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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序

“中医” 之名立， 迄今不逾百年， 所以冠以 “中” 字者，

以别于 “洋” 与 “西” 也。 慎思之， 明辨之， 斯名之出， 无奈

耳， 或亦时人不甘泯没而特标其犹在之举也。

前此， 祖传医术 （今世方称为 “学”） 绵延数千载， 救民

无数； 华夏屡遭时疫， 皆仰之以度困厄。 中华民族之未如印第

安遭染殖民者所携疾病而族灭者， 中医之功也。

医兴则国兴， 国强则医强。 百年运衰， 岂但国土肢解， 五

千年文明亦不得全， 非遭泯灭， 即蒙冤扭曲。 西方医学以其捷

便速效， 始则为传教之利器， 继则以 “科学” 之冕畅行于中华。

中医虽为内外所夹击， 斥之为蒙昧， 为伪医， 然四亿同胞衣食

不保， 得获西医之益者甚寡， 中医犹为人民之所赖。 虽然， 中

国医学日益陵替， 乃不可免， 势使之然也。 呜呼！ 覆巢之下安

有完卵？

嗣后， 国家新生， 中医旋即得以重振， 与西医并举， 探寻结

合之路。 今也， 中华诸多文化， 自民俗、 礼仪、 工艺、 戏曲、 历

史、 文学， 以至伦理、 信仰， 皆渐复起， 中国医学之兴乃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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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中医犹为国家医疗系统之辅， 城市尤甚。 何哉？ 盖一

则西医赖声、 光、 电技术而于 20 世纪发展极速， 中医则难见其

进。 二则国人惊羡西医之 “立竿见影”， 遂以为其事事胜于中

医。 然西医已自觉将入绝境： 其若干医法正负效应相若， 甚或

负远逾于正； 研究医理者， 渐知人乃一整体， 心、 身非如中世

纪所认定为二对立物， 且人体亦非宇宙之中心， 仅为其一小单

位， 与宇宙万象万物息息相关。 认识至此， 其已向中国医学之

理念 “靠拢” 矣， 虽彼未必知中国医学何如也。 唯其不知中国

医理何如， 纯由其实践而有所悟， 益以证中国之认识人体不为

伪， 亦不为玄虚。 然国人知此趋向者， 几人？

国医欲再现宋明清高峰， 成国中主流医学， 则一须继承，

一须创新。 继承则必深研原典， 激清汰浊， 复吸纳西医及我藏、

蒙、 维、 回、 苗、 彝诸民族医术之精华； 创新之道， 在于今之

科技， 既用其器， 亦参照其道， 反思己之医理， 审问之， 笃行

之， 深化之， 普及之， 于普及中认知人体及环境古今之异， 以

建成当代国医理论。 欲达于斯境， 或需百年欤？ 予恐西医既已

醒悟， 若加力吸收中医精粹， 促中医西医深度结合， 形成 21 世

纪之新医学， 届时 “制高点” 将在何方？ 国人于此转折之机，

能不忧虑而奋力乎？

予所谓深研之原典， 非指一二习见之书、 千古权威之作；

就医界整体言之， 所传所承自应为医籍之全部。 盖后世名医所

著， 乃其秉诸前人所述， 总结终生行医用药经验所得， 自当已

成今世、 后世之要籍。

盛世修典， 信然。 盖典籍得修， 方可言传言承。 虽前此 50

余载已启医籍整理、 出版之役， 惜旋即中辍。 阅 20 载再兴整

理、 出版之潮， 世所罕见之要籍千余部陆续问世， 洋洋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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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复有 “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 之工程， 集九省市

专家， 历经五载， 董理出版自唐迄清医籍， 都 400 余种， 凡中

医之基础医理、 伤寒、 温病及各科诊治、 医案医话、 推拿本草，

俱涵盖之。

噫！ 璐既知此， 能不胜其悦乎？ 汇集刻印医籍， 自古有之，

然孰与今世之盛且精也！ 自今而后， 中国医家及患者， 得览斯

典， 当于前人益敬而畏之矣。 中华民族之屡经灾难而益蕃， 乃

至未来之永续， 端赖之也， 自今以往岂可不后出转精乎？ 典籍

既蜂出矣， 余则有望于来者。

谨序。

第九届、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二〇一四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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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序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 在与疾病作斗

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 是中国古代科学的

瑰宝， 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世界文明进

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时至今日， 中医学作为我国医学的特色和

重要医药卫生资源， 与西医学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

共同担负着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任务， 已成为我国医药卫生

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

中医药古籍在存世的中华古籍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 不

仅是中医学术传承数千年最为重要的知识载体， 也是中医为中

华民族繁衍昌盛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见证。 中医药典籍不仅承

载着中医的学术经验， 而且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

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 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 加强对中医药古籍的保护与利用， 既是中医学发

展的需要， 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迫切要求， 更是历史赋予我们

的责任。

2010 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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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项目。 这既是传承中医药的重要工程， 也是弘扬优秀

民族文化的重要举措， 不仅能够全面推进中医药的有效继承和

创新发展， 为维护人民健康做出贡献， 也能够彰显中华民族的

璀璨文化，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相信这项工作一定能造福当今， 嘉惠后世， 福泽绵长。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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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 重

视古籍的保护、 整理和研究工作。 自 1958 年始， 国务院先后成

立了三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分别由齐燕铭、 李一氓、 匡

亚明担任组长， 主持制订了 《 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规划

（1962—1972）》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1982—1990）》 《中国古

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 “八五” 计划 （1991—2000）》 等， 而

第三次规划中医药古籍整理即纳入其中。 1982 年 9 月， 卫生部

下发 《1982—1990 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1983 年 1 月，

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正式成立， 保证了中医古籍整理出

版规划的实施。 2002 年 2 月，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 “十五”

（2001—2005） 重点规划》 经新闻出版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

规划领导小组批准， 颁布实施。 其后， 又陆续制定了国家古籍

整理出版 “十一五” 和 “十二五” 重点规划。 国家财政多次立

项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展针对性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工作，

文化部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专门设立全国唯一的行业古籍

保护中心， 国家先后投入中医药古籍保护专项经费超过 3000 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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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影印抢救濒危珍、 善、 孤本中医古籍 1640 余种， 开展了海

外中医古籍目录调研和孤本回归工作。 2010 年， 国家财政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安排国家公共卫生专项资金， 设立了 “中医

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 这是继 1982 ～ 1986 年第一

批、 第二批重要中医药古籍整理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古籍整理

工程， 重点整理新中国成立后未曾出版的重要古籍， 目标是形

成并普及规范的通行本、 传世本。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项目组特别成立了专家组， 承担

咨询和技术指导， 以及古籍出版之前的审定工作。 专家组中的

许多成员虽逾古稀之年， 但老骥伏枥， 孜孜不倦， 不仅对项目

进行宏观指导和质量把关， 更重要的是通过古籍整理， 以老带

新， 言传身教， 培养一批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后备人才， 促

进了中医药古籍保护和研究机构建设， 全面提升了我国中医药

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

作为项目组顾问之一， 我深感中医药古籍保护、 抢救与整

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也深知传承中医药古籍整理经验任

重而道远。 令人欣慰的是，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我看到了老中

青三代的紧密衔接， 看到了大家的坚持和努力， 看到了年轻一

代的成长。 相信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的将来会越来越好， 中医

药学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欣喜之余， 以是为序。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校

注

说

明

一    

校注说明

《本草乘雅半偈》， 明·卢之颐撰。 卢之颐， 字子繇， 亦作

子由， 别号晋公， 又自称芦中人。 浙江钱塘 （今杭州） 人， 约

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 （1599）， 卒于清康熙三年 （1664）。 父卢

复， 字不远， 号芷园， 明代名医， 精于医理， 兼通佛禅， 多有

著述。 之颐自幼随父学医， 并得王绍隆、 陈象先、 沈启翁等名

医传授。

卢复曾著 《本草纲目博议》， 未成而殁。 之颐秉父遗愿， 选

取 《本经》 及后世本草著作中的常用药物加以诠解， 历时 18

年， 于明崇祯十六年 （1643） 撰成 《本草乘雅》。 该书每药分

核、 参、 衍、 断四项加以诠释。 四数为 “乘” （ shèng 胜）， 诠

释名物曰 “雅”， 故名 《本草乘雅》。 次年 （1644） 付诸剞劂，

又次年 （1645） 因战乱逃离家园。 至清顺治三年 （1646） 归，

板帙零落殆尽， 经追忆， 重写了核、 参两项， 故名 《本草乘雅

半偈》。 偈为佛经中的唱颂词， 通常以四句为一偈。 因重新撰写

后只得各药核、 参、 衍、 断四项之半， 故曰 “半偈”。 《本草乘

雅半偈》 初稿约于清顺治四年 （1647） 完成， 之后刊行， 末附

《痎疟论疏》。 全书共 12 帙， 释药 355 种。 因版心有 “月枢阁”

三字， 故世称 “月枢阁” 本。 顺治十四年 （1657）， 卢氏在原有

基础上增释药物 46 种， 于顺治十五年 （1658） 第二次刊行。 此

次刊行仍用月枢阁原板， 主要是将新增补的部分替换了 《痎疟

论疏》。 因前后两次刊行均为月枢阁本， 版本特征极为相似， 为

加以区别， 本次整理称前者为 “初印本”， 称后者为 “增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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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本共释药 401 种， 所选药物以 《本经》 居多， 并于后

世本草著作中选取其精要者。 所释各药先标明出处， 次列药名、

气味、 主治等。 注释部分首为 “核曰”， 对该药名称、 产地、 种

类、 形态、 修治等内容加以诠解； 次为 “参曰”， 对该药功用加

以诠释， 其中常引卢复、 缪仲淳、 李时珍、 王绍隆诸家之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称其 “考据博洽， 辨论亦颇明晰， 于诸

家药品甄录颇严。 虽辞稍枝蔓， 而于本草究为有功”， 评价较为

中肯。

本书除清初先后两次刊行外， 其余均为抄本， 主要有 《四

库全书》 本 （以初印本为据， 简称 “四库本”）、 曹炳章抄本

（以增补本为据， 简称 “曹氏抄本”） 等。 因增补本是在初印本

基础上订补完善而成的， 故本次整理以顺治十五年 （1658） 月

枢阁增补本为底本。 具体校注原则如下：

1. 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 并加标点。

2. 异体字、 古字、 俗字径改， 不出注。 凡因文中释义所涉

而须保留原字者， 出注说明。

3. 通假字保留原字， 首见出注。 难字、 生僻字词酌予

注释。

4. 因该书大量节引、 转引、 意引他书， 凡不影响文义者一

般不予校勘。 若与所引内容有歧义或有碍阅读者， 则出校说明。

5. 底 本 眉 批， 今 以 校 注 形 式 移 于 当 页 页 脚， 前 加

“ [批]” 字。

6. 底本正文各药前均标示出处， 并单占一行， 如 “本经上

品” “宋开宝”， 药名与气味、 主治接排。 今将药物出处顶格单

排， 各药名居中单占一行， 以清眉目。 各药 “核曰” “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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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加标 “ 【】”， 以醒目易见。

7. 底本原有总目录及各帙分目录， 今删去各帙分目录。 因

原目录部分药名与正文互有差异， 且部分药名下有异名、 读音

等小字注， 凡此均于正文各药名下出注说明。 现目录依据正文

排定， 药名前出处保留原貌， 不排入目录。

8. 底本部分疑难字旁标有小字注释， 今移被注字后， 仍作

小字。

9. 底本除各帙外， 各药前尚有多处 “本草乘雅半偈 钱唐后

学卢之颐子繇核参” 字样， 今删。

10. 凡中医术语， 如身体部位名、 药名、 病证名等， 用字

前后不一者， 一般以当今通行写法律齐， 并于首见处出注说明。

11. 本书各药涉及大量地名， 或有偏僻者， 难以一一详考，

凡此均不出注。

12. 初印本原有沈 、 袁灿 “书乘雅半偈后”， 今作为附录

收入。 另将 《四库全书总目》 本书提要、 杭世骏 《道古堂文

集》 中的 “名医卢之颐传” 作为附录收入。

13. 为便于检索， 新编药名索引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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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雅半偈序

昔文殊拈药草示人曰： 此草能活人， 亦能杀人。 何居①乎

其能杀人？ 余见晚近活人者， 胸无 《农经》 ② 诸书， 而以人试

吾药， 安在夭札日消哉？ 独武林③卢子繇氏， 以其慈悯， 运其

智慧， 通览本草经四十余种， 采其中要药三百六十五品， 核之、

参之、 衍之、 断之以告世， 箴缕万状， 剖判百家， 纾一人之心

胸， 发后人之才识。 余欲举汉魏以下诸雅目之， 令神农家汰其

浮气， 厚其沉思， 聪明当自开发。 将见此草之但能活人， 赭

鞭④在手， 皆成春色。 顾夫核以代绘象， 参以研精微， 衍以破

拘挛， 断以定同异， 四者备而后乘之名立。 若犹为之中分也，

得无令拘方之士⑤增其窒碍、 善疑之子失其裁割乎？ 噫！ 此正

作者之苦心也。 不知者以为姑令人载半以去。 夫卢子则欲人碍

而得通、 疑而得悟耳。 诚碍而得通、 疑而得悟， 而后能等视洞

垣， 登斯民于寿域， 是卢子从大慈悯运其智慧， 即文殊拈草之

微机也。

周南李际期撰

①
②
③
④
⑤

何居 （ jī 机）： 何故。 居， 助词。
农经： 此为 《神农本草经》 之省称。
武林： 杭州之古称。
赭鞭： 相传为神农氏用以察验百草性味的赤色鞭子。
拘方之士： 拘泥刻板之人。 拘方， 拘守成见而不知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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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乘雅半偈叙

余盖素奇子繇， 云子繇之生奇甚， 祖心斋公急在得孙， 愿

以一周星①课② 《华严》 ③ 满一十二部。 于时灯香前即时时现一

童子相， 既满， 子繇生焉。 余托交子繇父不远， 事心斋公犹父

也。 闻是灵验， 甚诧其奇。 今读其所著 《本草乘雅半偈》， 则又

并奇其书， 而要之， 此即一大因缘矣。 尝考 《神农本经》 及隐

居 《别录》， 各三百六十五种， 唐以后无算。 子繇各取其要药，

而 《本经》 《别录》 十七， 合之得七八百种， 金石服食之类备

焉， 命之曰 《本草乘雅半偈》。 夫诠释名物之书皆以 “雅” 称，

独 《尔雅》 最为精核， 其余为 《翼》 为 《逸》， 为 《 广》 为

《埤》 ④， 不免信任睹闻， 阔略衡尺⑤， 故绳以得所， 间有失安。

乘雅名物， 即无同异乎？ 而子繇已悉为判滞⑥， 语无影撰⑦， 理

有宗本， 仰瞻姬公⑧， 虽不敢称敌拟， 亦庶几私学弟子矣。 名

“乘雅” 者， 数四曰乘， 如四矢、 四雁、 四马、 四丘， 佥以

“乘” 名， 而子繇之雅， 已备有核、 参、 衍、 断四则， 固不特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一周星： 一周年。
课： 抄录。
华严： 即 《华严经》， 全称 《大方广佛华严经》， 为大乘佛教的重要

经典。 有八十卷、 六十卷、 四十卷等不同汉译本。
为翼为逸为广为埤： 指诠释名物的四部书， 与 《尔雅》 同类。 翼，

即 《尔雅翼》， 宋代罗愿撰； 逸， 即 《逸雅》， 为 《释名》 的别称， 汉刘熙

撰； 广， 即 《广雅》， 三国张揖撰； 埤， 即 《埤雅》， 宋代陆佃撰。
阔略衡尺： 尺度宽松。 阔略， 简略。
判滞： 辨难释疑。
影撰： 据影而撰， 言不够真实， 犹捕风捉影。
姬公： 即周公姬旦。 相传 《尔雅》 乃周公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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