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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认为宋以前本草医书
,

包括经典文献《伤寒论 》《金医要略 》《千 金方 》《千金翼方》《外台秘要 滚

中出现的术包括了苍术
、

白术
,

主要是苍术
。

上述现存的经典医书中全部出现白术乃是宋代林亿等人把术全

部改为白术之故
。

在宋代由于林亿等人的极力推行
,

医药界对术的认识逐渐从苍术转向白术
。

关键词 术 白术 苍术 本草研究

苍术
、

白术都是临床上重要的常用中药
。

现代一般认为苍术药性苦烈雄厚
,

白术甘润

缓和 苍术燥湿
,

功兼里外
,

白术燥湿
,

侧重于

里 苍术健脾
,

主要在于燥湿
,

白术健脾
,

关键

在于 补中 临床上湿盛证实
,

多用苍术
,

而脾

弱 证虚 以及补益之剂 中又 多用白术
,

但《本

经 》和《别录 》皆称术而无苍白之分
。

更早的文

献
,

诸如五十二病方
,

居延汉简
,

武威 医简中

皆称
“

林
” 、 “

茉
”

和
“

术
”

亦无苍白之分 〔, 一’〕
。

古

文献中的术是指苍术 还是白术 还是包括

了两者 历代以来一直存在着许多分歧意见
,

也存在着许多仍需解决的疑点
。

一
、 “

宋改
”

造成了术类药材的大混乱

张仲景的《伤寒论 金厦要略》
,

孙思邀

的《千金方 千金翼方 》以及王煮的《外 台秘

要 》都是宋 以前中医文献的主要部分
。

现存的

上述文献都经过宋朝林亿等人的校正修改
,

其 中记载与术配伍的方剂中
,

《伤寒论 》有

方
,

《金匣要略 》有 方
,

《千金方》有 方
,

《千金翼方 》有 方
,

《外台秘要》近 方
,

这些方剂 中除《外台秘要 》出现个别方用苍术

外
,

全部使用 白术
。

陶弘景
,

苏颂等 皆曰
“

术

以茅 山者为佳
” 。

茅山之术一直被认为是道地

的苍术
。

另外从上述方剂的功效看
,

有些也更

适宜用苍术
,

如丹波元坚 对金匣中治湿家身

烦疼 的麻黄加 术汤 使 用 白术曾提 出异议

解放军 福州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 ⋯加术以驱表湿
,

此方之术
,

宜用苍术
,

非

逐里湿也
”

闭
。

丹波元简进一步指出
“

术分苍

白始 出 于名 医别 录
,

此 白字 后 人 所加
,

宜

删
’

心〕
。

又如《外台秘要》中治脚气和风湿痹证

方
,

方用白术
。

脚气和风湿痹证的外因不外

乎湿邪为患
,

治疗时 白术 固可 用
,

苍 术效更

佳 
。

上述 医方书中的白术
,

是原著中就用白

术
,

还是经后人修改在术前加个 白字呢 我们

认为是后者
,

林亿的新效备急千金方例 中记

载
“

如白术一物
,

古书只言术
,

近代医家咸以

术 为 苍 术
,

今 则 加 以 白字
,

庶 乎 临 用 无 惑

矣
”

 
。

显然《千金方》原著中只记作术
,

宋改

时林亿等人统一在术前加个 白字
,

出 自同一

作者的《千金翼方 》原著上也应记作术
。

由此

推论在《干金方 千金翼方 》中被大量引用的

《伤寒论》《金匣要略 》其原著上也只作术
。

这

一点可 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进一步证实
。

《脉

经 素间   甲乙经 诸病源侯论》等也是经

过宋改的医书
,

这些文献中无处方集
,

因此宋

改时并没有在术前加个 白字
,

这在《千金方》

中更 明显
,

《千金方 》中所有术的处方前都加

了白字
,

但在卷一序例用药第六 的药名只用

术
。

《千金翼方 》在 目录
、

卷一的采药时节
、

药

名中也均只用术
。

以《脉经 》为例  
,

在《脉经》

中可以看到《伤寒论   金匣要略》的条文
。

《伤

寒论 金匾要略》的
“

桂枝去桂加获菩白术

汤
” 、 “

获等桂枝术甘草汤
” 、 “
术附子汤

”

没冠

以白字
。

《伤寒论  金匣要略 脉经》都是经



药学实践杂志 年第 卷第 期

林亿等校改
。

从林亿的
“

如白术一物
,

古书 只 林亿等人都认为当时流传的术的概念是错误

言术⋯⋯今则加以白字
”

的记载
,

不可能林亿 的
,

他们认为古书中的术是指 白术
, “

今则加

等人在校改《脉经》时把白术的 白字省掉
,

那 个 白字
,

庶乎临用无惑矣
” 。

由于苏颂
、

林亿等

么只能理解《伤寒论 金匾要略 》原著只记作 人是朝庭命官
,

是奉诏撰写《图经本草》
,

林亿

术
,

在宋改时加上 白字
。

另外引用《千金方 》 等人校正《内经》
、

《脉经》
、

《伤寒论 》
、

《金匾要

《千金翼方》的《外台秘要 》原著可能也是只记 略》
、

《千金方 》
、

《千金翼方 》
、

《外台秘要》等
,

作术
,

如《外台秘要》治面皮黯方
“

以苦酒溃 白 他们的这一观点影响比较广
,

流传 比较快
。

到

术 
,

该处方出 自《肘后方 》
,

未经宋改的《肘 了寇宗爽的《本草衍义 》时期
,

人们对术的概

后方 》仅记作术 〕
。

未经 宋改的《医心方 》
、

念就与宋改之前截然不同
,

认为古书中术是

《证类 用了同处方
,

也是单独用术而无 白 指 白术
,

而把苍术置之不用
。

寇宗爽在《本草

字
·

‘ 。

又如《外台秘要 》中的老君 明白散
、

衍义 》中就对当时术的使用提出异议
“

古方

疫瘴散方 中都用到 白术闭
,

该方 出 自《肘 后 及本经止言术
,

未见今苍 白二种也
。

只缘陶隐

方 》
,

《肘后方 》中仅记作术
,

亦无白字 〕
。

可 居言术有两种
,

自此人多贵白者
。

今 人但贵难

见《外台秘要 》原著也 只记作术
,

加个 白字亦 得
,

惟用白者
,

往往将苍术置而不用
。

如古方

是林亿等人所为
。

但是宋以前的术不可能全 平胃散之类
,

苍术最为要药
,

功尤速
。

殊不详
,

是 白术
,

恰恰相反主要应是苍术
。

因此宋朝林 本草元无 白本之名
,

近世多用
,

亦宜两审 〕。

亿等人将《伤寒论 》
、

《金匾要略》
、

《千金方 》
、

东坡杂记中也载
。 “

黄州山中
,

苍术至多
,

就野

《千金翼方 》
、

《外 台秘要》中的术全部改为 白 买一个数钱 尔
,

此长生药也
。

人以为易得不得

术造成了宋以后术类药材使用的严重混乱
。

贵重
,

至以薰蚊子
,

此亦太息
。

舒州 白术茎叶

二
、

宋代对术的认识 亦甚相似
,

特花紫耳
,

然至难得
,

三百一两
,

其

《图经本草》曰 术生郑 山山谷
、

汉 中
、

南 效止龄和 胃气
,

去游风
,

非神仙 上药也
’

, 〕
。

郑
,

今处处有之
,

以篙山
、

茅山者 为佳⋯ ⋯杨 寇宗爽和东坡虽未认识到
,

经林亿等人的校

抨蓟即 白术也
,

今白术生杭越舒宣州高 山山 改
,

宋以前几乎所有的医方 书中的术 己被改

岗上
,

叶叶相对
,

上有毛
,

方茎
,

茎端 生花
,

淡 为 白术
,

这是造成后来贵重白术
,

轻视苍术的

紫碧红数色
,

根作娅⋯⋯凡古方云术者
,

乃白 根本原因
。

但从上述记载可知当时术使用的

术也
,

非今之术矣 〕
。

根据白术生杭 杭州 情况是与宋改前
“

近代医家咸以术为苍术
”

的

越 绍兴 舒 怀宁 宣 宣城 等产地及植物形 情况截然相反
。

态描述与现今的白术相符合
。

从
“

凡古方云术 三
、

宋以前的术包括了苍白术
,

但主要使

者乃 白 也
,

非今之术矣
” 。

根据 白术生杭 杭 用的是苍术

州 越 绍兴 舒 怀宁 宣 宣城 等产地及植 《名医别录》日
“

术生郑山山谷
、

汉中
、

南

物形态描述与现今的白术相符合
。

从
“

凡古方 郑
” 。 “

陶弘景曰
“

郑山即南郑也
,

今处处有

云都乃 白术也
,

非今之术矣
”

以及
“

今处处有 之
,

以蒋山
、

白山
、

茅 山者为胜
” 。

苏颂曰
“

以

之
,

以篙 山
、

茅山者为佳
”

的记载
,

可知当时医 篙山
、

茅山者为佳⋯⋯根似姜而傍有细根
,

皮

药界流传的术的概念不是指现今的 白术
,

而 黑心黄色
,

中有膏液紫色
” 。

南郑乃今陕西南

是苍术
,

林亿的
“

古书只言术
,

近代医家咸 以 部
,

篙山位于河南登封县境内
,

所分布的术属

术 为苍术
,

今则加以白字
“

以及唐慎微的《证 植物 主要是 北苍 术
。

类本草 》中只在苍术名下记载术的功效和诸
。

而蒋 山 今南京钟 山
、

白山 今江宁

家学说
,

而不用 白术之名
,

都进一步证明了当 县 东三十里
,

与蒋山相连
、

茅 山 江苏西南

时医药界 比较普遍把术认作为苍术
。

但苏颂
、

部 一直被认为是茅苍术



的主产地
,

所产的苍 术品质最好
,

被誉为道地

苍术
。

《千金翼方》卷一药出州土第三记载 白

术产于华州
。

华州乃今之华县
,

所产的术类也

主要是北苍术
。 从上述本草

著作 中有关术的产地记载
,

可以看出这些产

地 显然 没有 或 较少 白术
 !

分布
,

而主要分布的是茅苍术

和北苍 术
。 。

另外从
“

根似姜而傍有细根
,

皮黑心黄色
,

中有膏液

紫色
”

的性状描述也似苍术
,

由此可见宋以前

文献 出现的术类药材主要是苍术
。

术在 尔雅 中称为杨俘
,

俘蓟
。

《图经本

草》曰
“

生平地而肥大于众者名杨俘蓟
,

今呼

之马蓟
,

然则杨蓟即白术
,

今白术生杭越舒宣

州高山山岗上
。 ”

李时珍曰
“

扬州之域多种白

术
,

其状如抨
,

故有杨俘及俘 蓟之名
,

今人谓

之吴术是也
’

心
‘〕

。

俘乃鼓褪之名
。

扬州乃中国

古代九州之一
,

包括现在的江苏
、

安徽
、

江西
、

浙江
、

福建诸省
。

出扬州
,

药材状如俘
,

原植物

似 蓟
,

故 名 杨 俘 蓟
,

显 然 与 现 今 白术

一 分布以及药材性状都比较

符合
。

江南通志载
“

镇江府 茅山苍术为天

下第一
,

亦有 白术
”

 
。

可见古本草中的术也

包括了白术
。

《神农本草 经》曰
“

术 味苦温
,

主风寒湿

痹
,

死肌痊疽
,

止汗除热消食
,

作煎饵久服轻

身
,

延年
,

不饥
。 ”
《名医别录》增加了

“

主大风

在身面
,

风眩头痛
,

目泪出
,

消痰水
,

逐皮间风

水结肿
,

除心下急满及霍乱吐下不止
,

利腰脐

血
,

益津液
,

暖 胃消谷嗜食
。 ”

王好古曰
“

本草

无苍 白之名
,

近世多用 白术
。

治皮间风
,

止汗

消痞
,

补 胃和中
,

利腰脐间血
,

通水道
,

上而皮

毛
,

中而心 胃
,

下而 腰脐
,

在气 主气
,

在血主

血
,

无汗则发
,

有汗则止
” ‘〕

。

李时珍亦不能

详分苍白术之功效
,

虽苍白术分别记载
,

但除

了《本经》《别录 》中止汗一词外
,

将其它条文

两系于苍 白术
。

在发 明中
,

对于称为山精
、

仙

术
,

久服 令人延年益寿
、

颜色转少
、

气力转胜

的亦认为是苍术
。

曰
“

时珍谨按 已上诸说
,

皆

似 苍 术
,

不 独 白术
,

今服家 亦 呼 苍 术 为仙

术
。 ” ‘〕邹澎日

“

白术之止汗除热
,

非如桂枝

汤之治 中风能止汗除热 也
,

亦多系风湿相搏

之证
,

发热汗 出体 痛身重者
,

得 白术而 悉镯

耳
。

夫 中风证有汗出发热无身体重痛
,

伤寒证

有发热身体重痛而不汗出
。

三者相兼
,

惟风湿

有之
。

故伤寒汗出而渴者
,

用五等散 风湿风

水身重汗出恶风者用防己黄蔑汤 风湿相搏
,

骨节烦疼
,

汗出气短者
,

用甘草附子汤
,

方中

皆有术
,

是 白 止汗除热之明验也
”

 〕
。

从上

述文献记载可知
,

白术 的止汗除热以及其它

功效主要是因为它有祛除风邪湿邪之功
,

而

祛除风湿二邪也正是苍术所长
。

张山雷 曰
“

本草经及别录皆称术而无苍 白之分
,

陶氏弘

景及宋之苏颂皆言 以茅山者为胜
,

似今之

所谓茅山苍术亦即古之所谓术也
。

然弘景又

别有赤术之名
,

谓其苦而多膏
,

又似梁时已有

苍术一种
,

今按本经主治
,

详其功用
,

颇似今

之茅术
,

惟白术健脾化湿
,

其力亦同
。

李濒湖

以本经别录之文
,

两系于白术
、

苍术二条
,

而

张 隐庵而之
,

真骄拇矣
”

 〕
。

综上所述
,

本草

记载苍 白术功效相似
,

金元 以后虽认为 白术

健脾
,

苍术平 胃
,

但白术所具有的功效
,

苍术

基本上都有记载
。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还

将苍术称之为山精
、

仙术
,

附方中的服术法介

绍服苍术之法
,

能乌毙发
,

驻颜色
,

壮筋骨
,

明

耳 目
,

除风气
,

润肌肤
,

久服令人轻健
。

苍术

膏
、

固真丹
、

交加丸
、

不老丹等方
,

以苍术为主

药
,

皆有补益健身长寿之功  〕
。

可见历史上

苍术并不只是用 于湿盛实证
,

亦广泛地用于

脾弱虚证
。

因此从功效主治上分析也支持了

宋以前的术主要是苍术的观点
。

四
、

小结和讨论

现存 的《伤寒论   金 匾要略   千金

方   千金翼方   外台秘要》在与术配伍的方

剂中全部使用白术
,

无一用苍术
,

这是宋朝林

亿等人在校正上述文献时
,

将原著中的术统

一加个 白字的结果
。

宋朝时医药界对术的认识
,

有一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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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术转变为 白术的过程
。

在宋改之前
,

医药界

比较普遍地认为古方 中的术是指苍
。

宋改

之后
,

由于苏颂
、

林亿等人 的竭 力主张和 推

行
,

人们改变了这一看法
,

而认为古方中的术

是白术
,

因此 出现贵重白术轻视苍术
,

甚至将

苍术置之不用的现象
。

综合本草著作中术的产地
,

原植物和

药材形态以及功效考证
。

宋以前的术虽也包

括白术
,

但主要是用苍术
。

因此
,

林亿等人将

上述文献中的术全部改为白术
,

是本草史上

的一次严重错误
,

造成 了宋以后乃至现今术

类药村使用的严重混乱
。

在祖国医药学的浩

瀚宝库中
,

《伤寒论 》《金匡要略 千金方 千

金翼方 外台秘要》可谓这 一宝库 中一颗颗

最为珍贵的明珠
,

张仲景被认为是医圣
,

《伤

寒论》《金匿要略 》中的处方被誉为经方
,

《千

金方》《千金翼方 》被称为千金难买之方 由于

林亿等人将术全部改 为白术
,

就使得许多方

在用 白术时有错用误用之嫌
。

因此我们认为

应对上述文献中使用 白术的处方进行更深入

的研究
,

去伪存真
。

现今临床上湿胜实证多用苍
,

而脾

弱虚证以及补益之剂 中多用白术
。

但本草著

作中有不少记载苍术有补益健身延年益寿的

作用
,

苍术被称为山精
、

仙术
。

现今苍术的功

效是否反映苍术的全部作用 苍术是否具有

较好的补益作用呢 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

究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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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茱英一外用内治的良药

刘安祥 贾莲叶 王金明

解放军第 医院药械科 山西侯马

吴茱英除供 内服外
,

在外治 中应用也颇 一
、

治疗结肠炎久泻及婴幼儿腹泻 徐

广
。

如用作脐疗可治寒性吐泻
、

痢疾
、

消化不 有金 报道用昊茱英
、

硫黄
、

冰片少许

良等症 贴敷涌泉
,

可治小儿流涎
、

痒腮
、

婴幼 共为细末
,

陈醋调匀敷脐
,

外以察香中药膏封

儿喘鸣
、

妇人胎动不安及 目鼻咽喉诸病 煎酒 贴
,

次
,

为 疗程
,

忌生冷食物
。

对

含漱可治牙齿疼痛 局部涂敷可治痈疽发背
、

例慢性结肠炎患者治疗观察
,

痊愈 例
,

好

黄水疮等
。

现将吴茱英外用治 内的使用方法 转 例
,

无效 例
。

徐 氏又用吴茱英
、

硫黄

及配伍的有关报道介绍如下
。

。
、

丁香 共为细末
,

陈醋
、

白开水各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