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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草文献是中医药研究者必须接触、认识的一类重要文献。
国内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不多，因此成为学习、研究中医药或其历史的一个难点。
作者在高校师资培训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研究王作经验，补充、整理，重点介绍、讨论本草文献
的结构、特点、重要内容、方法、注意事项等，编纂成一部研习本草文献的参考书，这也是我国本草
文献学的开创性著作。
全书共分4章，以中药发展历史为切入点，通过绪论、本草简史、本草文献的研究和应用、本草文献
中常遇到的问题等对本草、文献、本草文献、本草文献的发展、本草文献研究的方法和意义进行了由
浅入深的阐述。
本书内容翔实可信、语言精炼易懂，是研究我国本草文献的一本参考书，可供高等中医药学、医史文
献方面的学生、教师、研究人员参考，并为本科学生及研究生学习、选题提供启迪、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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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晓山，原籍河北省丰润县，男，汉族，1928年7月生，1954年毕业于大连医学院医学本科，毕业后在
原热河省立第一医院从事儿科临床5年。
1959年调至卫生部中医研究院西医学习中医班学习，1962年毕业。
毕业后分配该院中药研究所药理室工作，1987年任中药理论研究室主任。
2001年退休，退休前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药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部客座
教授；兼任中国药学会中药和天然药物学会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北京
分会理事；《中药通报》（中国中药杂志）编委、《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编委及《中医杂志》特
约编审。
发表论文200余篇，论文主要为中药理论、中药本草文献等类．此外，作者还主编《中药药性论》《中
药十八反研究》（前者获1994年首届医圣杯国际中医药学术著作评奖委员会一等奖、1996年第一届国
家医药管理局优秀图书二等奖）；论文《中药十八反新涵义的确认——妨害治疗》获首届“生命力杯
”世界传统医学优秀论文大奖赛金奖，参编《中华本草》（任编委和药性理论分编委主任编委）和《
中西医结合医学》。
获中国中医研究院成果奖3项，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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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本草简史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出现本草之前，就有了医药实践，就有了本草相关
理论的基础。
在漫长的本草发展历史过程中，本草又不断吸收、渗透不同地域、民族的医药实践、经验，乃至哲学
、科学理论、哲理，而发展、衍变，也形成众多支脉、交叉，又反过来对这些方面发生不同深度、层
次的影响。
　　在文字的“六书”中，最先出现的应该是象形，即“画成其物，随体诘诎（jie qu），日、月是也
”。
而形声字，所谓：“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则应在象形字之后。
药字是形声字，也应发生较晚，即在疗效认知以后，就是先人在认识有一类物质，可以治疗、解除病
痛，而笼统名之曰药。
先有药之名，然后有药之字。
　　古人是怎样认识、理解药的？
《古文尚书·说命》：“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chou，音抽）。
传说这是商代名相傅说（yu色，音悦）奉武丁（公元前1239—1181年）之命所作。
　　有人怀疑《古文尚书》为伪托。
但此语也见于《孟子》滕文公章句：“《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同见于《国语·楚语上》：“武丁于是作书⋯⋯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可知先秦时代已经流传这话。
　　这话的意思是说：用药如果达不到使人头目眩晕的效果，病就不能好。
药而致于眩晕，首先应该考虑到药的毒性作用。
《周礼·天官冢宰》：“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供）医事。
”郑玄注称：“药之物，恒多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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