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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四大名著赏析：粹赏析》根据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约稿要求，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刘衡如
校点本《本草纲目》为底本，将临床上常用之中药，以李时珍的精辟论述进行精选摘编，并按4个栏
目进行编写。
本书所精选药物，以中药学教材的分类方法进行归类，并按药名笔画多少排列，若某药李时珍论述较
少则不在选录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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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解表药类牛蒡子生姜 白芷防风荆芥柴胡桂枝桑叶菊花麻黄葛根紫苏蝉蜕薄荷二、清热药类石膏玄
参蚤休决明子连翘芦根牡丹皮金银花苦参青蒿鱼腥草知母栀子夏枯草黄柏黄连黄芩三、泻下药类大黄
芒硝四、祛风湿药类木瓜五加皮独活威灵仙秦艽桑寄生徐长卿五、化湿药类白豆蔻佩兰砂—仁藿香六
、利湿药类车前子虎杖泽泻茯苓茵陈滑石薏苡仁七、温里药类干姜肉桂附子吴茱萸八、行气药类木香
陈皮香附枳实九、消食药类山楂莱菔子十、驱虫药类槟榔使君子十一、止血药类三七艾叶白及地榆侧
柏叶十二、活血药类川芎马钱子丹参牛膝王不留行红花延胡索郁金骨碎补莪术桃仁益母草十三、化痰
药类天南星白果半夏瓜萎杏仁桔梗桑白皮葶苈子十四、安神药类龙骨柏子仁磁石酸枣仁十五、平肝药
类天麻全蝎钩藤僵蚕十六、开窍药类石菖蒲冰片麝香十七、补虚药类人参山药白术甘草百合当归地黄
芍药阿胶杜仲龟甲何首乌麦冬构杞子黄芪续断淫羊藿鳖甲十八、收涩药类乌梅五味子莲子十九、外用
药类白矾硫黄雄黄樟脑附录：药名笔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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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关于药名　　在清以前医籍中，牛蒡子大多以“恶实”为其正名，因其药材形态似老鼠屎，而
老鼠屎是招人讨厌的，故名。
又因为牛蒡子的果实有很多钩状的突起，老鼠碰到常勾住粘在身上难以摆脱，又名鼠粘子。
宋代苏颂《图经本草》云：“实壳多刺，鼠过之则缀惹不可脱，故谓之鼠粘子”。
明代《本草蒙筌》解释：“鼠过之则缀惹不落，故又名日鼠粘子也⋯⋯止牙齿蚀疼，散面目浮肿，退
风热咽喉不利，及腰膝风凝；驱风湿瘾疹盈肌，并疮疡毒盛。
生吞一粒，即出疮头。
明目补中，润肺散气。
”（卷2.草部中·恶实）牛蒡子的根叶可以作为牛的饲料，由于牛的力气大，用隐喻的方法，所以对
其果实，就含蓄称为大力子。
　　2.关于消斑疹毒　　李时珍云牛蒡子“消斑疹毒”，这是讲具有清热解毒作用，尤其是头面部热
毒病证更多用，其有升散作用，根据头面部热毒证取火郁发之之意，凡斑疹、痄腮肿痛、疮痈肿毒、
咽喉肿痛等，均可以选用牛蒡子。
其透发的力量较弱，故在用于外感风热或透发麻疹时，须与薄荷等同用，始能收到透发之效。
　　牛蒡子富含油脂，性多滑利，具有濡润大肠的作用，而能润肠通便，且无明显副作用。
用其通便，有“提壶揭盖”之妙，适用于各种热毒肠燥便秘。
其不同于大黄、芒硝等攻下之品.泻下作用比较平和，便质多稀软，水样便少见，若在辨证论治基础上
加用牛蒡子能取得明显效果。
同时又能使热毒下泄。
　　中医有一理论就是讲植物的种子一般多主沉降，而牛蒡子却能主升浮，主治上部风热，咽喉不利
，诸毒热壅，颈项痰核，时行疹子，皮肤瘾疹，凡肺经郁火，肺经风热，悉宜用此。
牛蒡子以升为主，云其升，则主疏散，云其降，则主通便，具有能升能降之性。
生　　姜　　【原文】　　食姜久，积热患目，珍屡试有准。
凡病痔人多食兼酒，立发甚速。
痈疮人多食，则生恶肉。
此皆昔人所未言者也。
《相感志》云：糟姜瓶内人蝉蜕，虽老姜无筋。
亦物性有所伏耶。
（卷26.生姜·气味）　　生用发散，熟用和中。
解食野禽中毒成喉痹。
浸汁，点赤眼。
捣汁和黄明胶熬，贴风湿痛甚妙。
（卷26.生姜·主治）　　姜辛而不荤①，去邪辟恶，生啖②熟食，醋、酱、糟、盐，蜜煎调和，无不
宜之。
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其利博矣。
凡早行山行，宜含一块，不犯雾露清湿之气，及山岚不正之邪。
案《方广心法附余》云：凡中风、中暑、中气、中毒、中恶、干霍乱、一切卒暴之病，用姜汁与童尿
服，立可解散。
盖姜能开痰下气，童尿降火也。
（卷26.生姜·发明）　　【注解】　　①辛而不荤：汪昂《本草备要·谷菜部·大蒜》：“《楞严经
》云：五荤熟食发淫，生啖增恚，故释氏戒之。
释家以大蒜、小蒜、兴渠、慈葱、苕葱为五荤。
慈葱，冬葱也；蓉葱，山葱也；兴渠，西域菜，云即中国之荽。
道家以韭、薤、蒜、胡荽、芸莫过于薹为五荤。
芸薹，油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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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五荤、释家五荤皆俱辛味，而生荽却未曾列入，故云“辛而不荤”。
　　②啖：吃。
　　【效用】　　1.解表散寒：用于外感风寒，发热、恶寒，鼻塞、咳嗽等证。
民间用于治疗感受风寒以后的感冒轻证，可单用煎汤或加红糖调服。
还可作预防感冒之用。
　　2.温胃止呕：用于胃寒呕吐。
其功效甚捷，常与半夏同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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