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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纪称：望龙光，知古剑；觇宝气，辨明珠。
故萍实商羊，非天明莫洞。
厥后博物称华，辨字称康，析宝玉称倚顿，亦仅仅晨星耳。
楚蕲阳李君东璧，一日过予山园谒予，留饮数有《本草纲目》数十卷。
谓予曰：时珍，荆楚鄙人也。
幼多羸疾，质成钝椎；长耽典籍，若啖蔗饴。
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着数
言。
古有《本草》一书，自炎黄及汉、梁、唐、宋，下迨国朝，注解群氏旧矣。
第其中舛谬差讹遗漏，不可枚数。
乃敢奋编摩之志，僭纂述之权。
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
复者芟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
旧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种，今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分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
虽非集成，亦粗大备，僭名曰《奉草纲目》。
愿乞一言，以托不朽。
予开卷细玩，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土产形状也；次
以气味、主治、附方，着其体用也。
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
如人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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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民之重宝也。
李君用心嘉惠何勤哉！
噫，玉莫剖，朱紫相倾，弊也久矣。
故辨专车之骨，必俟鲁儒；博支机之石，必访卖卜。
予方着《州卮言》，恚博古如《丹铅卮言》后乏人也，何幸睹兹集哉！
兹集也，藏之深山石室无当，盍锲之，以共天下后世味《太玄》如子云者。
　　时万历岁庚寅春上元日，州山人凤洲王世贞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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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草纲目》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
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被
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本书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还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书中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在
生物、化学、天文、地理、地质、采矿乃至于历史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
    本书本着简约而不简单的风格，对《本草纲目》进行了全新的诠释。
首先，删繁就简，精挑1300种品物，3000多条实用附方，都是今人常用能访的品物和疗效确切的附方
，将《本草纲目》中的适合现代人养生、治病的实用性功效提炼出来。
其次，细选1024幅珍贵金陵古图，512幅栩栩如生的手绘彩图，增加了本书的观赏和收藏价值。
最后，本书知识性与实用性并重，既有传统中医药学的内涵，又融入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升华了品物
的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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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彩页展示速查检索表本草植物图鉴本草动物图鉴阅读导航原序【第一卷】序例　神农本草经名例　七
方　十剂　气味阴阳　五味宜忌　五味偏胜　标本阴阳　升降浮沉　四时用药例　六腑六脏用药气味
补泻　五脏五味补泻　相须相使相畏相恶诸药　相反诸药　服药忌食　妊娠禁忌　饮食禁忌【第二卷
】百病主治　诸风　痉风　癫痫　卒厥　伤寒热病　瘟疫　暑　湿　火热　诸气　痰饮　脾胃　吞酸
嘈杂　噎膈　反胃　呕吐　呃逆　霍乱　泄泻　痢　疟　心下痞满　胀满　诸肿　黄疸　脚气　痿　
转筋　喘逆　咳嗽　肺痿肺痈　虚损　寒热　吐血衄血　齿出血　咳血　诸汗　健忘　惊悸　烦躁　
不眠　多眠　消渴　遗精梦泄　赤白浊　癃淋　溲数遗尿　小便血　阴痿　强中　阴囊痒　大便燥结
　脱肛　痔漏　下血　淤血　积聚症瘕　诸虫　肠鸣　心腹痛　胁痛　腰痛　疝溃　痛风　头痛　眩
晕　眼目　耳　面　鼻　唇　口舌　咽喉　音声　牙齿　须发　狐臭　丹毒　风瘙疹痱　疬疡癜风　
瘿瘤疣痣　瘰疬　痈疽　诸疮上　诸疮下　外伤诸疮　跌仆折伤　诸虫伤　诸物哽咽　妇人经水　带
下　崩中漏下　胎前　难产　产后　阴病　小儿初生诸病　惊痫　痘疮　小儿惊痫【第三卷】　水部
【第四卷】　火部【第五卷】　土部【第六卷】　金石部【第七卷】　草部【第八卷】　谷部【第九
卷】　菜部【第十卷】　果部【第十一卷】　木部【第十二卷】　鳞部【第十三卷】　介部【第十四
卷】　禽部【第十五卷】　兽部【第十六卷】　人部索引表【附录一】　古今医学常用度量衡照表【
附录二】　中西药配伍禁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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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卷】序例　　神农本草经名例　　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顺应上天，无毒，长期
服用不伤人。
想要轻身益气、延年益寿者以上经为本。
　　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顺应人事，有的无毒，有的有毒，须斟酌服用。
想要遏病、滋补虚弱者以中经为本。
　　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顺应土地，大多有毒，不能长期服用。
想要除寒热邪气、破积聚疗疾病者以下经为本。
　　上、中、下三品共计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年。
把此数翻倍，合七百三十种。
　　药中有君、臣、佐、使，彼此相互配合、制约。
一般的配置是君药一味、臣药两味、佐药三味、使药五味，也可以君药一味、臣药三味、佐使药九味
。
　　药有阴阳相配、母子兄弟，根、茎、花、实、苗、皮、骨、肉。
不同药物之间，药性不同，有单行的、相须的、相使的、相畏的、相恶的、相反的、相杀的。
医生对这七种情形，要从药性方面来观察。
要用药性相须、相使的，不要用药性相恶、相反的。
如果药物有毒但能相互制约，可以用相畏、相杀的；否则不能合用。
　　李时珍说：药有七情：单行的，指的是单方，不需辅药；相须的，指药物药性相同，配合使用，
不可分离，如人参、甘草，黄檗、知母等；相使的，指主药的佐使；相恶的，指药物夺取彼此药效；
相畏的，指药物彼此制约；相反的，指药物不相合；相杀的，指药物制约彼此的毒性。
古方中多有用相恶、相反的。
相须、相使同用的，是用药的帝道；相畏、相杀同用的，是用药的王道；相恶、相反同用的，是用药
的霸道。
　　药物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还有寒、热、温、凉四气以及有毒无毒。
药物阴干、曝干，采收、炮制的时间，生熟，出于何种土壤，药物的真、伪、陈、新，都各有方法。
药性有适宜制丸的，有适宜制散的，有适宜水煎煮的，有适宜用酒浸泡的，有适宜制膏的，有以上各
种制作方法都适宜的，也有不能入汤酒的。
凡此种种，都要顺从药性，不能违反逾越。
　　凡是治疗疾病，必须先了解疾病的根源，等待治病的时机。
如果五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那服药必活。
如果病已成，可得半愈。
如果病势已过，命将难全。
　　七方　岐伯说：气有多少，形有盛衰，治疗有缓急，药方有大小。
又说，病有远近，证候有中外，治疗有轻重。
病情近的用奇方，远的用偶方。
发汗不用奇方，下泻不用偶方。
补上治上用缓方，补下治下用急方。
　　刘完素说：病情的传变在于疾病，疾病的治疗在于药方，药方的配制在于医生。
药方有七类：大、小、缓、急、奇、偶、复。
配制药方，气味是根本。
寒、热、温、凉，四气生于天；酸、苦、辛、成、甘、淡，六味成于地。
所以有形为味，无形为气。
气为阳，味为阴。
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成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
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各随脏腑的病症，而采用不同品味的药物，于是七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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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所以，奇、偶、复方，是三种药方的形式；大、小、缓、急，是四种配制方法。
所以说：治有缓急，方有大小。
　　大方　岐伯说：君药一味，臣药二味，佐药九味，为大方。
君药一味，臣药三味，佐药五味，为中。
君药一味，臣药二味，为小方。
刘完素说：体表为远，里为近。
大小，是配制奇、偶方的方法。
例如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是奇方中的小方；大承气汤、抵当汤，是奇方中的大方，因为要用它治
疗里面的疾病。
桂枝汤、麻黄汤，是偶方中的小方；葛根汤、青龙汤，是偶方中的大方，因为要用它来发汗。
　　小方　张从正说：小方有两种：有君药一味，臣药二味的小方，用来治疗单一邪气的疾病；有分
成两部分而少量多次服用的小方，适用于心、肺及上焦诸病。
　　刘完素说：肝、肾位置远，治疗肝肾疾病的药方，药味多则气缓，不能速达于下，必须剂量大而
味数少，使其气迅急下走。
心、肺位置近，治疗心肺疾病的药方，药味少则气急下走，不能升发于上，必须剂量小而味数多，使
其气易散而上行。
肺服九、心服七、脾服五、肝服三、肾服一，乃五脏生成之数。
　　缓方　岐伯说：补上治上用缓方，补下治下用急方，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这要根据疾病部
位来选用。
　　王冰说：如果病在肾而心气不足，服药宜急过，不让气味袭心，以免药物欺心，心力更衰。
治疗上、下、远、近疾病都与此同。
　　张从正说：缓方有五种：有用甘甜的缓方，如甘草、糖、蜜之类，病在胸膈，取其留恋。
有用药丸的缓方，因药丸的药效比汤、散剂要慢。
有药味众多的缓方，药物众多则相互拘制，不得完全发挥其药性。
有无毒治病的缓方，无毒则性纯功缓。
有气味俱薄的缓方，气味薄则长于补上治上，等其蔓延到下时，药力已衰。
　　急方　王好古说：治主病宜用缓方，缓则治其本；治从病宜用急方，急则治其标。
表、里、汗、下，皆有所当缓、当急。
　　张从正说：急方有四种：有急病急攻的急方，例如中风、关格之类的疾病。
有汤散荡涤的急方，下咽易散而行速。
有毒药的急方，毒性能上涌下泄以减弱病势。
有气味俱厚的急方，气味俱厚，直趋于下而力不衰。
　　奇方　王冰说：也就是单方。
　　张从正说：奇方有两种：有单独用一味药物的奇方，适宜于病在上而近的；有药物数目和阳数一
、三、五、七、九的奇方，宜下泄，不宜发汗。
　　偶方　张从正说：偶方有三种：有两味相配的偶方；有将两个古方相合的偶方，古谓之复方，都
适宜用于病在下而远的；有药物之数合阴数二、四、六、八、十的偶方，宜发汗，不宜下泄。
　　复方　王好古说：奇之不去复以偶，偶之不去复以奇，所以称为复方。
复者，再、重的意思。
所谓十补一泄，数泄一补也。
另外，伤寒见风脉，伤风得寒脉，为脉证不相应，适宜用复方。
　　张从正说：复方有三种：有二方、三方以及数方相合的复方，如桂枝二越婢一汤、五积散之类；
有本方之外另加其他药物的复方，如调胃承气加连翘、薄荷、黄芩、栀子为凉膈散之类；有两分均等
的复方，如胃风汤各等分之类。
　　十剂　徐之才说：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十种，是药之大体，但是《神
农本草经》没有记录，后来的人们也没有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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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剂　李时珍说：壅，堵塞的意思；宣，发散的意思。
郁塞导致的疾病，不升不降，传化失常。
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必须用药物去宣布发散，就好像承流宣化一样，不单单是涌越为宣。
所以，气郁有余，就用香附、抚芎之类的药物去开解，不足则补中益气，以使气运行。
火郁轻微的用山栀、青黛发散，严重的则升阳解肌发汗。
湿郁轻微的用苍术、白芷这类药物燥解，严重的则用风药偏胜。
痰郁轻微的用南星、橘皮这类药物化痰，严重的则用瓜蒂、藜芦这类药物涌吐痰涎。
血郁轻微的用桃仁、红花这类药物行血活血，严重的则用吐、利的方法祛除血瘀。
食郁轻微的用山楂、神曲消食，严重的则用上涌下利的办法消除食积。
这些都是宣剂。
　　通剂　李时珍说：滞，留滞的意思。
湿热之邪留于气分，从而形成痛痹癃闭的，宜用淡味药物上助肺气下降，通其小便，以泄气中之滞，
如木通、猪苓之类。
湿热之邪留于血分，从而形成痹痛肿注、二便不通的，宜用苦寒药物下引，通其前后，以泄血中之滞
，如防己之类。
《神农本草经》上说：味薄者通，所以淡味药物被称为通剂。
　　补剂　张从正说：五脏各有补泻药剂，五味各补其相对应的脏腑，有表虚、里虚、上虚、下虚、
阴虚、阳虚、气虚、血虚。
《神农本草经》上说：精不足的补之以味，形不足的补之以气。
五谷、五菜、五果、五肉，都是补养之物。
　　李时珍说：虚则补其母。
生姜之辛补肝，炒盐之成补心，甘草之甘补脾，五味子之酸补肺，黄檗之苦补肾。
又如，茯神之补心气，生地黄之补心血；人参之补脾气，白芍药之补脾血；黄芪之补肺气，阿胶之补
肺血；杜仲之补肾气，熟地黄之补肾血；芎穹之补肝气，当归之补肝血之类，都是补剂，不单人参、
羊肉为补药。
　　泄剂　李时珍说：去闭也就是去实。
《神农本草经》上说实者泻之，实际上应当是泻其子。
五脏五味皆有泻，不单是葶苈、大黄。
肝实泻以芍药之酸，心实泻以甘草之甘，脾实则泻以黄连之苦，肺实泻以石膏之辛，肾实泻以泽泻之
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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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草纲目图鉴(白话全译彩图本)》是由李时珍编著的。
　　图鉴：选配600幅生动、逼真的植物手绘插图逐一将花、叶、果、茎、根等细部准确剖解。
　　图解：绘制50张清晰、明了的图表，代替生涩枯燥的文字，让你轻松看懂中医理论。
　　速查：收录了46大类3500种药用品物，按照恩格勒（1936AD）分类法，特别制作品物检索系统，
让你翻书即查。
　　以图解、图鉴的方式重新解读经典著作，适合读者永久收藏内容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译文。
结构采用方便阅读的速查形式。
　　1　根据权威古本编译，精炼的白话译文完全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通俗易懂。
　　2　将植物的花、叶、果、茎、根等细部逐一分解说明，让生疏的草本不再生疏。
　　3　1200多幅金陵古版图，600多幅精美的彩色手绘图，极具实用与审美价值。
　　4　增加了1280种现代常见草本植物的特性、功效、产地等知识，并针对常见病精选了1860种家庭
实用验方。
　　5　采用国际通用的分类检索法，制作了一套完整的“本草”品物检索系统，便于读者阅读查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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