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明：犀牛、羚羊、虎等均為珍稀保護動物，在中藥製劑中與之相關的藥

物只能採用替代品。本書中只對所涉及的相關藥物作藥性及功能的介紹。

對待動物須遵守各地相關法律。



代  序

只為中醫太美

我之所以摯愛中醫文化，只因為它真的很美。

幾千年的中華傳統文化浸潤濡養著中醫這棵寶樹奇葩，無論是基礎理

論，還是用藥治則，無不閃爍著哲學的思辨之美。作為中醫理論核心的整

體觀，不僅將人看作一個整體來考量，還將人置身於浩瀚宇宙，看成是自

然界中的一部分，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這正是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

體現。熱者寒之、寒者熱之、虛者補之等治則，以藥性偏頗來糾正人體偏

頗的原則，則展現了儒家智慧的光芒。五行的相生、相剋、相乘、相侮、

對立、制約與依存，看似玄而又玄，但又無處不反映著樸素的真理。七情

配伍，相使、相須、相惡、相殺，一方之中竟是排兵佈陣般的謹慎嚴密，

大氣渾然，每一方不知包蘊了多少哲理。

大道至簡，至簡則美。中醫所蘊含的道理是深刻的，但表現形式卻極

為簡單，其診斷、用藥都體現了至簡之美。老中醫看病，無須拍 X 光片，

不用做 CT、磁共振及各種程序複雜的檢查，藉助醫者的感官和手指的感

覺，通過望、聞、問、切就能查明病因，判斷病情。中醫用藥，雖然有很

多繁複的藥方，但也有許多簡便有效的單方、偏方和代藥的食方，將藥物

對人體的損害降到了最低。中醫將疾病和自然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很多

藥物都是就地取材，隨手可得，一塊生薑、一綹香菜、一頭大蒜、一把食

鹽，在中醫師的手中都可能是最有效的治病良藥。中醫已經將「簡」的妙

處運用到了極致。

一藥一法盡得自然之美。傳統中醫取法自然，以事半功倍、至簡、至

效和對人體傷害最小為最終的追求。同樣治病，中醫也許是一帖膏藥、幾

次火罐、簡單的針灸就可以治癒，且不傷及人的根本。同樣用藥，中藥多



來源於自然界的動植物，煎煎煮煮，很少化學合成，對人體的不良反應也

大大降低。

中醫太美。這樣的瑰寶、國粹，應該推廣之，宣傳之，發揚之，讓更

多的人了解中醫，喜歡中醫，應該是每一個中醫人的責任和使命。

看到羅兄贈我的「《圖解中醫》系列叢書」，我的耳目為之一新，彷

彿看到了宣傳普及中醫的一片新天地。這套書的作者和策劃者們以普及中

醫理念為己任，以弘揚中醫文化為目標，將傳統的中醫內容用最為輕鬆活

潑的漫畫形式表現了出來，構思巧妙，匠心獨運。每一幅畫圖、每一段文

字，都力求最簡省、最通俗地表達深奧繁複的中醫理論，讓讀者不必再咀

嚼拗口的詞句，無須再琢磨難懂的話語，在興味和樂趣中感受中醫的真諦，

獲得快樂的閱讀體驗。

我相信這套書能如其「後記」所言，讓您在閱讀之後，「一定會為中

醫國粹的精湛神奇而感慨，一定會為古人的聰慧睿智而動容，為燦爛的中

華文明而心生一分自豪之情」，從而「生發出對中醫的研究之心、探索之

意」，甚至「能由此積極宣傳推廣中醫，讓更多的人來了解它，學習它，

發掘它」。

梁冬



前  言

用圖解解讀中醫

五千年歲月流轉，積累了中醫的博大內涵。

五千年千錘百鍊，鑄就了中醫的完備體系。

五千年大浪淘沙，沉澱出中醫的精粹風華。

五千年風雨滄桑，古老的中醫曾經擔負著中華民族繁衍昌盛的大任，

推動著華夏文明的車輪，轉動不息。

如今，隨著人們對健康的熱切追求，隨著中國文化影響力的不斷增強，

古老的中醫，歷久彌新，正煥發出更加迷人的風采和勃勃生機。

然而，正因其古老，會有許多生澀的語言詞彙讓人難以理解；正因其

古老，會有許多深刻的思想理論無法被人領悟。怎樣打破形式的束縛，突

破理解的障礙，讓中醫為更多國人所接受，讓中醫國粹真正走出國門，走

向世界，是中醫文化傳播者的當務之急。

深思熟慮之下，我們選擇了用鮮活生動的圖解來傳達中醫的精湛深

邃，化深奧晦澀為淺顯易懂，變生硬解釋為生動演繹。同時，圖解的幽默

元素，還會使讀者在感受中醫、學習中醫的餘韻之中，品味生活的歡愉和

閱讀的樂趣。

這，就是我們奉獻給您的用圖解完美解讀中醫的圖書—《圖解中醫》

系列叢書。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能為您敲開中醫的大門，能讓您有更大的熱情學

習這門古老的文化。我們也希望，這套書能突破國家的界限，超越語言的

阻障，跨越古今時空，飛越千山萬水，將古老而深邃的中醫文化撒播到每

個人的心田。

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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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中藥

中藥，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應用的藥物，包括中藥材、中藥飲片和中成藥等。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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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來源

中藥的取材較為廣泛，主要來源於天然藥及其加工品，包括植物藥、動物

藥、礦物藥及部分化學製品類藥物、生物製品類藥物。

中藥的主要來源

植
物
藥

動
物
藥

礦
物
藥

中藥的取材較為廣泛，主要來源於植物藥、

動物藥、礦物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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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來源

植物藥．動物藥

植物藥主要來自野生植物、栽培植物的全株、器官或組織。動物藥來自野生

動物、飼養動物，主要包括蟲類的全體，除去內臟的動物乾全體，動物體的

一部分，動物的病理、生理產物，動物體的加工製品等。

野生人蔘（野山蔘）：

是在自然狀態下野生

的人蔘，生長年限由

幾十年到上百年不等，

產量很少，是人蔘中的 

珍品。

野 山 蔘 蘆 頭 * 長 ， 蘆 

碗 * 密 ; 蔘體與根莖等

長，呈人形，橫體，較

短；主根上的橫紋細密

清楚，顏色較深；皮細

而韌；珍珠疙瘩多且明

顯易見。

鹿茸：是雄鹿未長成

硬骨的嫩角，帶茸毛，

含血液，具有很強的滋

補強身作用，是極為貴

重的中藥，用作滋補強 

壯劑。

從來源看，鹿茸分為花

鹿茸 ( 黃毛茸 ) 和馬鹿

茸 ( 青毛茸 ) 兩種；從

採收方式看，分為砍茸

和鋸茸；從形態看，分

為鞍子、二槓、掛角、

三岔、花砍茸、蓮花等

多種。

牛黃：別名醜寶，是

黃牛或水牛乾燥的膽囊

結石。牛黃，有解熱、

解毒、定驚的功效。內

服可治高熱、神志昏

迷、癲狂、小兒驚風；

外用可治咽喉腫痛、口

瘡癰腫。

天然牛黃珍貴而稀少，

價格堪比黃金，現在多

代之以人工牛黃。

完整的牛黃多為卵形，

質輕，表面呈金黃至黃

褐色，細膩而有光澤。

鹿茸 牛黃栽培人蔘野生人蔘

植物藥 動物藥

*	蘆頭：人蔘的根莖，也稱地下莖，即根頂端的細長部分，俗稱「蘆頭」。

*	蘆碗：人蔘根莖上莖痕。人蔘每年秋季地上部分脫落，在根莖上就會留下一個莖痕。蘆碗的數量隨蔘齡的增加而增加，

是鑒別蔘齡長短的主要標誌。

栽培人蔘（園蔘）：

是人工栽培的人蔘，從

種到收需五六年以上時

間，產量較大，藥用價

值不如野山蔘。

園蔘蘆頭短，蘆碗少；

蔘體呈圓柱形，八字分

開，順體，較長；主根

上的橫紋稀疏，且不連

續；皮粗而脆，珍珠疙

瘩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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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砂：主要成分為硫化

汞，來源於硫化汞天然礦

石。挖取礦石後，選取質

地純淨的部分，除去含鐵

的雜質，用水淘淨雜石和

泥沙，得到朱砂。

朱 砂 常 見 的 形 態 為 顆 粒

狀、粉末狀或塊片狀，表

面鮮紅色或暗紅色，條痕

紅色至褐紅色，有光澤。

質重而脆。無臭，無味。

朱砂外用能抑制或殺滅皮

膚細菌和寄生蟲，是硫化

汞的天然礦石。

芒硝：是硫酸鹽類礦物芒硝

經加工精製而成的結晶體。

將天然芒硝（土硝）加水溶

解，濾去雜質，將濾液加熱濃

縮，冷卻析出的結晶，便是 

芒硝。

芒硝呈棱柱狀、長方形或不規

則粒狀。無色透明或類白色半

透明。質脆易碎，斷面有玻璃

樣光澤，斷口呈貝殼狀。

氣微，味苦、鹹。有溫中、消

食、逐水、緩瀉的功效，可治

療胃脘痞、水腫、閉經、便秘

等證。

煅磁石：將刷淨的磁石

砸碎，置放在坩堝內，在

無煙的爐火中煅紅透，取

出 ， 立 即 倒 入 醋 盆 內 淬

酥，搗碎，再煅淬一次，

取出，曬乾，研成細末。

中藥來源

礦物藥

礦物是由於地質作用形成的天然單質或化合物。藥用礦物類中藥包括原礦

物、礦物的加工品、動物骨骼的化石等。

朱砂 芒硝 煅磁石

礦物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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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學的發展演進

幾千年來，我國人民在長期與疾病作鬥爭的過程中，逐漸積累了大量的中醫

藥學典籍，這些典籍在總結、流傳和推廣前人的中醫藥知識上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因為中藥裡草類藥物佔了大多數，所以記載藥物的書籍便被稱為「本

草」。據考證，秦漢以來，本草便已廣泛流行，但多數都已亡佚，無從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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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看，本草學的發展軌跡基本遵循著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的規

律而發生發展，並與社會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密切相關，是

兼具系統性、科學性和實踐性的經驗總結，是值得後人研究、學習、傳承的

知識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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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發展史

原始時期

原始社會，我們的祖先主要從事食物採集和狩獵活動，很容易因誤食而中

毒。為了避免發生危險，他們學會了辨別和選擇食物，並發現了可以治病的

藥物，逐步形成了最初的藥物知識，這便是中藥的起源。

傳說，遠古時候，人們生食野果、野菜，甚至動物，經常發生患病甚至中毒的慘

劇。人類祖先神農氏為救治百姓，跋山涉水，嚐遍百草，雖然他歷經了無數險阻，

甚至「一日遇七十二毒」，但終於區別了可以吃的食物和可以治病的藥物。後來，

他被人們奉為「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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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發展史

夏商時期

夏代藥物發展的標誌是酒的出現。人們由野果、穀物的自然發酵得到啟示，

逐步發明並掌握了釀酒技術。酒的出現將醫藥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商代對醫

藥的發展以伊尹作湯液為標誌。

酒不僅是美味的飲料，更有溫通血脈、行藥勢和溶媒等多方面作用，還可以製藥

酒。所以，世人將酒譽為「百藥之長」。

湯液的出現，不僅服用方便，提高了療效，且降低了藥物的毒副作用，同時也促進

了復方藥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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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發展史

西周時期

西周時期，醫藥制度逐步健全起來，藥物應用也逐漸複雜起來。正式有文字

可考的藥學記載也出現在西周，如《尚書．說命篇》、《周禮．天官冢宰下》。

《詩經》《山海經》雖不是藥物專著，但其中也介紹了許多藥物。

名    稱：《詩經》

地    位：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我國最早記載治病藥物的書籍。

成書時間：西周

作    者：《詩經》的作者成分複雜，除了周王朝的樂官、公卿、列士，還有許多是民間的民眾。

書中收載 100 餘種藥用的動、植物名稱。例如，芍藥、枸杞、蒼耳、鯉魚、荇菜，並且記載了某些

品種的採集、形狀、產地及服用的季節等內容。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詩經．卷耳》

其中的「卷耳」就是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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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發展史

秦漢時期

醫藥書籍不僅總結了前人經驗，更便於醫學知識的推廣流傳。據考證，秦漢

之際，本草類書籍已較多，可惜大部分都已亡佚。現存的最早本草著作為《神

農本草經》。

名    稱：《神農本草經》

地    位：中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首創了功能分類方法。

成書時間：說法不一，或謂成於秦漢時期，或謂成於戰國時期。

作    者：該書不是出於一時一人之手，是秦漢時期眾多醫家對中草藥的第一次系統總結。人們

借用神農遍嚐百草的傳說，將此書冠以神農之名，因此命名為《神農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簡稱《本草經》或《本經》，全書共 3 卷，載藥 365 種（植物藥 252 種，動物藥

67 種，礦物藥 46 種），分上、中、下三品。上品 120 種為君，無毒，主養命；中品 120 種為臣，

無毒或有毒，主養性；下品 125 種為佐使，多有毒，不可久服。

書中簡要記述了用藥的基本理論，如有毒無毒、四氣五味、配伍法度、服藥方法及丸、散、膏、酒

等劑型。

書中每味藥下依次介紹正名、性味、主治功能及生長環境等，部分藥物還附有產地。

《神農本草經》文字簡練古樸，為中藥理論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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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發展史

兩晉南北朝時期

南北朝時期，梁代陶弘景對《神農本草經》進行了整理和補充，撰寫成著名

的《本草經集注》，對魏晉以來 300 多年間中藥學的發展做了比較全面的總

結。南朝劉宋時代雷敩著成我國第一步藥物炮製專著《雷公炮炙論》。

名    稱：《本草經集注》

地    位：首創了按藥物的自然屬性和治療屬性分類的新方法。

成書時間：南北朝

作    者：陶弘景

《本草經集注》，載藥數目 730 種。增列了「諸病通用藥」「解百毒及金石等毒例」「服藥食忌例」。

本書共 7 卷，載藥 730 種，分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 7 類。這是藥物分

類的一個進步，但每類之中仍分三品。

每藥之下不但對原有的性味、功能與主治有所補充，並增加了產地、採集時間和加工方法等，大大

豐富了《神農本草經》的內容。

本書影響廣泛，唐代的《新修本草》就是在此書基礎上補充修訂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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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發展史

隋唐時期

唐顯慶四年（公元 659 年），官方頒佈了《新修本草》（又稱《唐本草》），

這是世界上公開頒佈的最早的藥典。唐開元年間的《本草拾遺》和五代時期

的《蜀本草》也是比較著名且對後世影響較大的本草著作。

名    稱：《新修本草》

地    位：是中國甚至世界最早的一部由政府修訂、頒行的藥典。

成書時間：公元 657－659 年

作    者：官修中藥著作，唐代蘇敬等撰。

本書本草 20 卷，目錄 1 卷，藥圖 25 卷，圖經 7 卷，共計 53 卷。

書中記載藥物 844 種，其中不乏外來藥品，如安息香、龍腦香、胡椒、訶黎勒等。

本書圖文對照，便於學習。這種編寫方法，開創了藥學著作的先例。

本書被唐朝政府規定為學醫者的必讀書，在海外（如日本）也流傳較廣。

本書對我國藥學的發展有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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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發展史

宋金元時期

宋代，科技發展、臨床醫學的進步使藥學得到了蓬勃的發展，湧現了一批著

名的本草作品，如《開寶本草》《嘉祐本草》《圖經本草》《證類本草》等。元

代，忽思慧的飲食療法專著《飲膳正要》在現代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同時，

對藥性理論的研究也有了長足的發展。

名    稱：《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簡稱《證類本草》）

地    位：本草學研究的範本之一

成書時間：1082 年

作    者：唐慎微

唐慎微遍覽群書，在《嘉祐本草》《圖經本草》的基礎上編撰成《證類本草》。

全書 33 卷，載藥 1558 種，較《嘉祐本草》《圖經本草》前增加了 476 種，附方 3000 餘首。

方例是藥物功能的直接例證，每味藥物附有圖譜。這種方藥兼收，圖文並茂的編寫體例，較前代本

草著作又有所進步，且保存了民間的豐富經驗。

本書在集合千人著作大成方面貢獻突出，為後世保存了大量古代方藥的寶貴文獻。

本書使我國大型骨幹本草編寫格局臻於完備，為後來《本草綱目》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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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發展史

明代

明代，醫藥知識不斷豐富，宋代的《證類本草》已經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了。

醫藥學家李時珍窮盡畢生精力，親身實踐，廣收博採，實地考察，對本草學

進行了全面的整理總結，耗費 27 年心血，編撰成舉世聞名的中藥學著作《本

草綱目》。

名    稱：《本草綱目》

地    位：集中國 16 世紀以前藥學成就之大成。

成書時間：初稿 1578 年，定稿 1592 年，出版 1596 年。

作    者：李時珍

《本草綱目》共 52 卷，載有藥物 1892 種，其中載有新藥 374 種，收集醫方 11096 個、1160 幅

精美的插圖，約 190 萬字，分為 16 部、60 類。

每種藥物分列釋名、集解、正誤、修治、氣味、主治、發明、附方等項。

全書收錄植物藥有 881 種，附錄 61 種，共 942 種，再加上具名未用植物 153 種，共計 1095

種，佔全部藥物總數的 58%。

李時珍把植物分為草部、穀部、菜部、果部、本部 5 部，又把草部分為山草、芳草、隰草、毒草、

蔓草、水草、石草、苔草、雜草等 9 類。

《本草綱目》不僅總結了我國 16 世紀以前的藥物學知識，而且還廣泛介紹了植物學、動物學、礦物

學、冶金學等多學科知識，其影響遠遠超出了本草學範圍，是我國大型骨幹本草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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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植物名實圖考》

地    位：我國 19 世紀重要植物學著作，也是我國第一部地區性植物志。

成書時間：清 1848 年

作    者：吳其浚

全書 7 萬餘字，38 卷，記載植物 1714 種，分穀、蔬、山草、隰草，石草（包括苔蘚）、水草（包

括藻類）、蔓草、芳草、毒草、群芳（包括寄生在一些木類上的擔子菌）等 12 類。每類列若干種，

每種重點敘述名稱、形、色、味、品種、生活習性和用途等，並附圖 1800 餘幅。

所載植物，多根據作者親自觀察和訪問所得，並繪有精圖，擇要記載形態、顏色、性味、用途及藥

用價值，凡前代本草中有過記載的植物，均予收錄。

該書比《本草綱目》晚 270 多年，收錄的植物增加 519 種。

《植物名實圖考》對醫藥、農林以及園藝等方面也提供了可貴的史料，是中國古代一部科學價值比

較高的植物學專著或藥用植物志。

中藥發展史

清代

清代道光年間，吳其浚編撰成《植物名實圖考》。此書實現了由單純實用性向

植物學著作的過渡，很接近現代的植物志，為後人進一步研究中國植物提供

了寶貴資料，對中藥的研究起了很大推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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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草、莖枝及葉類藥物多在夏秋季節採集。

多年生的草本，應割取地上部分，如益母

草、薄荷等。

花類藥物多在花蕾時期或剛開時採集，以免香味失

散、花瓣散落，影響質量，如金銀花、月季花等。

植物的花期一般很短，有的要分次及時採集，如紅花

要採花冠由黃變紅的花瓣，花粉粒需盛開時採收。

根和根莖類藥物多在秋季，且地上部分開始枯萎或早春植物抽苗時採集，因為這時植物的

養分多貯藏在根或根莖部，摘得的藥物產量高，質量好。多數根及根莖類藥物需生長一年

或二年以上才能採收供藥用。

中藥的採集

植物類藥採集原則

全草、莖枝及葉類藥物多在夏秋季節採集，採摘的部分根據植株的具體情況

而定；根和根莖類藥物多在秋季採集；花類藥物多在花蕾初綻或未綻時採摘，

遵循分次、及時採摘的原則。

莖 較 柔 弱 、 植 物 矮 小 且 必

須帶根用的藥物，需連根拔

起，如垂盆草、紫花地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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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皮和根皮類藥

物春夏間剝取。

這時正值植物生

長旺盛期，漿液

較 多 ， 容 易 剝

離，如杜仲、黃

柏等。

果實類藥物在果實成

熟時採集（青皮採用

其未成熟果實）。

種子類藥物完全成熟後

採集。

成熟後易散落的種子，

如牽牛子等，應在果實

成熟而未開裂時採集。
既用全草又用種子的藥物

可在種子成熟時割取全

草，將種子打下後分別曬

乾貯藏，如車前草和車前

子等。

果實類藥物，多應在果實成熟時採集；種子類藥物，多應在種子完全成熟後

採集；既用全草也用種子的藥物，可在種子成熟時，割取全草，將種子打下

後分別曬乾貯藏；樹皮和根皮類藥物，多應在春夏間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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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藏在地下的小動物，宜在夏秋季捕捉，

如蚯蚓、蟋蟀等。

鹿茸必須在雄鹿幼角末角化時

採取。

大型動物，雖四季皆可捕捉，但一般宜

在秋冬季獵取。

中藥的採集

動物類藥採集原則

潛藏在地下的小動物，宜在夏秋季捕捉，如蚯蚓、蟋蟀等；大型動物，雖四季

皆可捕捉，但一般宜在秋冬季獵取，不過鹿茸必須在雄鹿幼角未角化時採取。



後  記

我們的心願

掩卷遐思，感慨油然。

五千年的中醫精粹，僅一套書無法描摹它的深沉厚重；

五千年的智慧結晶，僅一套書無法盡現它的博大精深；

五千年的風雨滄桑，僅一套書無法力傳它的慷慨悲憫。

然而，我們相信，您讀完這套書，一定會為中醫國粹的精湛神奇而感 

慨，一定會為古人的聰慧睿智而動容，為燦爛的中華文明而心生一分自豪

之情。

如果您會由此生發出對中醫的研究之心、探索之意；

如果您能由此積極宣傳推廣中醫，讓更多的人來了解它，學習它，發

掘它，那麼，我們的心願也就滿足了。

編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