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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草纲目》共52卷，分16部、60类，约190万字。
《本草纲目》原著篇幅宏大、资料广博，有些内容不免与现代科学不符。
为了使这本古典巨著能够适合现代人阅读，《图解本草纲目》删繁就简，对《本草纲目》进行精编整
理，选取了近三百种药物、千余种附方，几乎囊括了现代人常用的养生保健的药物和药方，使读者既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领略到内蕴丰富的中医文化，又能在日常生活中善用本草资源养生、疗疾，真正做
到健康生活，益寿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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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参本经上品释名  人薓、血参、人衔、鬼盖、神草、土精、地精。
〔时珍曰〕人薓年深，浸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薓、神草。
集解 〔时珍曰〕上党，今潞州也。
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
今所用者皆是辽参。
亦可收子，于十月下种，如种菜法。
秋冬采者坚实，春夏采者虚软，非地产有虚实也。
辽参连皮者黄润色如防风，去皮者坚白如粉，伪者皆以沙参、荠苨、桔梗采根造作乱之。
沙参体虚无心而味淡，荠苨体虚无心，桔梗体坚有心而味苦。
人参体实有心而味甘，微带苦，自有余味，俗名金井玉阑也。
其似人形者，谓之孩儿参，尤多赝伪。
根气味 甘，微寒，无毒。
主治 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
久服轻身延年。
《本经》主五劳七伤，虚损痰弱，止呕哕，补五脏六腑，保中守神。
消胸中痰，治肺痿及痫疾，冷气逆上，伤寒不下食，凡虚而多梦纷纭者加之。
（甄权）治肺胃阳气不足，肺气虚促，短气少气，补中缓中，泻心肺脾胃中火邪，止渴生津液。
（元素）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运头痛，反胃吐食，痎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
内伤，中风中暑，痿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胎前产后诸病。
（时珍）发明〔弘景曰〕人参为药切要，与甘草同功。
〔杲曰〕人参甘温，能补肺中元气，肺气旺则四脏之气皆旺，精自生而形自盛，肺主诸气故也。
张仲景云，病人汗后身热亡血脉沉迟者，下痢身凉脉微血虚者，并加人参。
古人血脱者益气，盖血不自生，须得生阳气之药乃生，阳生则阴长，血乃旺也。
若单用补血药，血无由而生矣。
《素问》言：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
故补气须用人参，血虚者亦须用之。
《本草十剂》云：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
盖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形气者，有无之象也。
〔好古曰〕洁古老人言，以沙参代人参，取其味甘也。
然人参补五脏之阳，沙参补五脏之阴，安得无异？
虽云补五脏，亦须各用本脏药相佐使引之。
〔言闻曰〕人参生用气凉，熟用气温，味甘补阳，微苦补阴。
气主生物，本乎天；味主成物，本乎地。
气味生成，阴阳之造化也。
凉者，高秋清肃之气，天之阴也，其性降；温者，阳春生发之气，天之阳也，其性升。
甘者，湿土化成之味，地之阳也，其性浮；微苦者，火土相生之味，地之阴也，其性沉。
人参气味俱薄，气之薄者，生降熟升；味之薄者，生升熟降。
如土虚火旺之病，则宜生参，凉薄之气，以泻火而补土，是纯用其气；脾虚肺怯之病，则宜熟参，甘
温之味，以补土而生金，是纯用其味也。
东垣以相火乘脾，身热而烦，气高而喘，头痛而渴，脉洪而大者，用黄檗佐人参。
孙真人治夏月热伤元气，人汗大泄，欲成痿厥，用生脉散，以泻热火而救金水。
君以人参之甘寒，泻火而补元气；臣以麦门冬之苦甘寒，清金而滋水源，佐以五味子之酸温，生肾精
而收耗气。
此皆补天元之真气，非补热火也。
白飞霞云：人参炼膏服，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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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病后气虚及肺虚嗽者，并宜之。
若气虚有火者，合天门冬膏对服之。
附 方胃寒气满。
不能传化，易饥不能食。
人参末二钱，生附子末半钱，生姜二钱，水七合，煎二合，鸡子清一枚，打转空心服之。
《圣济总录》脾胃虚弱。
不思饮食。
生姜半斤取汁，白蜜十两，人参末四两，银锅煎成膏，每米饮调服一匙。
《普济方》喘急欲绝。
上气鸣息者。
人参末，汤服方寸匕，日五、六服效。
《肘后方》产后诸虚。
发热自汗。
人参、当归等分，为末，用猪腰子一个，去膜切小片，以水三升，糯米半合，葱白二茎，煮米熟，取
汁一盏，入药煎至八分，食前温服。
《永类方》房后困倦。
人参七钱，陈皮一钱，水一盏半，煎八分，食前温服，日再服，千金不传。
（赵永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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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草纲目》是中国最具世界性影响的药学及博物学巨典。
它不仅集中国古代医学的最高成就为一体，在训诂、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冶
金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
作为四百年来医家必修的圣典，《本草纲目》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生活，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中国人不可不读的古代典籍之一。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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