋芒的乱麻。
然而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一座堤坝能够长久地阻挡历史大潮：尽管它会徘徊，会停滞，甚至会有一定程
度的倒退，但它最终一定会冲破重重阻碍，浩浩荡荡咆哮而去。
历史令人惊心动魄、瞠目结舌的魅力，在我看来，也是行进中的一个“涩”字，就蕴涵在汹涌的大潮
内部、各种力量明里暗里的搏斗消长之中。
学习历史的意义，在我看来，在于使人找到自己在时空中的座标，以选择用力的方向。
我脑海中的历史轮廓，正是由这样的线条描画而成。
我写这些文章，首先就是为了表达历史线条本身的力度美，而不仅仅是画上几副草图。
所以我认为我写的的确应该是散文。
写历史散文很累人，但完成《逆旅千秋》后，我却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读着《逆旅千秋》封底的文字：“三千年的金戈铁马、兴亡悲欢，在二十五笔淋漓的浓墨中终被化为
一声沉重的叹息”，想到读者在我博客上的留言：“郑兄就这样悍然收工了吗”，心里总在问自己：
“你想表达的，都在里面了吗？
”2007年3月，我所在的国企终于面临转制。
根据计划，我将慢慢离开我的老本行：医药——我最初学的是中药专业。
说实话，我对中医中药很有感情，也很庆幸当年能阴差阳错学了这个。
离开之前，我想写点什么来纪念一下我那在医药行中的十五年。
但，写什么呢？
一天忽然有个想法，把中药和历史结合起来写，如何？
很快，我明确了构思：以中药的角度，或者说，以中药为引子、为线索，重新将中国历史疏理一遍。
于是又花了九个月时间，写了这一本《本草春秋》。
与写《逆旅千秋》时不同，写这本书时我常有战战兢兢的感觉，越写心里越没底，越觉得很多原本一
目了然黑白分明的事，都变得云遮雾罩，简直是越来越怕下笔。
无论如何，我还是按着自己的计划写完了这本书。
虽然在方家眼里，这本集子可能不值一哂，但我还是觉得很欣慰，因为我知道自己尽了力。
通过《逆旅千秋》与《本草春秋》的写作．我已经把脑海中的历史轮廓和艰涩的线条用自己的方式大
致勾勒出来了——当然，这两本书所走的轨迹不太相同：我认为一条是常规的大道，而另一条则是草
莽丛生的山路。
有关这本书，我不想再多说什么，读者自会评定。
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本书的编辑李黎明先生，还有温立方、万会海、刘芳等出版界朋友的许多鼓励和
帮助，在此一一谢过。
我毕竟水平有限得很，此书必然存在不少谬误，内心忐忑，十分期待朋友们的指点和批评。
郑骁锋2007年12月21日于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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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散发着草木清香的书。
    这本书写的不是中药的历史，而是用中药写的历史，是一本用当归远志甘草人参等中药串连起来的
历史散文集。
    史书药书对照来看，同样发黄的纸页上，竟能找到不少彼此印证的章节，更有许多埋伏呼应之处。
以药读历史，相互补充相互阐发，别有一番滋味。
        神话传说中，太乙真人用莲藕拼出哪吒的人形，助他起死回生——作者在厚厚的本草药书中，挑
出那些蕴涵历史天机、闪烁着青铜寒光的中药，为我们过往的几千年历史搭起了一座沉重的骨架。
    在药香里，中华民族从远古延亘而米的龙骨，以一种崭新的形式一节节凸显。
    让我们在一味味中药的引领下，去轻轻触摸历史的脉动，去聆听巨龙的长吟。
　　本书在严守史实的基础上采取情境化的写法，文风大气而深沉，苍凉而雄健，能带给读者强烈的
阅读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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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骁锋，1975年生，浙江永康人，自由写作者。
著有历史散文集《逆旅千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落日苍茫》（台湾知本家文化事业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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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漏天机——引子神农断肠——懵懂时代的人草战争　禹余糖——治水与守土救荒——鱼腥草与勾践复
国不死药——长生的诱惑薏苡谤——马革裹尸载诬还当归何处——姜维入蜀之后服石时代——魏晋名
士的危险快感远志小草——淝水两岸的理想草根天子——南朝的宿命镇恶——钟馗舞端阳国老——名
相狄仁杰传灯——鉴真东渡云深采药去——诗人们的隐逸情结船从海外来——海药、穆斯林、金鸡纳
等壮气蒿莱——从“牵机药”到“五国城”纸上超然——杞菊滋味与兼济情怀洗冤——寂寥宋提刑红
颜药事——芍药与守官砂之间的若干片段将相和——尴尬腽肭脐不朽——《本草纲目》五百年上党无
人参——“土精”之祸亡天下——遗民不世袭草木也更名——文字狱背后的王朝之讳是乃仁术——大
医坐堂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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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时在学校，刚开始学中药，一群甫人行的半大孩子，面对课本上满纸半文不白、生涩拗口的性味归
经功能主治，总是头痛无比。
于是老师便传了一个窍门，说是别看中药神秘难记，其实很多功效从药名便可揣摩出几分。
比如叫泻叶的，自然能泻下通便；称首乌的，无疑能补肝肾乌须发；夜交藤应该能治失眠；决明子、
夜明砂不用多说能清热明目；益母草一看就是妇科良药；续断、骨碎补定然长于跌打损伤；被唤做伸
筋草、千年健的一般都能祛风湿、强筋骨依此类推，不少药倒也能蒙个八九不离十。
于是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下手学一种新药之前，都先对着药名发一会呆，使劲猜测推理。
后来学到了禹余粮。
我还记得当时乍一看到这个药名，脑海里便跳出了一个想法，这家伙，八成是收涩药，用来治人身上
的水液失调——泻泄之类的。
又蒙对了。
教科书上的禹余粮，指的是种叫做褐铁矿的天然矿石，能涩肠止血，用于久泻久痢、妇人崩漏带下。
后来翻药书，又看到这个名目下还有一种药，是植物，叫土茯苓，却是青霉素发明之前治疗梅毒的主
药。
那时有些奇怪，梅毒这风流病是明代才传人我国的，和大禹八百竿子打不到一起，怎么也得了这个名
目呢于是仔细一看，土茯苓还有另一个作用：解毒除湿利关节，可用于风湿筋骨挛痛、疖疮痈肿等，
此时方恍然大悟，这便和禹挂上钩了。
剥离了神秘面纱的大禹，可能是有风湿痛的。
后世道人斋醮作法时诡异的步法，称为禹步，被附会成创自大禹，其实这反而透露了大禹可能并没有
多大神通，只是个凡人，所以终于得了风湿——这病对于长年水中作业的人正是不可避免的职业病。
古籍中也有记载，如先秦《尸子》云：“（禹）生偏枯之疾，步不相土茯苓（草禹余粮）（《植物名
实图考》）过，人日禹步。
”走路后腿跟不上前腿，拖着一瘸一拐，正是严重关节炎的症状！
但无论矿物的禹余粮还是植物的禹余粮，药名得来却都是一样的，都说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吃饭时或
是来不及或是一时吃不完，留了下来，便化成了这一种药。
如此上古神物自然应有几分神秘。
确切的收涩疗效外，多有医家称此石久服能不饥，轻身延年；令人多力气、耐寒暑，负担远行，身轻
不疲——就像那时大禹风尘仆仆奔波治水那样。
看过一本有关风水文化的书，作者提出一个看法，说远古神话传说的女娲补天也好、大禹治水也好，
其实都是用洪水隐喻着一个作为原始人最可怕而又必须经历的劫难：生育时的生死危机，血崩或是难
产。
这个说法如果联系禹余粮的功效——可用于妇人崩漏带下——似乎倒也能说得更圆。
然而不管那位作者如何论证，这个现实是不容抹煞的：我们的这个星球上，在人类的初年，确实发生
过一场可怕的全球性大洪水。
证据是我们自己的古籍上比比皆是的记载，如《孟子》“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
天下”之类；还有考古学家气象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的研究，说大约多少多少万年前，地球气候变
暖冰川消融导致洪灾云云；更有力的证据是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原始神话中都提到了人类初生
之时经历过一次濒临全体灭绝的大洪灾。
这次洪灾甚至写入了《圣经》，那就是著名的挪亚方舟的传说。
尽管各个民族信奉的神灵不同，洪水传说却都大同小异，都是硕果仅存的善人靠着对神灵的虔诚得了
启示，准备好大船或是有神龟相救，漂浮了若干天，等到浩劫过去后，重新开始生活。
而我们的传说却是大禹治水。
这传说相比漂流逃难多了一种悲壮，多了一份主动，但也总能给人一个疑问：我们的先民难道不能也
像其他民族一样，躲上一艘船，避开洪峰，等着上天息怒吗？
何必要一代代苦苦在泥泞中挣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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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的先民已经离不开这片土地。
或者说，世界上其他民族对土地的留恋，都没有我们的先民那么强烈。
《圣经·创世纪》有段话，应该能揭示一二。
上帝在降下洪灾之前，规定了挪亚能带上一起逃难的物种：“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
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于是“凡有血
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地到挪亚那里，进人方舟。
”查遍此节，可有一词一句提到另外一类生物的种子——庄稼？
很明显，当时的希伯来人，主要还靠游牧为生，他们可以离开一处已经不适宜生存的环境，去寻找另
一处；而我们的先民，大洪水来临时却已经进入了农耕文明——有了田地，有了家，还能轻易抛弃家
园远走他乡吗？
大禹时期华夏民族已经进入农耕文明，这是学者们早已证明了的。
当然，还有一个简单而有力的佐证：教人学会耕作的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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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逆旅千秋》出版后，曾有位记者朋友问我：你写历史是不是为了赶潮流？
真的不是。
其实在《逆旅千秋》的后记中我已经说过，我写历史是为了练笔。
的确，我是在练笔，我需要练笔，需要练出一种沧桑厚重。
因为我多年前就有个计划，写一部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
也许是性格原因，我不喜欢用戏说来掩盖浅薄，我对那部计划中的小说，要求背景尽量真实，起码别
闹出常识性的笑话。
正是带着这个目的——当然还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我读了十几年历史。
小说尚未动笔，倒先出了两本历史散文集，这倒是我没想到的。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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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让我们在一味味中药的引领下，去轻轻触摸历史的脉动，去聆听巨龙的长吟。
《本草春秋:中国历史的中药叙述》是一本散发着草木清香的书。
《本草春秋:中国历史的中药叙述》在严守史实的基础上采取情境化的写法，文风大气而深沉，苍凉而
雄健，能带给读者强烈的阅读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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