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药史纪年

陈新谦编著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登记证号I (京)075号

内害撞事

本书上起传说中的远古时代，下迄1983年，接年记载我国数

千年来药学领城比较重要的历支事件，并加以必要搞途.全书共

收标目 1612条，内容较为丰富。书后附有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人

名、书刊名等索引以及古近代中药店名素引，现代药学机构、科

研成果等索引，检察称便.

本书可供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中医中药人员、医药院校路

生饲读、参考.

中华药史纪年
陈新谦编著

• 
中自医药科技出版挂 出版
〈北京西豆f1外北礼士路甲38号〉

{邮政编码 100810) 

黯北省昌黎县邱踹厂 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铺

• 
开本787 x 1092mm1 1 u 邱张151 /.

字数342千字印数: 1200 
1994年 5 月第 1 版 1994年 5 是第 1 次邱腾

ISBN 7-5067-1024-2/R'0910 

定价. 15.00元



序

药学的发展，与其他科学技术-拌，是有一定的历史续

来性的.今天的药学，正是由过去喝药学发展而来.研究我

国药学发展的历史，了解它的过去，可作为今天的错盏，起

至.1) ..温故知新'的作踊.研究药学史均重要性在于此;作者

巍巍本书的主要萄的匙，在于此.

妃年性著作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必要的工具。我雷药学史

牟札久远，史籍法繁，事连综错，有必要把头绪纷繁苟药学

历史亨件，提绢捕姿，编次年蜀，以各栓离参考。这对于继

承我国宝贵传医药遗产，对于茹学史的研究与普及，都是有

积极作Jfl持.

本书上起传说中的远古时代，下这1983年(这一年是伟

大医药学家李时珍逝世390周年，也是中菌药学会药史学会

成主的一年)，共收载标码 1612 条，其中古代 (~1840) 420 

条，近代(1840~1949) 311 条，现，我( 1949~1983) 881 

条。在体锦方岳，以编年体为主，袭来纪事本末之长。作者

注圈花几千年来我国药学领域比较重要的历史亨钟，按把年

代玛颇序，加以就理编嚣。有一些药支事件〈主要是古代

的〉发生时间尚难以确定，只能提出一时间莲圈;有的别林

明存疑，以待他写考定。几近年旦药支重要砖究成果以及考

古发据资料，本书尽量收入，垂在纠谬补缺，成 JJ保其科学

性和知识性.

我国古远在特别是古代茹学支，可以说是一部主妥记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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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方剂等方面著述的历史，民此在古近代特别走古代史:

中，有较多篇辑用以叙运本草方养j著作及其摆若者，是难以飞

遭克的.但这并未妨碍作者尽量[4己其他重要史实一一到入，

琪求尽可能做到反映历史的全轨。

为便于捡索，为使所载1军史资特能为读者克分利用，作

者在书本撞到了古代，近代主现饨的人息、表(到}名、其

他(包括重大勇史事件、革学幸1\.梅等等〉苟索引。在古、近

代部分，还增加了中药店〈厂〉名索引，在现代部分增加了

药学机构、科研成果马全国性学术会议等索引，

本书所提文献资料为数甚多 j 难以一-l1J举，仅在必要

时针对某些史实，警在丈内或当页下flJ 出 e 有的参考书刊，自

多处引用，立书刊名校长，故采用了高写.例如， <(当我‘中

嚣的医药事业>> (齐谋甲主酶， 1988年出版〉简作"当代 "F

《历代中主号文献精辑)) (尚志钧、林乾良、郑全生芳，

1989) 窍作"精华" 在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医药公F

司等皇岛芳， 1988) I育作"上海史"; ((宁国古扎墨学)) (赵

壤猾芳， 1983) 简作"古医勺《中蜀近代药学支}) (琼新

禄、张天禄编芳. 1992) 离持"近代史勺((中国科学技术丈

穗芳 〈林石熊、范楚玉等结芳， 1984) 琦作"中科" (其土

骑窝作"中科上"，下册简作 6中科下" ); (<中国药学年

墨(1980-82) 辛 〈彭司勘主编， 1 9'83) 简作"年鉴 (80~

82)" ({中国药学史针>> (莓愚主编， 1984) 需作"史料勺

《中盟医学史}} (鼠志亚主皇岛， 1991) f，号、作"墨学史"

《中药简史辛〈北京中医学挽1957年和蝠， 1960) 南作"简

史" ; ({上海中蓝药杂志》篱作"上中医"; ((药学通报》

羁待"药逼"J ({浙江中医杂志》高作‘浙'f屋"; {<中或r

药研究E 椅作?或研飞《中国药学杂志》离作。"药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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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离作必药志(增); ((中华运史杂志》萄作"庭主";

《号7 m.杂志》需作"中医'-f 当夜 173" ，即该书173 页 z

"主中医1985; (1): 25" 即该杂志1985年第 1 期 25 页，其

他书刊仿此。

承末之琪教授审阅本书书稿，中国药学会主&辑出版工作

委员会及张天禄结审、幸捷副主高审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

持，均在此表示哀心感谢。

本书难克尚有不足不妥之处，热切期待专家、读者的指

正.

陈新谦

1993年 5 月 1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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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古战z 上古期

第一节 夏代以前(约公元，前2140年
以前) (1) 

根据古人类学研究的资料，世界上制造工骂的人的出现

最旱大约距今300余万年，在我们中医这块大地上，约170万

年在i前已经有了人类。他妇学会、用简单的石器和骨器，后来

还学会用火。

我幻的祖先进入原始民族社会大致在距今一二万年以

前，这时;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石器和月'器的稍作大有进

步p 人告〕丛 :jf采莱莉lEiY猪。及至反族社会;三期，石器、骨

器的种类主如索多， iiî~作更加精蝠，这时人i71 己知筒养家畜

和转挡在 jf二椅，并开始定居，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亚取代了采

集布狞浩经济。我国历史上传说前伏慧、神农、黄帝、尧、

舜，可能就生活在这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人们通过生产实践(采集、持浩、种植农

作物、饲养家畜)逐步认识了古拉汗的一些事物包括药物

〈撞辑药，动号费药) ，并开始在1宗这方面的知识C 2 ). 

J' :. 

(1)夏、商、周代的年号折俨公元系参考将伯赞主编((中外历主主在卖声，

<þ华书局. 1961 

C 2) 中科1:， 1 

• 1 w 



公元前2140年( ? )以前〈夏代以前〉

1001药物知识的起漂我们祖先在觅求食物，采集野

果、种子等等的过程中，有时会误食某整有毒的植物，发生

呕吐、搜泻甚至昏迷、死亡。有时也会由于偶然吃了某种植

物，使哩哇或艘湾被轻甚至消除。他们正是通过无数次这样的

生产生活实践者3长期的积累，才逐渐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有

害，哪些植物能治好疾病。我国古代传说"神农"尝百草"

E商遇七十毒"。把人们经过长期积累的知识归于"持农"一

人当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其中也包含着合理的部分，

即反映了人们在长期采集食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

药的知识。通过渔猎、畜牧和制造工具等生产实践，人妇还

表累了不少关于动物药和矿物药的知识( 1 )0 药物知识就是

由此职累雨来的E 23. 

第二节 夏商〈约前2140年~前 1077年〉

从公元前2200年左右起，我国原始民族社会逐渐解体，

出现了有阶级部奴隶制社会。作为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是

所谓夏代"私天下"的建立。( 3 ) 

约在公元首2140年，禹(传说为黄帝之玄孙〉治水成

(1)夏代以前和夏商量才期的医药概况，由于缺少主攘的文献资料，往往只能

根据考古发掘的片断遗物或后没某些研究结果去进行分析，有的还只能依靠推

论。
(2) 中科上. 3 

(3) 祖传在夏禹以前，天下是传资不传子，例如尧U:天下子舜，舜让天下子
然，因此称为"公天下"实际上是原始社会各部落酋长或其联盟的领导者推逸
'巨边的一种反映。夏属以后才产生7父子相传自专制度。

2 • 



功，受舜禅， NP天子位，国号为夏。禹死窟，其子启在茹兴

奴隶主贵族的拥戴下，继承了禹的职位。从此，原先部落联

盟会议民主推选首领的"禅让"制，开始变为父死传子的

"世袭"制"公天于"让位给"在天下".

夏代从禹开始，到架灭亡，共，400多年。

公元前1711年左右，商汤择:黯了夏架，建立起商朝的统

治，到商纣为用所灭(前1066年) ，共 600 多年。这期剖，

是我国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的时期。

自夏代以来?生产工具逐步 æ石器进化为青锅器，农业

生产有了发展，手工业和货物交易逐渐兴起。到了商代，经

济、文化更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从现代发掘出来的青铜器、

甲骨文字和其也许多文化遗功中都可得到证明。

由于黯级社会的建立，统治者为了巩固她们的统治地

位，大力提倡鬼神迷信. fI f1~是"天帝"的儿子( "天

子)是

了一亲科种r忏1吟4特寺殊阶层， I1P 自称能 μ与鬼神交通"的巫， 成为统治

者欺辑人民的帮子。既谓巫匠，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并兴盛

起来的，他们垄断了治病的一切权利。

这一时期已能造涯，当时酒主要供祭程与饮用，也开始

用于治藉。传说伊尹创制汤跤，据考当时的汤液可能也是一.

种酒( 1 )。提据考古资料，当时己知应用朱砂，并且可能已

知道使用一些植物种子如桃仁、奇ß李仁等治病。

前2140年仔)------前1066年 (1 )(夏~商〉

1002罩巫不分夏斋时期，跑着祖先崇拜、宗教意识的

(1)医.l!!19a" (3) 川 50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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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益放厚，自称能"通鬼神"的巫在社会上逐黯居于权威地

位。当时人们相信疾病是由于鬼神或祖先作祟引起的，因此

需要依靠巫的祈祷活动去治病消灾，这在商代出土的甲骨文

中反映得非常清楚。甲骨文记述疾病的 400 余←辞中，几乎

全部都是祈求先提或鬼神的宠若、以治疗疾病的内容。当时医

疗活动全部为巫蔚掌握，巫那是医，医巫:不分。巫治病主要

依靠祈祷祭祀，医疗水平银银下.

1003夏1tB能造渣 在我国，后谷物酿酒，历史已相当

您久。摄据考古学者的研究F 在新石器晚期部龙山文住遗址

'中，曾发现银多商制语器。"令仪款作酒……进之禹" (1) 

这个记载虽未卦可靠，但多数学者仍相信夏代己能造酒。

1004商代的酿酒业商代农业生产有了显著发展。农产

品的增多使酿酒业的发展有了物mt基础。段人快活成风，商

纣曾造"肉林酒沽" 卡辞有不少关于酒祭:能记载;在高 f-e

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有许多酒器;遗址中还友现有lW母和酿

酒作坊( 2 )0 这望都表明离ft己有了一定规模的酿造业。

1005涯用于治病 "警"字从"茵" (古"菌"字与酒

通) ，表明上古时酒为医不可缺少之物，当然，活在当时主

要是供饮用与第祀，但也用于治病，如《内经>>: "上古圣

人作汤:在瞎踵，……那气时二三原之万全"。 ES3

1006巫与药物商代巫医不分，治疗与迷信活动在一

起。不过有的巫在采吊祈祷形式的同时也开始使用一些药物

治病o {<由海经》中说z 有巫咸、巫彭等十巫，由于他们可

与"大荒由"上的神灵梧通 ， E吁以"从此升降，百药爱

(1 ) ((战国策·魏策》

( 2) 问北省考古研究所，蔬城台商海{t遗址、文物出版社， 1985 I 99J 193-6 

(3) <<东问·汤滚雪E蕴论》

.. ... 



在"f13.又说"开明之京有巫彭、巫抵，……皆操不死之

药……气 2)。这表现当时确已积累了一定的药物知识和搜踊

经验。

1007植健伊雪创髓汤液相传商裙名臣伊究创制汤液.

《史记·殷本纪》有"伊尹……以滋味说汤"的记载， <<汉书·

艺文志>>.著录"弱液经三十二卷FPP 并请汤液经又名伊尹汤

滚。晋裙皇甫谧《甲乙经·序》还明磅指出"伊尹以亚圣

之才撰后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有人摄据《史记》及《吕

132 春秩>> ，认为伊尹既精子烹调，.-豆亦通医道，因此'他把如
工食物的经验，用之于如工药物，创越弱滚〈部汤刻〉是有

可能的.

{旦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汤滚的创制是无数先民通

过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从采药与烹调逐步积累的经验中发展

宿采p 绝非伊尹个人蔚为。成书年代运早于《甲乙经》的

《内经)) ，只说"上吉圣人作汤掖"，而从未提及"伊尹"

二字，因此有关伊尹偌能汤蔽的说法，分明是皇甫遥从部分

传追中穿凿附会而来E33.

另外有人还提出，汤夜并非药物汤剂，自《内经》有

云..为五谷汤液及磨踵，奈何?歧馆对日z 必以韬米，放

::1稻薪。"可见扬液租陪醒同样是五谷蒸煮而成，并非自草

药煎熬丽成。张景岳茹注云"汤液醒醒，皆酒之属"。

汤:夜是酒还可用《内经》的另两句话来证明"上古圣人作

汤液翠醒，为而不用"， "以为备耳"。如果汤液不是酒而

是未经发酵的稳食rr液，是不可能长期贮存"为顶不居"、

(1) <<山海经·大荒离经事

(2) (<山海经·海内ï!!î经》

(3) 医5主 198叠( 3) • 152。医学史.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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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备耳"的.商时巫视盛行，伊尹本人即是操巫术的"同

衡.. ({<史话·殷本纪>): <<伊尹名阿衡" ) ，因此伊尹运

用其烹琵技术，熟谷为酒，用于挺神，比他用药物煎煮成弱

剂但更接近于实舔.即使伊尹真想煎煮草药丽成药剂，从本

草学友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条件也还是不成熟的，理为

《神农本草经》一书显然是后人托名之作，伊尹根本谈不上

?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被"甚至就连成书晚于商代的《内

经》尚短于此道，方不过几个，药不过数种而 e.c 1 ). 

1008甲骨文中的浩癖之物 甲骨文中有许多病名，但未

见药名，仅发现有"东用鱼"和"暴秉枣"的记载。按

"痕"意为身腹疾"费"为疤，织可说房殷人己知应用某

些食物ìli3 治疾病( 2 ). 

1009甲骨文中的"曹其涯" 甲文中有"塑其酒"太甲

……"的记载( 3 )0 按"整"指以百草之香，郁金合百自在之

〈班固《白虎通义.专黯)) ) ，可见"瞿其摇"即是

制备芳香的酒，很可能是屑于祭神的。太甲为汤之孀长弃，

其时约在公元前1690年左右。

1010朱砂的应用 河南去阻殷墟出土能甲骨片，上有红

色或黑色涂料，经近代化学分析，证明红色涂料是硫化素Eii

朱砂，黑色涂料是氧化硅和炭( 4 )。又安自1离代妇好基曾出

土一套大的玉样臼(1976) ，样身与自内高留存有朱砂疫

迹。这些均说晓当时已有朱主要、供用。

1011植物染料的在周 旋蓝为最早利用的一种染料，

( 1 )医.lI:.198幻( 3) 门肘。医学.lË • 53 

( 2 )医虫1986 ， (1)'15. 浙中医1985 ， (1) I 415 

( 3 )罗振玉. <<.ft撞书契部编E

( 4 )支料.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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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启灌薯蓝" (<<夏小正>) ) ，说明夏代己能种撞

蓝草了。茜草则是商局时期染红色的主要染料( 1 '0 
1012商代可能应眉桃仁等治霸 王973年在河北囊蜻台西

村商代遗址的晚期层内发现撞物种子，共35枚，经鉴定主要

是桃仁和部李仁，外形都比较完整，是剥完后贮留下来的。

据今人分析，桃仁与部李仁者E巳录~壳，作为种子结可能性

小;又二者都能致泻，作为食用的可能性亦不大;很有可能

是作为药房，治疗便秘之类疾病的〈幻。遗址中还发班有

枣、大麻子、，人工培植的酵母以及酿酒作坊( 3 )0 

第三节 西周春秋战国〈约前1066年

~前221年〉

属王朝建立于公无前1066年左右，到公元前770 年周平

王东迂时止，史称"西周"，约共300年。i 西题是一个强盛

的奴隶制国家，经济较高代有较大的发展，呈现出更如繁荣

的景象。

周乎王东迂雄邑以后，史称"东周'.从此王室日益衰

徽，各诸候国称雄喜ru据，相互兼辞，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

"春秋" (前770年~前476年) "战国" (前 475 年~前 221

年)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散j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

革时代。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统一了全中国。

这一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逐渐推广，农业生产前进

步，手工业的逐渐专业化，货物交换日趋萦多，因商出现了
,,,,-

(1)中将上. 82 

( 2 ，文物1974， (8 )li' 

( 3 )洞北省考古研究房，襄城台重要商代遗址r 文输出版社， 1985 叶窜，

'9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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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经济，商业也就日益发震起来。文化思想主面，春秋以

后，由于最高统治者周天子的威信动摇，巫的势力渐趋下

降，天文、历算以及对自然界的那.察研究逐步摆胧了迷信支

持的在桔。于是医药与巫祝开始分离，人衍对药物的认识达

到进一步的提高，认识和使用的药物品种日益增多j 应用去

勃的莲围和方法都有所发展，接着方剂也出现了。从成书于

本时期的《内经》看，已开始有了应用药物的基本理论基

约前1-066年~前221年〈西周~战国〉

1013层与巫开始分离 在西周以后，特别是到了春秋后

期，由于同王室衰攘，天子成{言不撮， λ们对天帝鬼神的注

f言开始动摇，于是自称"能通鬼神"的巫医的势力也日渐衰

落。主时!5国的子产就说过:疾病是"出人饮食哀乐之事毡，

由)11星庭之静又何与焉" (1)? 齐国的管仲也曾说"死生

命毡，苛病夫也。君不任ji:命，守其本，茄持常之巫，被束

以此无不为也" (2)。可见当时已有人不相信鬼神致病的东

话。实际上，这个时窥医与豆己开始分离，如《周扎>) (3) 

担巫视到于"春言'大宗馅"职宫中，面医师y!~属"天官家

宰"管辖，其宫朝分类已属不窍系统。又据《黑字l}> ，当时

建立了一套医政每织，把医结为食医、疾医、窃医〈外科彷

科医〉、兽医，此外还建立了一套医事考核制度，表明在医

(1)转 51!!! 1<中雷哲学史讲授提纲"，载《新建哉" 19::;7年第 2 期

( 2 ) ((吕民春秋·知接第》

( 3) {(黑手L>>为搜集属王室宫锐和战理对代各国制度等而成始汇编，传为

属公作。但据考证，可能为占主理时骂起作品，其所载医宫系统和医学知识，都带

有春秋战国的对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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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建制上已有了一定发展。

同时，职业医家也开始出来向巫视摇旗，如秦国的军和 jJ
提出，疾莉的发生是由于 6 六涅句太过，这个说法与疾病医

鬼神作祟而起的观点显然是对立的。著名军家扁鹊〈秦越

人〉更提出病有"六不治"， "信巫不信屋"即其一，反映

当时医与F究的对立.

1014 <<诗经》涉及不少药物 《诗经》大致是西周初至春

款中叶的作品，收载植物约170余种(一说约130余种) .可

供药用的约50余种，如苯吉〈车前〉、卖〈泽泻〉、薇〈自

薇}、萎{萎蓄〉、革〈益母草〉、艾电寂(大豆)、葛、

苓(甘草) .;'苓(黄苓〉、莞〈白芷〉、革{乌头)、存

菜、藏(捍苹)、蔑〈水藻〉、茨〈襄寨〉、茹莓〈茜

草)、骂(桑寄生〉、商〈青蔷〉、苟药毛荼(苦菜〉、茅、

莱茵{苇〉、蒲{茧蒲〉、若(凌霄}、宜 i寐)子、荷

花、秀要(远志〉、兰 cm;t 兰)、把(棉花〉、桃、拍、

有〈马鞭草〉、椒〈秦椒)、扭〈女贞子)、桂(茵河

和白、桑、木瓜、唐〈芫丝子}、果赢(括楼)、高〈员

母)、枣、谷(蜡实〉、黯壶(壶芦)、卷耳、漆、强〈苦

瓜〉、台〈香黯〉等。书中还提到80余种动物秸上十种矿

物，其中也有不少可作药mú宫，如伊威{地整虫〉、鸣娓，

(蝉〉、歪(蝠〉、路搏、蛇、鳖、撞〈据石〉、厉石等.

书中以药用撞物命题的篇章有"卷耳"、 "末富"、 "木

凰"、 a菜蔬"等等。"采采末吉、薄言采之……"，咏唱:

车前揭采集; "果赢之实，亦施于字"卜"伊威在室.. -

'，玲涌房前屋后有括楼，室内可以找到地鳖阜，书中还:

对一些动植物的生长环捷、采集季节、产地、食用功效等都

有所叙述，倒如"于诅来囊，南商之滨"， 461有扶苏，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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