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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草纲目》为明代著名本草学家、医学家、博物学家李时珍所撰，被誉为“东方药学巨典”，
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取之不尽的中华医学知识宝库，素享“医学之渊海
”、“格物之通典”之美誉，其内容涉及极为广泛，如在生物、化学、天文、地理、地质、采矿，以
及历史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可以说是一部有着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自问世以来，一直以
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雄姿独占中国古代药学之鳌头，成为中国古代药学史上部头最大、内容最丰
富的巨著，曾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
　　李时珍（1518—1592），字东璧，晚号濒湖老人，明代医学家。
蕲春县蕲州镇（今湖北蕲春）人。
李时珍出身三代相传的医户人家，祖父是一个医生，父亲李言闻，又名李月池，也是当地有名的医生
，曾做过“太医吏目”。
李时珍24岁开始学医，白天跟父亲到“玄妙观”去看病，晚上，在油灯下熟读《内经》、《本草经》
、《伤寒杂病论》、《脉经》等古典医学著作。
　　宋代以来，我国的药物学有很大发展，尤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外来药物不断地增加，但
均未载入本草书。
李时珍认为有必要在以前本草书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
1558年，朝廷下了一道诏书，要在全国选拔一批有经验的医生，填补太医院的缺额，武昌的楚王朱英
燎，推荐了李时珍。
李时珍认为北京是明王朝的京都，那里不仅聚集了全国重要的医药书籍，还可看到更多的药材，这对
修改本草书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李时珍接受了楚王的推荐，4l岁进入北京太医院，并担任了太医院院判的职务。
　　李时珍是一个富有求实精神的医药家，为了完成修改本草书的艰巨任务，他几乎走遍了湖北、湖
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的名川大山，行程不下万里。
同时，他又参阅了800多部书籍，经过3次改稿，终于在6l岁（1578年）的那年，编成了《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包含着李时珍将近30年的心血，记录着李时珍饱尝苦辛的艰难历程。
　　《本草纲目》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医方11096个，书中还绘制
了1111幅精美的插图，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它的成就，首先在药物分类上改变了原有上、中、下三品分类法，采取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
科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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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能让这部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医学巨著得以最好的展现，被现代人更好的利用，编者特邀请中国
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审定，吸取巨典之精髓，重新编选了这部《本草纲目》以飨广大读者。
     本书共选入单药800余种，每种药材列出正式的名称作为纲，附释名为目，以正其源；接着依次排
列注解、辨疑、正误、四气五味、主治、附方等项，以阐明药物的产地、形状、性质等。
     本书编排严谨，校点精当，并配以精美的插图，以达到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效果。
此外本书版式新颖，设计考究，双色印刷，装帧精美，除供广大读者阅读欣赏外，更具有极高的研究
、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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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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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鳞部  无鳞鱼介部  龟鳖类介部  蚌蛤类禽部  水禽类禽部  原禽类禽部  林禽类禽部  山禽类兽部  畜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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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气味】咸，寒，无毒。
　　【主治】《开宝本草》记载：解各种药毒，小儿多种热邪，惊风，痛症发热，流行头痛寒热，和
水研服。
也可磨敷热疮恶肿、刀伤出血及蛇、犬等毒邪。
甄权说：去小儿疳积发热，杀虫。
陈藏器说：治小儿丹毒热，和水服，同鸡蛋清、大黄末同用，敷疮痈蛇毒伤。
朱震亨说：祛烦热，吐血、咯血、斑疮阴疮，杀恶虫。
　　【发明】寇宗爽说：青黛是从蓝中提练的。
有一妇人从脐下腹上，连及阴部遍生湿疮，状如马爪疮，热痒又痛，大小便困难，出黄汁，饮食也减
少，身面微肿。
医生当作恶疮诊治，用鳗鲡鱼、松脂、黄丹涂擦，热痛更历害。
细问病喜饮酒，喜食蟹鱼动风发物，连忙叫病人洗去膏药，用马齿苋四两，捣烂，加入青黛一两，再
研匀涂擦，当时热减退，痛痒都消，仍用八正散，每日服三次，祛除邪热。
药干即加药，连用二日，病去三分之一，五日，病去三分之二，二十日愈。
这是中下焦蓄风热毒气。
若不祛除，会患肠痈内痔。
这应禁酒色发物，然而不能禁，后来果然患内痔。
　　【附方】《医学正传》：心口热痛：用姜汁调青黛一钱服。
《中藏经》：肺热咯血：用青饼子、青黛一两，杏仁用牡蛎炒过一两，研匀，黄蜡化和，作成三十个
饼子，每次服一饼。
用干柿半个夹定，湿纸包裹，煨香嚼食，粥饮送服，每日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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