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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医家苏颂!本草图经"学术成就探颐"

#

!金丽""

!!福建中医学院中医系!福州 "#$%$&"

摘要!福建古代四大名医为首的苏颂!对医药学的重要贡献之一为"负责编写了与#嘉本草$相辅相行的本草著作%%%#本草

图经$& #本草图经$保存了北宋中叶全国性药物普查的丰硕成果'开创本草学以文献积累方式治学的先河'发展了中国古代

生药学'药物与方剂有机结合!保存大量汉晋魏唐名方及民间验方& #本草图经$勘称中国(本草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关键词!苏颂'本草图经'福建名医'本草学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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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古代四大名医&&&苏颂'宋慈'杨士瀛'陈

修园&&&为首的苏颂!公元 %$($ Q%%$% 年"#字子

容#北宋泉州同安!今属厦门同安"人#他在天文!设

计制造水运仪象台"'医药'外交'文学等方面都取

得了很大的成就(%)

* 在医药方面#除了与掌禹锡等

人共同校注医药书!+千金方,

(()等"和编写+嘉本

草,外#还负责编写了与+嘉本草,相辅相行的本

草著作&&&+本草图经, !又名+图经本草,#且+中

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亦曾认为作者为掌禹锡#

现经学术界研究论证公认$作者为苏颂#本草著作最

初书名为+本草图经,

(")

"*

苏颂从嘉三年开始至嘉六年止#仿唐+新

修本草,图文并茂体例#但又更进一步把文字与图

相互结合#用了四年时间来编撰+本草图经,

(R)RS

*

+本草图经,为一部在医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

本草学专著#但由于此书早佚#它的内容主要靠+证

类本草,'+本草纲目,等后世作品的引文得以保

存(#)

*

+本草图经,原书二十卷#目录一卷* 时因苏颂

等人鉴于.五方物产#风气异宜#品类既多#赝伪难

别/!+本草图经-序,"的状况#决定编著.图经/#为

+嘉本草,姊妹篇* +本草图经,记载药物据王苏

萍(T)##从+政和本草,转引的资料统计#标有.图经

曰/字样的药物有 UUU 味#药图 S"" 幅#其中矿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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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味#图 && 幅%植物药 #R# 味#图 UR# 幅%动物药

%(T 味#图 %$$ 幅* 每味药分药图与注文两部分#

.图以载其形色#经以释其异同/ !+本草图经-

序,"#其药图是我国现存古代较早的镂刻雕版药

图#注文内容丰富#包括名称'产地'原植!动'矿"物

的形态'药材性状'鉴别'采集时间'加工炮制'性味'

主治'附方等等#在药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兹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苏颂+本草图经,的学术价值

进行探析*

%!保存了北宋中叶全国性药物普查的丰硕成果

苏颂效仿+新修本草,向全国广求标本与药图

的体例#力求真实'全面地反映当时的本草学成就*

通过全国性的药物大普查#补充了+嘉本草,未载

的 %$" 种药品#单独立为一类#称为.本草图经本经

外类/#计石类 " 种#草类 U# 种#木蔓类 (# 种* 这些

民间用药!包括国外或边疆少数民族的药物"的补

充#使宋代药物发展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充分反

映(U)#%

*

此外#+本草图经,的 S"" 幅药图#尽管有着少

数药图失真或有的有文无图或一文多图等这样那样

的纰漏#但为后世辨别'分析药物的名实和基源考订

起到了巨大作用* 其药图的说明文字.不仅比以前

本草记载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更有科学性/

(R)#$

#

而其图文并行的体例#则大大影响了后世本草著作#

如+证类本草,'+救荒本草,'+本草品汇精要,等#

最为著名的则是+本草纲目,以及+植物名实图考,

这两部具有国际影响的巨著* 这除了与著作本身文

字内容的水平有关外#也得力于其中的精美配图#与

图文相应的体例有关*

+本草图经,为本草学史上一部继往开来#启迪

后代的重要著作#为后世本草学留下了宝贵的遗

产(&)%

*

(!开创本草学以文献积累方式治学的先河

+本草图经,在药物的重要治疗作用及研究体

例上均渊承前代本草文献#如分类法$在玉石'草木

等重要药物方面#仍然保留着三品分类法* 但是从

总的方面说#+本草图经,的分类法基本上是依据

+本草经集注,的分类法#即自然属性与三品分类法

相结合* 如按自然属性分类#该书有玉石'草木'兽

禽'虫鱼'果'菜'米'外草类及外木蔓类等* 其中玉

石'草'木等几部#仍以三品为二层次再分类#这是便

于检寻的方法*

更重要的在内容方面#+本草图经,全面采集前

代各类文献#以便深入诠释药物的内涵*

()%!博采经史百家!(裒集众说!类聚诠次) !关于

+本草图经,编撰成书的资料来源#高光震(R)#"认为$

其一#药品的种类主要部分来源于+神农本草经,以

来的本草专著%其二#药品的图谱及解释文字#主要

来源于天下各州县新呈送的实物标本及附列之说

明%其三#药品辨伪'析疑#主要参照和考证历代医药

经典'经史及方书小说*

据闫琪(S)考证#+本草图经,征引了宋代以前医

药经典'诸家百事等古书 %#$ 条#并且对外来药也进

行了整理编著*

首先征引了医药经典文献.医经/'.本草/'.医

方/'.神仙服食法/等* .医经/如$+内经-素问,'

+甲乙经,'+脉经,等* .本草/如$+神农本草经,'

+吴普本草,'+神农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开

宝本草,'+本草拾遗,等* .医方/如$汉末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唐王焘+外台

秘要,等* 此外还引有汉魏六朝医书如陈延之+小

品方,'姚僧垣+集验方,'僧深+深师方,#唐医书如

韦宙+独行方,'刘禹锡+传信方,等* .神仙服食

法/如$李补阙服!钟"乳法/'.太清草木方/等*

其次广泛引据.经/'.史/'.子/'.集/文献资

料* 如.经/部引+周礼,在雄黄条%引+诗经,在甘

草条#在凫葵条%引许慎+说文解字,在茜根条%引

+尔雅,在蓝实条%引+广雅,在贯众条等*

.史/部引+正史,'+地志,等* 如+正史,引+史

记,在蓍实条%引+淮南子,在芎穷条等*

+地志,引+山海经,在代赫条#引张华+博物

志,在禹余粮条#引+南越志,在滑石条%引+南蛮地

志,在茯苓条等*

.子/部引+荀子,在射干条等*

.集/部引+离骚,在杜若条等%

苏颂博采经史百家#.裒集众说#类聚诠次/#把

各种文献资料融汇贯通#为后世深入挖掘药物的源

流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如白

蒿条#.蒿类亦多#+尔雅,云$蘩之丑#秋蒿00+诗-

小雅,所谓非莪伊蔚是也00陆机云$蔚#牡蒿*/

其三#收录了许多外来药物#苏颂在+本草图

经,中#记载域外各国输入的药物涉及于阗'波斯'

新罗'焉耆'高丽'狮子国'佛誓国'河陵国'夏国'百

济'朝鲜'婆罗门'昆仑'盘盘国'西竺'大食'弗林'真

腊'倭'朝国'安南'婆津'伽古罗'南越等等*

+本草图经,所涉文献#不仅集历代先贤经史子

集之大成#还注意收集和利用了外来药物资料#对发

展和促进我国中医药事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该通)

*%$+

!引本草学入博物学! .该通/同如

.赅通/#盖有.触类旁通/或.曲径通幽/之意*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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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药学等民族医药学自古有着.万物皆为药/的

思想#中国.本草学/ 该通入.博物学/是自然而然

之事#不如此#则不能深入探讨药物的源流*

据蔡景峰考证(&)(

#自+本草经集注,始#我国本

草学史上即已出现了把本草学著作#由纯药物学性

质逐渐向博物学性质转化的萌芽#陶弘景所撰+本

草经集注,已具有了博物学的雏形#而苏颂+本草图

经,则把这一传统进一步推进#使我国本草学完全

纳入博物学的轨道*

苏颂提出治本草者要具备博物学的修养(&)"

#

+本草图经,不仅包含了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冶

金'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内容#而且还收载了

史学'经学'哲学'文字学'民俗学'训诂学'宗教学等

社会科学的内容#苏颂+本草图经,堪称本草学进入

博物学范畴的滥觞* 对此#其后本草学家亦多有继

承与发扬#但直至明代李时珍于+本草纲目,中淋漓

尽致的发挥#.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

收采* 虽命医书#实该物理!即.博物学/性质"/#才

使这一趋势达到了巅峰(&)(

*

"!发展了中国古代生药学

+本草图经,是一部描述生药的专著#主要讨论

药物产地'形态'性状与鉴别'收采时月#炮炙方法'

主治功用等* 苏颂并非一般地满足于引经据典#而

是在全国药物大普查所得资料的基础上详细描述生

药#因而此书对中国古代药学的发展亦有特殊的贡

献* 据王苏萍(U)#T考证#认为+本草图经,的药图多

数较为逼真#能明显反映出该植物的整体特征'分类

特征!孢子'花序等"及某一种器官的特征!根'茎'

叶序'花序等"%药图的文字描述亦较细致'正确#且

有一定次序!一般是按苗'茎'叶'花'果实'根的次

序"#运用的词语相对稳定!如叶.两两相对/ .两两

相当/#用.穗/ .丛/表示花序#用.房/'.罂子/'

.荚/等表示果实"#且叙述具有亲缘关系的同种植

物形态常采用类比的方法%重视药物产地#强调.道

地药材/#鉴别药材的真伪和优劣#如木香.以其形

如枯骨#味苦粘牙者为良/等等* 这些均对现今的

研究者确定宋代药用植物的科'属'种等都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R!药物与方剂有机结合"保存大量汉晋魏唐名方及

民间验方

R)%!汉晋魏唐名方! 苏颂广征博引#开辟了本草

著作真正步入博物学领域的创举* +本草图经,还

将药物与方剂结合起来#对常用药物均列出以其为

主药的配方!附方"#包括外科方'妇科方'内科方'

美容科方'皮肤科方'五官科方'眼科方和口腔科方

等* 从这些被保存下来的汉'魏'晋'唐等著名方书

中#如+必效方,+广济方,+古今录验,+范汪方,等#

可以窥知宋以前传存而今已亡佚或改动的医方之端

绪*

如#防己条#.深师疗膈间支满#其人喘满心下

痞坚#面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吐下乃愈#木

防己汤主之* 木防己二两#石膏二枚!鸡子大#碎#

绵裹"#桂心二两#人参四两#四物以水六升#煮取二

升#分再服*/

又如#杜仲条#.+箧中方,主腰痛补肾汤$杜仲

一大斤#五味子半大斤#二物细切#分十四剂#每夜取

一剂#以水一大升浸至五更#煎三分减一#滤取汁#以

羊肾三'四枚#切#下之#再煮三'五沸#如作羹法* 空

腹顿服#用盐'酢和之亦得* 此亦见崔元亮+海上

方,#但崔方不用五味子耳*/

R)(!民间草药与单方,验方!苏颂对民间草药和医

疗经验十分重视#搜集了当时医生所用'有一定疗效

而以往本草未收载的草药 %$$ 种(T)#T

#分别记述了

它们的产地'形态'功效'主治和验案等#书中常有

.土人云/'.今医用之/'.仙书/等词语#说明是来

自民间的医疗经验*

如#菟丝子条#.仙方多单服者$取实#酒浸#暴

干#再浸#又暴#令酒尽#筛末酒服#久而弥佳#兼明

目#其苗生研汁#涂面斑神效*/

又如#木贼条#.今医用之最多#甚治肠痔多年

不差#下血不止方$木贼'枳壳各二两#干姜一两#大

黄一分#四味并锉*/

R)"!方药与临证相结合!探索用药规律!苏颂并不

拘泥于方药的收集#还积极探索用药规律#+本草图

经,附方后常有医案* 如#大黄条#.姚僧垣初仕梁#

武帝因发热欲服大黄#僧垣曰$大黄乃是快药#至尊

年高#不可轻用* 帝弗从#几至委顿* 元帝常有心腹

疾#诸医咸谓宜平药#可渐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实#

此有宿妨#非用大黄无差理#帝从而遂愈*/

又如#仙茅条#治.日少气力#风疹继作/* 这种

附方加医案的著述体例#后代医家纷纷仿效* 至

+本草纲目,时#附方已增至 %% $ST 首方剂#亦附不

少案例#加强了本草著作的实用性*

此外#+本草图经,还非常重视+伤寒论,中方药

的临证应用及发挥* 据夏洪生等(%%)考证#+本草图

经,记载+伤寒论,用药 &S 味#其有 #$ 多味见于+本

草纲目,#而注明.颂曰/的有 R$ 种#约占仲景用药

的 %X(#在药物修治'主治与临床应用'配伍法度上

都与仲景基本相合#但不拘泥于仲景#有所发挥*

具体对仲景方的应用与发挥#陈凤芝(%()总结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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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点$!%"主药俱全#主治分明!如八物王不留

行散'治中汤'十枣汤'薏苡附子败酱汤等 "% 方"%

!("详方略药#以点带面%!""或证或药#有方可查

!红蓝花条'诃黎勒条'牙子条'栀子条'芍药条"%

!R"或方或药#无可查证!半夏条'阿胶条'青木香

条'诃黎勒条'泽泻条'旋覆花条'黄芩条'栀子条'鼹

鼠条"%!#"同处存异#无中求有!猪苓散'治中汤'安

胎散"*

此外#研究+本草图经,中仲景用药规律#还有

助于对+伤寒论,传本的探究* 张仲景+伤寒杂病

论,于东汉末年成书以后#&$$ 年间若明若晦#不绝

如缕#传本不一* 直至北宋!公元 %$T# 年"经孙奇'

林亿等人校定而后成定本* 宋版亦已失传#今可见

者乃是明刻宋版+伤寒论, +金匮要略,* 宋朝校正

医书局在整理校定时#曾作过某些修改和重新编纂#

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宋版#与张仲景原著存在某

些歧异* 而+本草图经,成书于 %$T( 年#略早于孙

奇'林亿校定的+伤寒论,#郭秀梅等认为(%")

#分析其

所引仲景方论#对于了解北宋仲景伤寒方的不同传

本具有借鉴意义*

当然#苏颂+本草图经,也并非完全正确'无懈

可击* 其存在的问题(U)#R

$!%"少数归类上存在的问

题$如青木香与马兜铃分列两处#天麻与赤箭分列为

两处* 或将不同植物药图列于同一药名之下#如椿

木叶条把樗木'椿木两种不同植物同列一个药名之

下* !("少数在绘制上存在的问题$在药图描绘上#

有个别药图比例失调#有的甚至带有绘画性质成分*

某些矿物药带有一些示意的成分#参考价值远逊于

动'植物药图* !""书中出现少数图'文不相对应之

象* !R"个别存在重复的问题$如棠球子即赤爪木#

天花粉即栝楼根* !#"有迷信内容#如麦门冬条#

.切须净处#禁妇人'鸡犬见知/*

此外#还有沿袭前人之误处#如象牙条'鸬鹚屎

条(%R)等#还有古今争讼不休的.螟蛉有子#蜾裸复

之/问题(&)R

#梁-陶弘景已有正确的结论#而苏颂却

坚持.物类变化固不可变/的看法#坚持+诗经,的传

统观点#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主观主义的错误* 但是

这些仅仅是.小小疏漏耳(%#)

*/ +本草图经,之白璧

微瑕与其学术成就和科学价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总之#.+本草图经,是本草学史上的一个里程

碑/

(&)"

* 其价值诚如苏颂在该书自序中所云$.广

药谱之未备#图地产之所宜#物色万殊#指掌斯见#将

使合和者得十全之效#饮饵者无未达之疑%纳斯民于

寿康#召和气于穹壤#太平之数#兹有助焉*/ 著名科

技史专家英国学者李约瑟也指出$.这是附有木刻

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在欧洲#把野外

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地木刻并印刷

出来#这是直到十五世纪才出现的大事*/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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