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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农本草经疏》为明·缪希雍撰，初刻于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是明代学术价值仅次于《本
草纲目》的一部临床用药专著。
全书30卷。
前2卷为总论，有药学专论33篇，阐述临床用药原则，提出著名的治吐血三要，每多新见。
各论28卷，载药495种（多取《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之药）。
各药分三项：“疏”，阐发药性功治之理；“主治参互”，列述配伍及实用方；“简误”，提示用药
易混误之处。
《神农本草经疏》重在阐述临床用药之理，多结合作者丰富的用药经验，正如缪氏在《神农本草经疏
》自序中说：“据经以疏义，缘义以致用，参互以尽其详，简误以防其失”，有其独到之处，对明末
以后中医临床药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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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受邪为本，现证为标；五虚为本，五邪为标。
譬夫腹胀由于湿者，其来必速，当利水除湿，则胀自止，是标急于本也，当先治其标。
若因脾虚，渐成胀满，夜剧昼静，病属于阴，当补脾阴；夜静昼剧，病属于阳，当益脾气。
是病从本生，本急于标也，当先治其本。
举一为例，舸类推矣。
　　病属于虚，宜治以缓。
虚者精气夺也。
若属沉痼，亦必从缓。
治虚无速法，亦无巧法。
盖病已沉痼，凡欲施治，宜有次第，故亦无速法。
病属于实，宜治以急。
实者，邪气胜也，邪不速逐，则为害滋蔓，故治实无迟法，亦无巧法。
此病缓急一定之法也。
　　药性差别论　　药有五味，中涵四气，一因气味而成性。
合气与味及性而论，其为差别，本自多途。
其间厚薄多少，单用互兼，各各不同，良难究竟。
是故经曰：五味之变，不可胜穷。
此方剂之本也。
阴阳二象，实为之纲纪焉。
咸味本水，苦味本火，酸味本木，甘味本土，辛味本金，此五味之常也。
及其变也，有神明之用焉。
今姑陈其略以明之：　　第准经文，同一苦寒也，黄芩则燥，天冬则润，芦荟能消，黄檗能补，黄连
止泻，大黄下通，柴胡苦寒而升，龙胆苦寒而降。
同一咸也，泽泻则泻，苁蓉则补，海藻、昆布则消而软坚，马茎、鹿茸则补而生齿。
同一酸也，硫黄味酸而热，空青味酸而寒。
甘合辛而发散为阳，甘合酸而收敛为阴。
人参、黄耆，阳也，甘温以除大热；地黄、五昧，阴也，甘酸以敛阴精。
聊采数端，引以为例。
如斯之类，难可枚举。
良由气味互兼，性质各异，参合多少，制用全殊。
所以穷五味之变，明药物之能。
厥有旨哉！
顾其用纷错，其道渊微，可以意知，难以言尽。
非由妙悟，则物不从心。
固将拯熏民于夭枉，宜寤寐乎兹篇。
　　脏气法时并四气所　　伤药随所感论　　夫四时之气。
行乎天地之间。
人处气交之中，亦必因之而感者，其常也。
春气生而升，夏气长而散，长夏之气化而软，秋气收而敛，冬气藏而沉。
人身之气，自然相通。
是故生者顺之，长者敷之，化者坚之，收者肃之，藏者固之。
此药之顺乎天者也。
春温夏热，元气外泄，阴精不足，药宜养阴；秋凉冬寒，阳气潜藏，勿轻开通，药宜养阳。
此药之因时制用，补不足以和其气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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