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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说明

《本草辑要》为清·林玉友辑。林玉友,字渠清,号寸耕居

士。清代福建侯官 (今福建省福州市)人,具体生卒年月及事

迹不详。辑有 《本草伤寒辑要合编》,约成书于1786~1790年。

《本草辑要》全书六卷,分为水部、火部、土部、金部、石

部等32部,收录药物619种。各药下分述性味、归经、功效、

主治、制法、释义、附方等,资料多引自李时珍、汪昂等诸家

之书,虽略有阐发,但新意不多。

本书现存清道光十一年 (1831)寸耕堂刻本,内蒙古自治

区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均有收藏。国

家图书馆藏有 《本草伤寒辑要合编》的 《本草辑要》《伤寒方论

辑要》《医案》3部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和中国中医科学院

图书馆仅有 《本草伤寒辑要合编》的 《本草辑要》部分。此书

原题 《本草伤寒辑要合编》,扉页记有 “本草辑要,天德堂发

兑”字样。四周单边,每半叶8行,每行20字,黑口,版心刻

“本草辑要”卷数、部、页码,全书避讳 “玄”、“弘”字。

经仔细调查和比对,发现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国家图书

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三个藏本之间略有不同。如内蒙古

自治区图书馆藏本卷一之 “药性总义”在 “目录”之后,国家

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则在 “目录”之前;中国

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卷六正文之十七页药名顺序与对应目录

药名顺序不符;国家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卷六正文十

七页内容与目录相符等。

本次校注因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本版刻精良,内容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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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较少,因此选为底本;国家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

馆藏本为参校本;《本草纲目》《本草备要》等为他校本。依据

《中医药古籍整理细则》,采取以下校勘原则和体例:

1.全书采用简体横排及现代标点符号。

2.凡底本中字形属一般笔画之误,如日曰混淆、己巳不

分、人入误写等,均径改作正体字,不出校记。“玄”“弘”避

讳字,均径改,不出校记。凡底本中的异体字、古体字、俗写

字,统一以规范字律齐,不出校。如 “嚥”作 “咽”、 “欵”作

“款”、 “採”作 “采”等。 “藏”作 “五脏”或 “脏腑”之义

时,以 “脏”字律之。通假字一律保留,并出校记说明通假

关系。个别药名异体、正体等并见,字间相互阐释者,不作

改动。

3.底本中药物异名不影响原意者,不改;若属少见难懂

者,出注说明。若药物名称或病名多种混用者,以规范名律齐,

不出校。如文中 “栝楼”“栝蒌”“栝搂”并见,以 “栝楼”律

齐;“芦会” “芦荟”并见,以 “芦荟”律齐; “香需” “香薷”

并见,以 “香薷”律齐;“卮”“栀”并见,以 “栀”律齐;“薯

预”“薯蓣”并见,以 “薯蓣”律齐;“藿香”“霍香”并见,以

“藿香”律齐;“琐阳”“锁阳”并见,以 “锁阳”律齐;“代赭

(石)”“代頳”并见,以 “代赭 (石)”律齐; “磁石” “慈石”

并见,以 “磁石”律齐; “癫痫” “颠痫”并见,以 “癫痫”

律齐。

4.底本中引录他书文献,虽有删节或缩写,但不失原意,

不改。

5.原书目录在每卷之前,今一并置于正文之前,各卷不再

出现目录。若底本目录与正文不符,属目录有误者,据正文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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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不出校。

6.原书每卷之首有 “侯官林玉友渠清辑”,今一并删去。

7.对疑难冷僻字词,酌情加以注音并简要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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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辑要

汪氏 《本草备要》,释药释病,殊便医学。第于习用之品,

尚多未入。因取李氏 《本草纲目》、张氏① 《逢源》,辑其要者

六百余种,亦如 《纲目》之例分为三十二部。至以天灵盖、紫

河车等制治,戕人骨肉,食其同类,非仁者用心,兹宁缺而

不录。

林玉友撰

① 张氏:张璐,字路玉,晚号石顽老人。清朝初期江南长洲 (今江苏

苏州)人著 《医通》《诊宗三昧》《本经逢原》《千金方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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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一书,撰自轩皇,古今来增补著述者不啻数百家,

而求其渊博精详者,虽唐宋重修,皆有善本,《拾遗》《证类》,

俱称该洽①,终无如李氏 《纲目》格物穷理,可补 《尔雅》《诗

疏》之缺。第品类繁多,读之者每苦于不得其要,如涉海问津。

他如 《歌括》《药性赋》《蒙筌》等书,虽集其要,以便初学诵

读,然俱在李氏之先,纂古本而多所遗;即缪氏 《经疏》、汪氏

《备要》,皆为祖述 《纲目》而集其要,释药兼乎释病,以发前

人之所未发,而其要仍属多遗,读之者又限于一隅之见,弗获

触类而长,将何所折衷以归于至要,而为后学之津梁哉! 用是

搜讨群书,爰辑是编。自水土金石、禽兽虫鱼、果菜器物,以

及人身发肤垢腻,凡可以养生、可以疗病者,在所必录。上自

经史记载,下及诸子百家论说,凡有关于药性、有切于病情者,

靡不兼收。至于名近迂僻,类乎怪诞,及以人补人,如天灵盖与

紫河车,方饵用之,为自伤其类,则均所弗取。明其体,辨其

用,或理有未显,义有未尽,则征引互发以详其要之所归。正误

期于有本而有源,考据择其无偏而无倚。部虽分而类则聚,颇易

寻求;词或寡而语或详,总归包括。庶几其要无遗,俾读者既不

至于涉海问津,亦可以触类而长,或可为后学之津梁欤! 书始于

乾隆丙午春月,成于庚戌夏日。参订校字者则余次子徽琼也。

时乾隆庚戌中秋后二日寸耕居士林玉友渠清撰

① 该洽: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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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药性总义

卷之一

水部 五………………………

立春雨水 五………………

梅雨水 五…………………

液雨水 五…………………

潦水 五……………………

神水 六……………………

露水 六……………………

腊雪 六……………………

夏冰 六……………………

流水 七……………………

顺流水 七………………

急流水 七………………

逆流回澜水 七…………

甘烂水 七………………

井华水 八…………………

新汲井水 八………………

阿井泉 八…………………

范公泉 八…………………

温汤 九……………………

地浆 九……………………

百沸汤 九…………………

阴阳水 一○………………

黄齑水 一○………………

甑气水 一○………………

浸蓝水 一一………………

明水 一一…………………

诸水有毒 一一……………

火部 一二……………………

燧火 一二…………………

煤火薪火 一二……………

桑柴火 一二………………

炭火 一三…………………

芦火竹火 一三……………

艾火 一三…………………

神针火 一三………………

火针 一四…………………

灯火 一四…………………

土部 一五……………………

白垩 一五…………………

黄土 一五…………………

东壁土 一五………………

蚯蚓泥 一六………………

孩儿茶 一六………………

井底泥 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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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蛳泥 一六………………

伏龙肝 一六………………

墨 一七……………………

釜脐墨 一七………………

百草霜 一七………………

冬灰 一八…………………

金部 一八……………………

金 一八……………………

银 一八……………………

自然铜 一九………………

铜绿 一九…………………

古镜 一九…………………

锡铜镜鼻 一九…………

古文钱 二○………………

铅 二○……………………

铅丹 二○………………

密陀僧 二○………………

锡 二一……………………

铁 二一……………………

铁落 二一………………

铁精 二一………………

铁锈 二一………………

铁华粉 二一……………

针砂 二一………………

石部 二二……………………

玉 二二……………………

云母 二二…………………

白石英 二二………………

紫石英 二三………………

丹砂 二三…………………

水银 二四…………………

轻粉 二四…………………

雄黄 二四…………………

石膏 二五…………………

滑石 二七…………………

赤石脂 二七………………

炉甘石 二八………………

无名异 二八………………

石钟乳 二八………………

石灰 二九…………………

浮石 二九…………………

阳起石 三○………………

磁石 三○…………………

代赭石 三一………………

禹余粮 三一………………

空青 三二…………………

石胆 三二…………………

礜石 三二…………………

砒石 三二…………………

礞石 三三…………………

花乳石 三三………………

石蟹 三四…………………

石燕 三四…………………

卤石部 三四…………………

食盐 三四…………………

青盐 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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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精石 三六……………

朴硝芒硝 三六……………

玄明粉 三七………………

硇砂 三八…………………

蓬砂 三八…………………

石硫磺 三九………………

白矾 四○…………………

皂矾 四○…………………

鹼 四一……………………

卷之二

山草部 四二…………………

甘草 四二…………………

黄耆 四三…………………

人参 四四…………………

沙参 四六…………………

荠苨 四六…………………

桔梗 四七…………………

黄精 四八…………………

葳蕤 四八…………………

知母 四九…………………

肉苁蓉 四九………………

锁阳 五○…………………

天麻 五○…………………

白术 五○…………………

苍术 五一…………………

狗脊 五二…………………

贯众 五三…………………

巴戟天 五三………………

远志 五四…………………

淫羊藿 五四………………

仙茅 五五…………………

玄参 五五…………………

地榆 五五…………………

丹参 五六…………………

紫草 五六…………………

白头翁 五七………………

白及 五七…………………

三七 五七…………………

黄连 五八…………………

胡黄连 五九………………

黄芩 五九…………………

秦艽 六一…………………

柴胡 六一…………………

前胡 六三…………………

防风 六三…………………

独活 六四…………………

羌活 六四…………………

升麻 六五…………………

苦参 六六…………………

白鲜皮 六六………………

延胡索 六六………………

贝母 六七…………………

山慈姑 六八………………

白茅根 六八………………

龙胆草 六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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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辛 六九…………………

白微 七○…………………

白前 七○…………………

杜衡 七一…………………

芳草部 七一…………………

当归 七一…………………

芎 七二…………………

蛇床子 七三………………

藁本 七四…………………

白芷 七四…………………

白芍 七五…………………

牡丹皮 七六………………

木香 七七…………………

甘松香 七八………………

山柰 七八…………………

良姜 七八…………………

草豆蔻 七九………………

白豆蔻 七九………………

砂仁 七九…………………

益智子 八○………………

荜茇 八○…………………

肉豆蔻 八一………………

补骨脂 八一………………

姜黄 八二…………………

郁金 八二…………………

蓬莪荗 八三………………

荆三棱 八三………………

香附 八四…………………

藿香 八五…………………

兰草 八五…………………

泽兰 八六…………………

香薷 八六…………………

荆芥 八七…………………

薄荷 八八…………………

紫苏 八八…………………

鸡苏 八九…………………

卷之三

隰草部 九○…………………

甘菊花 九○………………

庵 子 九○…………………

艾叶 九一…………………

茵陈 九一…………………

青蒿 九二…………………

益母草 九二………………

夏枯草 九三………………

刘寄奴草 九三……………

旋覆花 九四………………

青箱子 九四………………

红花 九四…………………

大、小蓟 九五……………

续断 九五…………………

漏芦 九六…………………

苎麻根 九六………………

大青 九七…………………

胡卢巴 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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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蔺子 九七………………

牛蒡子 九七………………

苍耳子 九八………………

杜牛膝 九八………………

鹤虱 九八…………………

豨莶草 九九………………

芦根 九九…………………

芭蕉根 一○○……………

麻黄 一○○………………

木贼 一○一………………

灯心草 一○一……………

生地黄 一○一……………

干地黄 一○二……………

熟地黄 一○三……………

牛膝 一○三………………

紫菀 一○四………………

麦门冬 一○五……………

冬葵子 一○六……………

蜀葵花 一○六…………

款冬花 一○六……………

决明子 一○七……………

地肤子 一○七……………

瞿麦 一○八………………

王不留行 一○八…………

葶苈 一○八………………

车前草 一○九……………

马鞭草 一○九……………

旱莲草 一一○……………

连翘 一一○………………

青黛 一一○………………

蓼实 一一一………………

萹蓄 一一一………………

蒺藜子 一一一……………

谷精草 一一二……………

海金砂 一一二……………

紫花地丁 一一二…………

毒草部 一一三………………

大黄 一一三………………

商陆 一一三………………

茹 一一四…………………

大戟 一一四………………

泽漆 一一五………………

甘遂 一一五………………

续随子 一一六……………

蓖麻子 一一六……………

常山 一一七………………

藜芦 一一八………………

附子 一一八………………

草乌头 一二○……………

白附子 一二○……………

天南星 一二一……………

半夏 一二一………………

射干 一二四………………

芫花 一二四………………

荛花 一二五………………

茵芋 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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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 一二五………………

蔓草部 一二五………………

菟丝子 一二五……………

五味子 一二六……………

覆盆子 一二六……………

使君子 一二七……………

木鳖子 一二七……………

马兜铃 一二七……………

预知子 一二八……………

牵牛子 一二八……………

凌霄花 一二九……………

蔷薇根 一二九……………

栝楼仁 一二九……………

天花粉 一三○……………

王瓜 一三○………………

葛根 一三○………………

天门冬 一三一……………

百部 一三二………………

何首乌 一三二……………

萆薢 一三三………………

土茯苓 一三四……………

白敛 一三四………………

山豆根 一三五……………

威灵仙 一三五……………

茜草 一三六………………

防己 一三六………………

木通 一三七………………

通草 一三八………………

钓藤钩 一三八……………

金银花 一三八……………

天仙藤 一三九……………

水草部 一三九………………

泽泻 一三九………………

石菖蒲 一四○……………

蒲黄 一四一………………

浮萍 一四一………………

海藻 一四二………………

海带 一四二………………

昆布 一四二………………

石草部 一四二………………

石斛 一四二………………

骨碎补 一四三……………

石韦 一四三………………

苔草部 一四四………………

卷柏 一四四………………

马勃 一四四………………

卷之四

谷部 一四五…………………

胡麻 一四五………………

亚麻 一四五………………

大麻仁 一四五……………

小麦 一四六………………

面 一四六………………

浮小麦 一四六…………

麦麸 一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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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 一四七………………

荞麦 一四七………………

糯米 一四七………………

粳米 一四七………………

陈廪头 一四八…………

舂杵头糠 一四八………

米粃 一四八……………

淅二泔 一四八…………

黍 一四八…………………

稷 一四八…………………

粟米 一四九………………

薏苡仁 一五○……………

御米壳 一五○……………

黑大豆 一五一……………

黄大豆 一五一……………

赤小豆 一五一……………

绿豆 一五二………………

粉 一五二………………

白豆 一五二………………

蚕豆 一五二………………

豇豆 一五三………………

白扁豆 一五三……………

刀豆 一五三………………

淡豆豉 一五四……………

豆腐 一五四………………

小麦曲 一五四……………

神曲 一五五………………

红曲 一五五………………

谷芽 一五五………………

麦芽 一五六………………

饴糖 一五六………………

酱 一五六…………………

醋 一五六…………………

酒 一五七…………………

酒糟 一五七………………

醋糟 一五八……………

菜部 一五八…………………

韭 一五八…………………

葱 一五九…………………

薤 一六○…………………

大蒜 一六○………………

芸薹 一六○………………

白芥子 一六一……………

蔓菁子 一六一……………

根 一六一………………

莱菔 一六一………………

莱菔子 一六二…………

生姜 一六二………………

姜皮 一六三……………

干姜、黑姜 一六三………

胡荽 一六四………………

茴香 一六四………………

大茴 一六四……………

小茴 一六四……………

苋菜 一六五………………

苋实 一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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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齿苋 一六五……………

苦菜 一六五………………

蒲公英 一六五……………

芋子 一六六………………

山药 一六六………………

百合 一六七………………

茄根 一六七………………

茄子 一六七……………

冬瓜 一六七………………

子 一六七………………

丝瓜 一六七………………

苦瓜 一六八………………

紫菜 一六八………………

木耳 一六八………………

桑耳 一六八……………

香蕈 一六八………………

果部 一六九…………………

李根白皮 一六九…………

杏仁 一六九………………

巴旦杏仁 一六九………

乌梅 一六九………………

桃仁 一七○………………

桃花 一七一……………

桃叶 一七一……………

栗 一七一…………………

大枣 一七一………………

梨 一七二…………………

木瓜 一七二………………

山查 一七三………………

柿干 一七三………………

柿霜 一七四……………

柿蒂 一七四……………

石榴皮 一七四……………

陈皮 一七四………………

橘皮 一七五……………

橘核 一七五……………

橘叶 一七五……………

青皮 一七五………………

枇杷叶 一七六……………

白果 一七七………………

浆 一七七………………

胡桃 一七七………………

荔枝核 一七八……………

龙眼肉 一七八……………

橄榄 一七八………………

榧实 一七九………………

海松子 一七九……………

槟榔 一七九………………

大腹皮 一八○……………

枳椇子 一八○……………

甜瓜蒂 一八○……………

西瓜 一八一………………

甘蔗 一八一………………

莲子 一八二………………

藕节 一八二………………

莲蕊须 一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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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叶 一八三………………

蔆 一八三…………………

芡实 一八三………………

荸脐 一八四………………

柰 一八四…………………

柑皮 一八四………………

橙核 一八五………………

柚皮 一八五………………

佛手柑 一八五……………

金橘 一八五………………

杨梅 一八五………………

根皮 一八五……………

核仁 一八五……………

无花果 一八五……………

蒲桃 一八六………………

榛子 一八六………………

落花生 一八六……………

味果部 一八七………………

川椒 一八七………………

胡椒 一八七………………

吴茱萸 一八八……………

茶 一八九…………………

卷之五

香木部 一九○………………

柏子仁 一九○……………

侧柏叶 一九○……………

松脂 一九一………………

松节 一九一………………

松毛 一九一……………

杉木 一九一………………

肉桂 一九二………………

桂心 一九二………………

桂枝 一九三………………

辛夷 一九三………………

沉香 一九四………………

丁香 一九四………………

檀香 一九五………………

降真香 一九五……………

乌药 一九五………………

枫香脂 一九六……………

乳香 一九六………………

没药 一九六………………

血竭 一九七………………

苏合香 一九七……………

冰片 一九七………………

樟脑 一九八………………

阿魏 一九八………………

芦荟 一九九………………

胡桐泪 一九九……………

乔木部 一九九………………

黄 一九九…………………

根 二○一………………

厚朴 二○一………………

杜仲 二○一………………

椿樗白皮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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