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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如果没有在长期的

从医
!

研究和考察过程中探究

出一套切实可行的
!

符合科学

研究基本要求的思维方式和工

作方法
"

就不可能完成
#

本草纲

目
$

这样的巨著
"

这正是李时珍

留给后人的又一笔宝贵财富
%

以曼陀罗花为例
"

曼陀罗

花是一种常在武打小说中出现

的植物
"

具有麻醉作用
&

然而由

于方言
'

记载等各方面的原因
"

在李时珍之前
"

中医药界已经

不知道曼陀罗花到底是哪种植

物了
"

直到李时珍到武当山访

问药农
"

才重新判定了这味重

要的药物
&

李时珍在当地了解

到
"

武当山有一种叫做风茄儿

的药就是曼陀罗花
"

为了判明

曼陀罗花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

功效
"

李时珍拿自己的身体做

了试验
&

传说中描写曼陀罗花
"

(

此花笑采酿酒饮
"

令人笑
)

舞

采酿酒饮
"

令人舞
*%

意思是能

使人产生幻象
"

神乎其神
%

而李

时珍试验的结果是
(

予尝试者
"

饮须半酣
"

更令一人或笑或舞

引之
"

乃验也
*%

李时珍采来曼

陀罗花后酿成酒
"

喝到半醉半

醒之间
"

找一个人在自己面前

哈哈笑
"

这时李时珍会跟着一

起笑
"

否则无用
%

李时珍冒着生

命危险
"

验证出曼陀罗花的麻

醉作用必须有外界的引导
"

并

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神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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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慧眼的李时珍把经史

百家
'

俚谚民谣和稗官野史中

的零碎资料收集起来
"

加以综

合分类判别
"

用自己的方法沙

里淘金
"

从而得到了很多意想

不到的成果
%

何首乌的来历和

特性就是李时珍通过对古代史

籍的考证搞明白的
%

传说唐代

有个姓何的人因不能生育一怒

之下出家
"

法名能嗣
%

一天晚

上
"

能嗣睡在山野里
"

见夜色里

有两株藤
"

相距三尺相缠相绕
%

能嗣腹中饥饿
"

就把这两株藤

的根挖出来吃了下去
%

谁知这

一吃
"

竟然头发变黑
"

连生数

子
"

而且父子的寿命都超过
!"#

岁
"

而他的孙子就叫何首乌
"

因

此何首乌替换了
(

夜交藤
*

这个

植物本来的名字
"

被人们所熟

知
%

李时珍利用这个美妙的故

事加上自己的医学实验
"

判明

何首乌
(

益血气
"

黑须发
"

悦颜

色
"

久服长筋骨
"

益精髓
"

延年

不老
*%

李时珍广泛收集古药方
"

博采众家之长
"

面对浩瀚的古

籍以及民间秘方
"

李时珍用科

学的研究方法
"

去伪存真
'

去粗

取精
%

举一个例子
"

有个人喝醉

了酒
"

一头扎到稻田里
"

喝了稻

田里的水
"

把蚂蟥也喝到了肚

子里
%

这个人喝下蚂蟥后胸胀

腹痛
"

面黄肌瘦
"

怎么也医不

好
%

一天
"

这个人外出口渴
"

找

不到水
"

看到一户人家有一盆

脏水
"

就喝了下去
%

谁料这个人

喝的是染布的蓝靛水
"

意外地

把肚子里的蚂蟥杀死了
"

从此

以后肚子再也不疼了
%

通过这

则故事
"

李时珍认定染布的蓝

靛水具有杀虫功效
%

李时珍生活在明嘉靖时

期
"

皇帝笃信巫术
"

希望通过炼

丹而羽化成仙
"

长生不老
%

在皇

帝的影响下
"

百姓也都信奉巫

术
"

远离医术
%

李时珍坚持科学

严谨的态度
"

耗费毕生心血著

就了传世经典
+

本草纲目
$"

并

在书中对巫术进行了批判
%

第一
"

批判菌桂长生说
%

道

教典籍认为吃菌桂
$

年
"

就可

以步行水上
"

长生不老
%

李时珍

根据医学经验
"

承认菌桂可以

(

主治百病
"

善精神
"

和颜色
"

为

诸药先聘通使
*%

意思是菌桂对

所有的病都有一定的疗效
"

可

以善精神
"

但他对服菌桂可以

长生不老的说法嗤之以鼻
%

第二
"

批判水银长生说
%

在

炼丹术里
"

最重要的药物就是

水银
"

认为经常服用可以成仙
%

李时珍对此非常不认同
,-

水银

乃至阴之精
"

阴毒之物
"

无似之

者
"

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
"

致成

废笃而丧厥躯
"

不知若干人

矣
% *

李时珍明确指出水银是有

害的
%

第三
"

批判饮茶轻身换骨
%

按照仙家的说法
"

饮茶可以轻

身换骨
"

得道成仙
%

李时珍认

为
,(

茶苦而寒
"

阴中之阴
"

沉

也
"

降也
"

最能降火
% *

意思是茶

属阴性
"

能降火
%

但对于虚寒及

血弱之人
"

则
(

饮之既久
"

则脾

胃恶寒
"

元气暗损
*%

意思是虚

寒血弱的人长时间饮茶
"

会损

伤脾胃
"

元气大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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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虽然批判道教中的

迷信成分
"

但对于道教中传承

了数千年的精华
"

却采取了吸

收的态度
"

甚至还从道教传说

中感悟出了一些医学的道理
%

道教经典
+

抱朴子
$

里有个故

事
"

有个相国叫张文蔚
"

他的花

园里有一窝黄鼠狼
%

一天
"

老黄

鼠狼出去觅食
"

把
%

只小黄鼠

狼留在窝里
"

这时一条蛇爬进

去
"

把
%

只小黄鼠狼吞到了肚

子里
%

老黄鼠狼回来后
"

发现洞

里有蛇
"

于是趴在洞口
"

等蛇爬

出来的时候
"

一口把蛇咬成两

截
"

从蛇肚里救出了
%

只小黄

鼠狼
%

救出来后
"

老黄鼠狼马上

嚼烂很多大豆叶
"

敷在小黄鼠

狼身上
"

不久
"

%

只小黄鼠狼恢

复了健康
%

从这个故事中
"

李时

珍悟出大豆叶能够治疗蛇伤
%

根据这个故事
"

李时珍加

以试验
"

并在
+

本草纲目
$

里留

下一句话
, (

后人以豆叶治蛇

咬
"

盖本于此
% *

意思是后来人

们用大豆叶治蛇咬
"

大概根据

就在这里吧
%

李时珍通过历史

考证的方法
"

从民间传说和历

史记载中发现新的药物
'

新的

药方
"

并不断地完善中医药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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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

对
+

本草纲目
$

赞不绝口
"

称它

是
(

!"

世纪中国百科全书
*%

达

尔文在研究进化论的过程中有

过一篇重要的文章
"

名为
+

动物

和植物在家养环境下的变异
$"

这是一篇经典的论文
"

文章里

引用的资料就来自于
+

本草纲

目
$%

由此可见
"

李时珍在
+

本草

纲目
$

里所收集的资料
"

对达尔

文这样的科学巨匠都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和启发
%

研究李时珍的著名专家唐

明邦教授曾经这样评价李时

珍
,(

李时珍对后世的影响
"

除

了医学
'

药学
'

博物学等方面
"

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坚忍不

拔
'

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
)

实事

求是
'

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
)

救

死扶伤
'

与人为善的高尚医

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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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

李时珍的影响依然

存在
"

本文选取几本与李时珍

及
+

本草纲目
$

有关的著作
"

来

证明这一观点
%

要说明的是
"

+

百家讲坛
$

着重从历史和文化

的角度来解读李时珍
"

以下提

到的药方
"

请在听从医生的建

议后服用
%

现代人不能接受衰老
"+

名

医李时珍
...

抗衰老良方
$

这

部书就是从李时珍身上汲取智

慧
"

帮助人们延缓衰老
%

书中提

到一服安神益气方
"

用新鲜麦

门冬的根
"

去掉芯后捣烂搅成

汁
"

和上白蜜放在银器中
"

长时

间煮并不停搅动
"

待像糖一样

的时候
"

用温酒每天坚持服用
"

就能达到安神益气的效果
%

现代人都讲究药膳
"+

李时

珍药膳菜谱
$

就是根据李时珍

的
+

本草纲目
$

总结出来的
%

如

赤小豆粥
"

李时珍讲过
"

赤豆

(

气味甘
'

酸
'

平
"

无毒
*"

其功能

李时珍总结为
(

下水气
"

排痈肿

脓血
"

疗寒热
"

热中消渴
"

止泻

痢
%

利小便
"

下腹胀满
/0

健脾

胃
"

令人美食
*%

根据李时珍的

这段话
"

赤小豆粥得以跻身于

药膳之列
%

还有一本书名为
+

李时珍

美容药膳食疗
$"

按照中国传

统
"

能够通过吃东西的方式来

解决美容问题是最理想的
"

因

此人们选择了从李时珍身上汲

取灵感
%

这里介绍一味药叫做

桃脯润肤养颜方
"

白桃去核
"

用

蜂蜜浸泡
"

每天早晚坚持服用
"

可以达到润肤
'

养颜
'

增白的效

果
%

有人疑惑
"

既然桃子美容
"

为什么不直接吃桃
"

而要制作

成桃脯后再服用
1

原来
"

按照李

时珍的理论
"

桃有微毒
"

而制成

桃脯后
"

可以去掉里边的毒素
"

所以李时珍认为桃子
(

做脯食
"

益颜色
*%

意思是做成桃脯后服

用
"

对容颜肤色很有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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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之所以拥有崇高的

地位
"

根本原因还是
+

本草纲

目
$%

那么
"+

本草纲目
$

到底有

哪些重大的贡献呢
&

首先
"+

本草纲目
$

对中药

学有杰出的贡献
%

中药学也称

本草学
"

李时珍一生发现了
'$%

种新药
"

数量巨大
%

这些药都是

李时珍在民间行医的过程中搜

集来的
"

其中许多药今天已经

成为人们的常用药
"

如上茯苓
'

三七
'

藏红花
'

樟脑等
"

在李时

珍之前
"

这些东西都不被当作

药物看待
%

当然
"

李时珍所发现

的新药也受到了他所在时代
'

环境和条件的限制
"

如有一味

药叫
(

上元盗取富家灯盏
"

置床

下
"

令人有子
*%

意思是正月十

五那一天想办法偷走有钱人家

的灯盏
"

放在床底下
"

就能使不

孕之人怀孕生子
"

这是不可信

的
%

其次
"

李时珍结合本草研

究方剂
"+

本草纲目
$

中
"

每一味

药物之后都附有药方
%

传说李

时珍喜欢向各行各业的人收集

药方
"

有些病人没有钱支付医

药费
"

就将自己知道的流传下

来的民间秘方告诉李时珍
"

李

时珍竟然比收到诊费还高兴
%

也正因为如此
"+

本草纲目
$

收

录了
!!###

多个药方
"

可以说

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和各种疾病

斗争经验的宝贵结晶
%

在
+

本草

纲目
$

之前
"

最著名且完备的

+

证类本草
$

仅收录药方
'###

多个
"

而
+

本草纲目
$

比其整整

多出了
(###

多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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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中医药学等方面的

杰出贡献
"

李时珍在中医理论

方面也有重大突破
%

在中国传

统中
"

历来认为心脏是思维器

官
"

李时珍第一个提出
(

脑为元

神之府
*"

认为脑才是人的思维

器官
%

李时珍明确指出
"

脑才是

精神活动的总枢纽
"

推翻了几

千年来的错误观念
"

这一观点

对中医的发展具有里程碑般的

意义
%

王世贞曾经说过
"+

本草纲

目
$

乃
(

格物之通典
*"

世界闻名

的
(

进化论
*

的创立者达尔文把

+

本草纲目
$

称为
(

!"

世纪中国

百科全书
*% +

本草纲目
$

中涉及

的无机物
'

植物
'

动物数量有

!###

多种
"

因此很多人称李时

珍为博物学家
%

其中
"

中草药在

+

本草纲目
$

中占了六成
"

在这

部分中
"

李时珍多有创见
%

以外来植物葡萄为例
"

李

时珍讲
,(

葡萄
"+

汉书
$

做蒲桃
"

可以造酒
% +

汉书
$

言
"

张骞使西

域
"

始得此种
% *

李时珍在撰写

+

本草纲目
$

的时候
"

参考了大

量历史典籍
"

仅仅如此还不够
"

李时珍还根据
+

神农本草经
$

的

记载对
+

汉书
$

提出了质疑
"

他

认为张骞去西域之前
"

陇西就

已经有葡萄存在
%

目前从很多

考古发现来看
"

李时珍的见解

是正确的
"

我国新疆很多的古

代遗址中
"

都发现了葡萄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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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特色之一就是植

物
'

动物
'

矿物质
'

无机物等都

可入药
%

因此
"+

本草纲目
$

不但

对植物有精深研究
"

同时也对

动物有着细致深入的观察
%

+

本草纲目
$

里记载了
%##

多种动物类药
"

分
!$

类
"

李时

珍对它们作了非常细致
'

深入

的研究和观察
"

纠正了许多持

续千年的错误看法
%

如穿山甲

吃蚂蚁
"

中国古代人以为穿山

甲晃动鳞甲引诱蚂蚁
"

李时珍

通过解剖发现
"

穿山甲是靠晃

动舌头吃蚂蚁的
%

对牛和马这

类家畜
"

李时珍也研究得比较

深
%

俗语讲
(

马病则卧
"

牛病则

立
*"

这就是李时珍的原话
%

+

本草纲目
$

在农学方面也

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

如

茶叶
"

李时珍详细记载了他所

在时期的茶叶产地
"

他指出
"

茶

收税始于唐德宗
"

即公元
$(#

年到
(#)

年
%

李时珍认为
"

虽然

茶叶只是一种植物
"

但是可以

提供大量税收
"

对国计民生有

很大的好处
%

明朝时期
"(

与西

番互市易马
*%

由此可见
"

用茶

叶换取关外少数民族的马匹就

来自李时珍的记载
% +

本草纲

目
$

还有单独成立的一篇
"

即晶

石类
"

堪称
!"

世纪中国矿物知

识大全
%

最早引起西方学者关

注的
"

正是
+

本草纲目
$

中的晶

石类文章
"

其中对石油的描述
"

要比西方早
'##

多年
%

明正德

年间
"

中国开始由官方主导开

采石油
"

李时珍记载
,(

国朝正

德末年
"

嘉州开盐井
"

偶得油

水
"

可以照夜
"

其光加倍
"

沃之

以水则焰弥甚
"

溥之以灰则

灭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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