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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论文集

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包括：总结了16 世纪以前我国的药物

学；以药物的天然来源及属性为纲，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

物分类法；系统记载了各种药物的名称、历史、形态、鉴

别、采集、加工、功效、方剂等知识；纠正了以往药物

书中的某些错误，以及一些反科学的言论；博物学内容丰

富。不仅如此，《本草纲目》对中药归经理论的发展也做

出了较大贡献，可谓“功不可没”，具体可概括如下几个

方面：

l 运用归经理论解释药物的功效和主治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讨论药性时，均标明有归经

内容，如“麻黄乃肺经专药，故治肺病多用之”(卷十五·麻

黄条)；“葫芦巴，右肾命门药也，元阳不足，冷气潜伏，不能

归元者宜之”(卷十五·葫芦条)等，即是其例。药之有性，功

效各异，以经归释之，详明药理，用于临床，可收纲举目张

之效。

2 以临床疗效印证归经理论

李时珍把《内经》五味五色入五脏的理论揆之临床多

有发挥，从而提高了归经理论的实用价值。如“天麻乃肝经气

分之药，素问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故天麻入厥阴之

经而治诸风病”( 卷十二·天麻条) 。

3 以本病、经病、窍病统摄药物的主治病证，阐发归经理论

李时珍在论述药物归经时，常把脏腑、经络、官窍等

功能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如“乌贼骨，厥阴血分药也，其味咸

而走血也。故血枯血癜，经闭崩带，下痢疳疾，厥阴本病也；

寒热疟疾，聋、瘿，少腹痛，阴痛，厥阴经病也；目翳流泪，

厥阴窍病也。厥阴属肝，肝主血，故诸血病皆治之”(卷四

十四·乌贼鱼条) 。

4  重视药物的炮制与配伍，不拘泥前贤的中药归经

李时珍认为药物经炮制或配伍可改变其归经。 如“常

山、蜀漆有劫痰截疟之功⋯。得乌梅、鲮鲤甲则入肝；得小麦、

竹叶则入心；得秫米、麻黄则入肺；得龙骨、附子则入肾；得

草果、槟榔则入脾”(卷十七·常山、蜀漆条)。又知母“引经

上行则用酒浸，焙干；下行则用盐水润焙⋯”(卷十二·知母

条)。这些均为临床医家遣方用药之准绳。

5  注重引经药的使用

引经药是指某些药物可引导其他药物达到疾病所在部

位，以奏疗效。遣药组方中除了尽量选用与病变脏腑相符的

归经药物外，注意使用引经药常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中列举了各经的引经药：手少阴心经为黄

连、细辛；手太阳小肠经为藁本、黄柏；足少阴肾经为独

活、桂枝、知母、细辛；足太阳膀胱经为羌活；手太阴

肺经为桔梗、升麻、葱白、白芷；手阳明大肠经为白芷、

升麻、石膏；足太阴脾经为升麻、苍术、葛根、白芍；

足阳明胃经为白芷、升麻、石膏、葛根；手厥阴心包经为

柴胡、牡丹皮；手少阳三焦经为连翘、柴胡、地骨皮、青

皮、附子；足厥阴肝经为青皮、吴茱萸、川芎、柴胡；

足少阳胆经为柴胡、青皮。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把中药归经理论与临床实践

心得相结合，使归经理论逐渐完善趋于成熟，促进了归经理

论的应用和推广。至此，归经理论作为中药药性的重要组成

部分完全独立了出来，标志着传统中医形成了对中药选择性

作用于脏腑经络的系统认识。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蕲州名士顾景星在所著《白茅堂

文集》中撰写《李时珍传》，他记述李时珍说：“余儿时闻先生

轶事，孝友饶隐德。晚从余曾大父游，读书以日出入为期。夜

即端坐，以神仙自命，岂偶然？”又说他“年七十六，预定死

期。”不难看出，李时珍对于道家功夫的造诣是十分深刻的。纵

观《本草纲目》，更加清楚地看到：李时珍是中国历史上把医、

道文化结合得最好的方家之一。

1 道教理论在《本草纲目》中的应用

自古以来，就有“医道同源”、“十道九医”之说，

即所谓“黄老之术，本于一体”。一部《黄帝内经》所云“金、

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等，都来源于“道”。那

么，“道”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来看看道教鼻祖老子（李耳）在《道德

经》中是怎么说的。他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

我说的“道”是可以解释其中义理的“道”，并不是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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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的道，而是天地万物、宇宙自然那个大道。固老子又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分，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经》象元章第

二十五）。准确地说：“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或本体。”我们

常说的道教文化，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尤其在中医中

药的应用上，无论是古代、现代和当代，“阴阳”则是其核心

之一。对人体的认识，对脉象的解释，对药方配伍的运用，如

果离开“阴阳”这个辩证唯物观念的认识，中医理论就很难成

立了。鉴此，历代中医家们都对道教理论十分重视，尤对“阴

阳”研究殊深。最终他们也都医道一体，医道并存。如葛洪、

苏颂、陶弘景、孙思邈等，都是医道文化结合运用的典范。而

葛洪、孙思邈还被尊为“神仙”、“真人”。

那么，作为科学家的李时珍，却是采取批判和继承的

态度对待道教文化的。凡有害的方面，如“服食金丹，长

生不老”之类邪说，则坚决拼击，毫不留情。而正确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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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则予以继承，且不断创新发展。例如，他论述药方配

伍时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宜慑。”“盖相须相使者同用，

帝道也。相畏相杀者同用，王道也。相恶相反者同用，霸道也”

（见《本草纲目》第47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5月版本）。

这里所谈的“道”与道家的“道”，同归一辙。其中，“帝道”

有宇宙“主宰”之意；“王道”则是道德的典范，“霸道”则是

人性的反映。又如，李时珍在论述采药“六气”说中引用歧伯

曰：“厥阴司天为风化”、“少阴司天为热化”、“太阴司天为湿

化”、“少阳司天为火化”、“阴阳司天为燥化、”“太阳司天为

寒化”（同前。第57页）。又在“气味阴阳篇”中取《阴阳应

象论》：“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阳静阴燥。阳生阴长，阳杀阴

藏。阳化气，阴成形。阳为气，阴为味”（同前。第67—68

页）。以上关于“道”的论述，时珍概括为“医有医道”、“药

有药道”。而“阴阳”之论，又源于“道”中。可见，李时珍

在编著《本草纲目》过程中，始终把医药文化和道教文化溶于

一炉，二者相得亦彰。

2 道方道药在《本草纲目》中的应用

李时珍的钜著《本草纲目》被称为“古代东方的百科

全书”，那么它到底有多少科？又全在哪里？从大的分类而

言：有医学、药学、化学、物理学、物候学、植物学、

动物学、矿物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地貌学，

还有文学、哲学、历史学等，甚至军事学也涉及其中（《本

草纲目中》记载南北军旅中用方药治伤、治病等范例多

处）。如果把这些学科再细分一下，真可谓“百科”了。

说它全，主要是内容涉及面广，记载各科知识全。且首次

发明“脑为元神之府”之说。

人们会问：“《本草纲目》为何能做到如此全呢？”以笔

者三次通读、复读、精读《本草纲目》的体会，主要是其资料

来源丰富。除李氏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知识外，重要的是

他参考的书籍典册众多，共800家。其中，“引用古今医家书

目”360种，“引用古今经史百家书目”440种。这里，我们千

万不可疏忽的是：在这800种典籍中，涉及道教文化、道医道

方道药等方面的书籍就有140多种，占百分之十八。在“引用

古今医家书目”中，就引用了《孙真人枕中方》、《刘涓子鬼遗

方》、《服气精义方》、《彭祖服食经》、《神仙服食经》、《罗仙

乾坤秘韫》、《张三丰仙传方》、《海上仙方》等道家医药书近

60种，占百分之十四；在“引用古今经史百家书目”中，先

后引用了《葛洪抱朴子》、《玄中记》、《神仙传》、《东华真人

煮石法》、《夏禹神仙经》、《遁甲书》、《河图括地象》、《罗仙

神隐书》等道家文献80多种，占百分之二十。可以说他对道

家医药文献搜罗致尽，引用致广。

这些道家文献和道药道方的引用，不仅丰富了《本草

纲目》，尤其是对后世医家有很大的借鉴启发作用。如李时

珍在“莨菪”条[发明]中记载嘉靖四十三年二月，妖人武

如香游至河北昌黎，见县民张柱妻貌美，于是“设饭时，

呼其全家同坐，投红散（莨菪粉末）入饭中食之。少顷，

举家皆迷。任其奸污。复将魔法吹入柱耳中，柱发狂惑，

见举家皆是妖鬼，尽行杀死，凡一十六人，并无血迹。官

司执柱囚之。十余日柱吐痰二碗许，闻其故，乃知所杀者

皆其父母兄嫂妻子姊侄等。柱与香俱论死”（同前。第1142页）。

李时珍引用此案，告诫后世医家，凡毒性药饵千万不可轻用，

以免误人性命。又如，李氏引用《张三丰仙传方》“伐木丸”，

“用苍术二斤，米泔水浸二宿，同黄酒面曲炒赤色，皂矾一斤，

醋拌晒干，入瓶火煅，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

好酒、米汤下，日二三服。时珍常以此方加平胃散，治一贱役

中满腹涨，果有效验”（同前，第67页）。可见《张三丰仙传

方》名不虚传。《本草纲目》附方11000多个，引用道药道方

3000多个，占三分之一强。李时珍籍此而丰富了《本草纲目》。

3 外丹内丹在李时珍自身的应用

炼丹术源于古代方术，是道家修炼术之一，分外丹和

内丹。外丹是把一些含有化学元素的丹砂（朱砂）、铝粉、雄

黄、雌黄、矾石、硫黄等烧炼而成，称“仙丹”、“金丹”、“神

丹”等名。谓服之可以“长生不老”，“飞升成仙”。而内丹是

道家将人体拟作炉鼎，以体内的精、气为药物，用“神”去烧

炼，集精、气、神合而为一，结成“圣胎”，就是内丹（金丹）。

修成了内丹，同样可以“飞升成仙”。可见，练外丹和炼内丹

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不但道家终生修练，凡夫俗子想

成仙的人也跟着“修炼”。作为医药学家的李时珍，为了研究

药物和著述《本草纲目》的需要，对炼内外丹的实践经验更

足，从而证实炼外丹的危害和炼内丹的益处。

在炼外丹的实践中，李时珍炼过朱砂，且试验多种朱

砂的性能。他在“丹砂”条[集解]下记载道：“别有一种色红

质嫩者，名土坑砂，乃土石间者，不甚耐火。邕州亦有砂，百

两作块，黑暗少墙壁，不堪入药，惟以烧取水银”（同前。第

518 页）。如果说，他没有炼过各种丹砂和炼砂时进比较，

就不会有“不甚耐火”、“惟以烧取水银”这样准确的结论。同

时，李时珍在炼外丹过程中，证实了服食“仙丹”不会长生，

且有害性命。他直截了当地宣称“葛洪误世之罪，通乎天下”

（同前。第2636页）。

内丹的修练，是中医必须研究的大课题，李时珍怎么也

不会放过。内丹家依据《老子》和《周易》八卦学说，奠定内

丹修炼的理论和方法。认为《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生生不息的造化之道，是“顺行”。修

炼内丹则要逆而行之，力使万物合而为三（精、气、神），三

化为二（坎、离。或曰铅、汞），二复归一（金丹。或云“圣

胎”），从而达到复归本源，长久永生。医、道一致的是：皆称

人脑为髓海，即上丹田；心为绛官，即中丹田；脐下三寸（男

子精腔，妇人子宫）为下丹田。那么，下丹田为炉，中、上丹

田为鼎，通过意念“神”来“燃烧”精和气，最终把精、气、

神凝炼成“金丹”，即是“神仙”了。顾景星说李时珍晚岁“夜

即端坐，以神仙自命”，按古人以半百（50岁）为老（晚岁），

李时珍当炼了二三十年内丹，应该说内丹功夫炼成。否则，科

学态度十分严肃的李时珍不会以“神仙”自命的。

综上所述，李时珍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论对待道

教文化的取舍，为充实和发展中医中药文化做出了积极贡

献，不愧为一位医、道文化的集大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