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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证类本草》由宋朝唐慎微著，郭君双等人校注。
它是我国宋代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由国家主持编修的一部本草专著，在中国医学史上，特别是本草
文献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部传承性极强的中医药经典之作。

《证类本草》在金元时期又再次编修，增入《本草衍义》，书名为《重修政和经史备用本草》。
全书三十卷。
序例两卷：记录该书编纂始末、体例，以及有关药物应用配伍、汤散应用原则、剂量标准等药物理论
的论述。
卷三至三十，按照药物性质、产地、采摘时间、与相近似药物的鉴别及药用价值等，进行了系统的分
类记录：卷三至五，玉石部上中下品，计253种；卷六至十一，草部上中下品，计447
种；卷十二至十四，木部上中下品，计263种；卷十五，人部，计25种；卷十六至十八，兽部上中下品
，计58种；卷十九，禽部三品，计56种；卷二十至二十二，虫鱼部上中下品，计187种；卷二十三果部
三品，计53种；卷二十四至二十六，米谷部上中下品，计48种；卷二十七至二十九，菜部上中下品，
计65种；卷三十，“《本经》、《本草图经》”外，草类、木蔓类，计100种；“有名未用”者，计
194种。
全书共收载《嘉祜补注本草》药物1118种，《证类本草》新增628种，唐本退 20种，新退1种，总
计1746种。

《证类本草》一书历史跨度大，涉及范围广，堪称百科博物学。
内容上涵盖了自汉代《神农本草经》、魏晋时期陶宏景《本草经集注》、李唐《唐修本草》、《蜀本
草》，乃至宋代《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嘉祜重定本草》等主流本草内容，展现了本草
学发展轨迹。
另外，药物条下附入《本草衍义》内容，帮助辨别药物真伪及实用价值上有所帮助。

该书引入唐人《图经本草》、蜀本《图经》及宋臣《本草图经》内容，使是书具有一图一药图文并茂
的特征。
绘图采用写实工笔画，形象较为逼真，为《中草药鉴定学》、《中草药栽培学》等学科界定基原、植
物科属品种演变规律提供了一定的研究价值，也为今后医药食物品种的开发与利用拓宽了诸多空间。
本书是一部值得学习、收藏的经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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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宋代)唐慎微 编者：吴少祯 注释 解说词：郭君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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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目录
第一卷
  序例上
第二卷
  序例下
  解百药及金石等毒例
  服药食忌例
  凡药不宜入汤酒者
第三卷
  玉石部上品七十三种
第四卷
  玉石部中品总八十七种
第五卷
  玉石部下品总九十三种
第六卷
  草部上品之上总八十七种
第七卷
  草部上品之下总五三种
第八卷
  草部中品之上总六十二种
第九卷
  草部中品之下总七十八种
第十卷
  草部下品上总六十二种
第十一卷
  草部下品之下总一百五种
第十二卷
  木部上品总七二种
第十三卷
  木部中品总九十二种
第十四卷
  木部下品总九十九种
第十五卷
  人部总二十五种
第十六卷
  曾部上品总二十种
第十七卷
  兽部中品总一十七种
第十八卷
  兽部下品总二十一种
第十九卷
  禽部三品总五十六种
第二十卷
  虫鱼部上品总五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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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卷
  虫鱼中品总五十六种
第二十二卷
  虫部下品总八十一种
第二十三卷
  果部三品总五十三种
第二十四卷
  米谷部上品总七种
第二十五卷
  米谷部中品总二十三种
第二十六卷
  米谷下品总一十八种
第二十七卷
  菜部上品总三十种
第二十八卷
  菜部中品总一十三种
第二十九卷
  菜部下品总二十二种
第三十卷
卷终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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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种并不入药，而俗人亦用山驴角者。
今用细如人指，长四五寸，蹙文细者。
南山、商、浙间大有。
今出梁州、直州、洋州亦贡之。
今按：《陈藏器本草》云：羚羊角，主溪毒及惊悸，烦闷，卧不安，心胸间恶气毒，瘰疬。
肉，主蛇咬，恶疮。
山羊、山驴、羚羊，三种相似，医工所用，但信市人，遂令汤丸或致乖舛。
且羚羊角有神，夜宿以角挂树不著地。
但取角弯中深锐紧小，犹有挂痕者即是真，慢无痕者非，作此分别，余无他异。
真角，耳边听之集集鸣者良。
陶云一角者，谬也。
臣禹锡等谨按《药性论》云：羚羊角，臣，味甘。
能治一切热毒风攻注，中恶毒风，卒死昏乱不识人，散产后血冲心烦闷，烧末酒服之。
主小儿惊痫，治山瘴，能散恶血。
烧灰治噎塞不通。
孟诜云：羚①羊，北人多食。
南人食之，免为蛇虫所伤。
和五味子炒之，投酒中经宿，饮之治筋骨急强，中风。
又，角，主中风筋挛，附骨疼痛，生摩和水涂肿上及恶疮，良。
又，卒热闷，屑作末，研和少蜜服。
亦治热毒痢及血痢。
《图经》日：羚羊角，出石城山谷及华阴山，今秦、陇、龙、蜀、金、商州山中皆有之。
戎人多捕得来货，其形似羊也，青而大，其角长一二尺，有节如人手指握痕，又至坚劲。
今入药者皆用此角。
谨按：《尔雅》云：羚，大羊。
塬，如羊。
郭璞注云：羚，似羊而大，角圆锐，好在山崖间。
辣似吴羊而大角，角椭，出西方。
许慎注《说文解字》云：羚，大羊而细角。
陶隐居以角多节，蹙蹙圆绕者为羚羊，而角极长，惟一边有节，节亦疏大者为山羊。
山羊，即《尔雅》所谓辣羊也。
唐注以一边有蹙文又疏慢者为山驴角，云时人亦用之。
又以细如人指，长四五寸，蹙文细者为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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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名著:证类本草》由宋朝唐慎微著，郭君双等人校注。
全书三十卷，载药1746种，引用文史及医用文献247家。
是书自监本开刊以来，金元明清四朝多有翻刻整理，流传十分广泛，形成了我国本草学研究的重要文
本。
这次“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名著”《证类本草》点校本，我们选用的底本为金刻本，即《重
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它是目前保存宋以前本草文献最为完整、体例最严谨，刊刻精美颇具宋代监本特质的版本。
图谱绘制是金代著名工匠姜一刀所刻，出品人是金·平阳府著名出版家张存惠。
后跋是宋臣派往金协助修史文学家宇文虚中所写(《金史》卷七十九有传)。
在结构上保留了《大观本草》以前本草著作的内容外，并入宋臣通直郎添差充收买药材所辨验药材寇
宗夷《本草衍义》内容。
从而使此书在实用性、药材辨伪、定度是非上很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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