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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文化·

清人黄辑 《范子计然》西汉的药材商品手册

唐廷猷

（四川省食品药品学校，峨眉山　６１４２０１）

［摘要］　 《范子计然》是西汉时书，早已失传。北宋书 《太平御览》有较多引用得以部分保存。清人黄辑

《范子计然》，内容侧重收入当时的商品信息，共载１０４种商品，除去１５种纺织品、毛皮、食品、美容及文化用品
外，其余８９种全为药材商品，占商品总数的８５６％。其中植物药６５种，动物药６种，矿物药１６种，菌类药２种。
８５种药材记有品名、产地。３９种药材有优质品的质量标准。４种药材有上、中、下分等及销售价。６种药材有２种
商品规格。优质药材的质量标准，包括颜色、质地、气味、形态、形体大小５项指标要求。堪称西汉时的药材商品
手册，有重要的药业实用价值和药业史、本草学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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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寻找 《范子计然》

多年前，笔者曾见有书引用 《范子计然》云：

“犀角出南郡，上价八千中三千下一千”， “柏脂出

三辅上价七十中三十下十”。心想，这本书从未听说

过，一定是本与中药经营有关的书。一定要找来看。

受条件限制，惟一查到的是 《本草纲目·引据古今

经史百家书目》中，有 《范子计然》书名四个

字［１］。后来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古籍部，查找到有

此书，为清人黄所辑。黄（１８０９～１８５３年），扬
州甘泉镇人，清代后期中国两大辑佚家（济南马国翰

和扬州黄）之一，有 “北马南黄”之称。黄辑

刊古佚书近 ３００种。 《范子计然》在他辑的类书

《黄氏逸书考·子史钩沉》里。我翻了几页，发现

尽是药材名及产地，不少药材还有优质标准，初步

判断是一本药材商品手册，欣喜极了。线装古籍不

能复印，于是就抄。开头部分简略抄录，药材部分

全部抄录，带回慢慢研究。

２０００年完成初研成文，文章在成都中医药大学
学报上发表［２］。十年后，惊喜发现 《范子计然》有

了新的研究论文。我的初研也存在疏漏。鉴于黄

辑 《范子计然》（下称 《范子计然》）对中药行业史

意义重大，遂重新修订发表。

２　 《范子计然》内容及其中８９种药材商品

《范子计然》的内容，黄辑本分为两个部分：

前面部分似总论，简述了天、地、日、月、三光、

风雨、露、四时、九田等天象、气象、四季、农田

知识；后面部分似各论，记载了１０４种商品。诸商
品中，除去五谷、布、绣、罗、纨素、绨、锦、白

素、饼、酱、玉、铅粉、墨、兔毫、狐皮１５种纺织
品、毛皮、食品、美容及文化用品外，其余８９种全
为药材商品，占商品总数的８５６％［３］。

８９种药材商品原载如下：
白蜜，出陇西、天水。

犀角，出南郡，上价八千中三千下一千。

螵蛸，出三辅，上价三百。（螵蛸为桑螵蛸）

虎鱼，出东海。

松脂，出陇西，如胶者善。

柏脂，出三辅，上价七十中三十下十。（柏脂恐

应为柏实———柏子仁）

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

秦椒，出陇西、天水，细者善。

皂荚，出三辅，上价一枚一钱。

栗，出三辅。

"

枣，出汉中。

芜荑，出□地，赤心者善。（疑为出北地）
桑，出三辅。

大兰，出汉中、三辅。

兰，出河东、弘农，白者善。

白芷，出齐郡，以春取黄泽者善也。

杜若，出南郡、汉中，大者善。

石流黄，出汉中。

石胆，出陇西、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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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石脂，出河东，色赤者善。

凝水石，出河东，色泽者善。（凝水石即寒水

石）

石钟乳，出武都，黄白者善。

?石，出汉中，色白者善。（?石即毒砂，今之

砷黄铁矿）

禹余粮，出河东。

消石，出陇道。（疑为出陇西、羌道）

滑石，滑者善。

矾石，出武都。

空青，出巴郡。

曾青，出弘农、豫章。

卢青，出弘农、豫章。

扁青，出弘农、豫章。

石赭，出齐郡，赤色者善。（石赭即代赭石）

蜀赭，出蜀郡。

青垩，出三辅。

龙骨，出河东。

茯苓，出嵩高、三辅。

卷柏，出三辅。

厚朴，出弘农。

当归，出陇西，无苦者善。

细辛，出华阴，色白者善。

续断，出三辅。

砅鑈，出三辅，白色者善。（砅鑈即山药）

附子，出蜀、武都，中白色者善。

乌头，出三辅，中白者善。

提母，出三辅，黄白者善。（提母即知母）

雷丸，出汉中，色白者善。

藜芦，出河东，黄者善。

芎，生治，无枯者善。（出产地恐有错漏字）

芍药，出三辅。（芍药指白芍）

野丈人，出洛阳。（野丈人即白头翁）

人参，出上党，状如人者善。

元参，出三辅，青色者善。

沙参，白沙参出洛阳，白者善。

紫参，出三辅，赤青色者善。

茱萸，出三辅。（茱萸指吴茱萸）

黄连，出蜀郡，黄肥者善。

防己，出汉中、洵阳。

闾茹，出武都，黄色者善。

元华，出三辅。（元华即芫花）

黄芩，出三辅，色黄者善。

蜀漆，出蜀郡。

防风，出三辅，白者善。

石斛，出六安。

半夏，出三辅，白色者善。

射干，根如安足。（黄注：凝状如鸢尾出安

定）

踻草，出三辅。

牡丹，出汉中、河内，赤色者善。

紫葳，出三辅。

败酱，出三辅。

石龙芮，出三辅。

云实，出三辅。

款冬花，出三辅。

桔梗，出河东、洛阳。

巴豆，出巴郡。

莽草，出三辅，青色者善。

狼牙，出三辅，色白者善。（狼牙指狼牙草）

麻黄，出汉中、三辅。

龙芮，出三辅，色黄者善。（恐与石龙芮重复）

黄环，出魏郡，黄色者善。

石芸，出三辅。

甘遂，出三辅。

马刀，出河东。（马刀，蚌科动物楔蚌、矛蚌类

的贝壳）

霸薰，出霸陵。（薰，一种香草）

楚薰，出洛阳。

楚蘅，出楚国。（蘅，一种香草）

秦蘅，出陇西、天水。

?根，出北地，赤者善。（?即茜草，根入药）

水萍，出三辅，色青者善。

术，出三辅，黄白色者善。（术，指白术）

３　 《范子计然》成书时代及作者

根据黄所辑内容和当时历史背景，从三方面

分析应是西汉时（公元前２０６年至公元８年）书。
第一，书中不少药物产地是西汉时地名，如三

辅、楚国。三辅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
置。“辅”指京城附近之地，类似京城郊县。三辅

是与长安紧邻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政区合称。

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地方行政郡级。王莽改制时，

分三辅为六尉郡。楚国，为汉初汉高祖刘邦改封给

韩信的封国，辖 ３郡 ３６县。汉六年（公元前 ２０１
年），刘邦欲灭异姓王封同姓王，借有人告韩信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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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机，将其贬为淮阴侯软禁于长安。同年，刘邦将

楚国分为大小两块，大块地承楚国名，封给自己的

四弟新楚王刘交，小块地封给堂兄荆王刘贾。汉十

一年（公元前１９６年），韩信在长安长乐
#

钟室被处

死并灭三族。［４］

第二，西汉时商品开始按上中下三等定价出售。

《汉书·食货志第四下》记载：“诸司市常以四时中

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通价），各自用其为

市平，毋拘它所。”［５］大意是说：全国六大城市（长

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场长官，常在

每季度第二个月核定物价，按商品优劣分上中下三

等定价，不受其他市场价格影响。 《范子计然》所

记８９种药材中，有４种按此分等定价。
第三， 《范子计然》中的某些药名，如人参、

犀角，在战国 《五十二病方》用药统计里未见［６］。

为西汉时始用。

此书既然是西汉时书，作者就不可能是春秋末

期人范子和计然了。

范子又名范蠡，春秋楚国（今湖北及周边地

区）人。春秋末为越国大夫，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弃

官经商。范蠡携妻儿仆人先到齐国，务农兼做鱼盐

买卖，取了一个据说是纪念西施的名号 “鸱夷子

皮”（皮口袋）。后范蠡到宋国陶邑（今山东定陶西

北）久居，改名朱公，人称陶朱公。宋国是殷商后

裔聚居地，经商气氛浓厚，范蠡遂专事商贸。他善

于经营成了大富商，品德高尚常资助贫困，在商界

很有名气。被后人誉为一代商圣，并称商业为

“陶朱事业”。传说后来范蠡与西施一起，回到越

国今宁波东钱湖定居，这显然是民间好人有好报的

美好愿望。

计然的说法较多：有说是春秋末宋国大商人，

南游越国时范蠡还拜他为师；有说是越国大夫；有

说计然就是范子；有说计然是范子所著之书的

篇名。

很显然，范、计二人都是成功的大商人，被后

人视为商业之圣贤，商人之典范。书名 《范子计

然》，用二人名，是写书人图名人效应而已。就像

《黄帝内经》托黄帝、《神农本草经》托神农所作一

样。这与西汉 《淮南子·修务训》所说， “世俗之

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

帝而后能入说”［７］的精神是一致的。但 《范子计然》

的作者是谁不知。

４　 《范子计然》的药材商品学特征

４１绝大部分药材有明确产地

《范子计然》所记８９种药材中，植物药６５种，
动物药６种，矿物药１６种，菌类药２种。１种无产
地（滑石），３种产地不详（芜荑、芎、射干），其
余８５种记有品名、产地。
８５种药材有１０１个产地，分布于黄河流域、长

江流域的１７郡６县２封国，在今之１２个省、直辖
市。其中：

甘肃省４郡１县产１８种：陇西７种、武都５种、
天水３种、北地１种、羌道２种。

陕西省２郡３县产 ４７种：三辅 ３５种、汉中 ９
种、华阴１种、洵阳１种、霸陵１种。

山西省２郡产９种：河东８种、上党１种。
河南省２郡２县产１１种：弘农５种、河内１种、

洛阳４种、嵩高１种。
山东省２郡产３种：齐郡２种、东海１种。
河北省１郡产１种：魏郡。
四川省１郡产４种：蜀郡。
重庆市１郡产２种：巴郡。
湖北省１郡产２种：南郡。
江西省１郡产２种：豫章。
安徽省１封国产１种：六安。
江苏省１封国产１种：楚国。
从药材产地分析，８５种药材的 １０１个产地中，

属于黄河流域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

山东６省占８９个；属于长江流域的四川、重庆、湖
北、江西、安徽、江苏６省市占１２个。说明西汉时
药材主要产区和药业发达地区，在北方的黄河流域，

与当时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相吻合。

４２总结出５条药材优质标准依据

分别是颜色、质地、气味、形态和形体大小

五条。

第一条，以颜色为优质标准３２种：
蜀椒，　赤色者善。　　芜荑， 赤心者善。

兰， 白者善。 白芷， 黄泽者善。

赤石脂，色赤者善。 石钟乳，黄白者善。

?石， 色白者善 凝水石 色泽者善

石赭， 赤色者善 细辛， 色白者善。

砅鑈， 白色者善。 附子， 中白色者善。

乌头， 中白者善。 提母， 黄白者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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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丸， 色白者善。 藜芦， 黄者善。

元参， 青色者善。 白沙参，白者善。

紫参， 赤青色者善。 黄连， 黄肥者善。

闾茹， 黄色者善。 黄芩， 色黄者善。

防风， 白者善。 半夏， 白色者善。

牡丹， 赤色者善。 莽草， 青色者善。

狼牙， 色白者善。 龙芮， 色黄者善。

黄环， 黄色者善。 ?根， 赤者善。

水萍， 色青者善。 术， 黄白色者善。

第二条，以质地为优质标准３种：
松脂，　如胶者善。　　滑石，　滑者善。
芎，　无枯者善。
第三条，以气味为优质标准１种：
当归，无苦者善。

第四条，以形态为优质标准１种：
人参，状如人者善。

第五条，以形体大小为优质标准２种：
秦椒，　细者善。　　杜若，大者善。
另外，白芷以春取黄泽者善，是色泽与采收季

节相结合为优质标准。黄连以黄肥者善，是以颜色

与形体粗细相结合为优质标准。

３９种有优质标准的药材中，扣除４种无产地或
产地不详（滑石、芜荑、芎、射干），其余３５种有
产地和优质标准，可视为西汉时的道地药材。

３５种道地药材中，有的保持至今。如蜀郡黄
连、附子，陇西当归，六安石斛，河内牡丹，三辅

麻黄等。以色泽作为优质标准者共３２种，大部与今
吻合。如黄连、黄芩以色黄者善，已为二者有效成

分小檗碱、黄芩苷呈黄色所证实。

４３初分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实行优质优价

某种药材，因产地不同形成亚种、变种、变态

使形态难以一致，形成多种商品规格投放市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家主管部门制订 《七十六种药

材商品规格标准》，将其列为 “品别”栏内［８］。今

改称为商品规格。《范子计然》按产地、性状不同，

初定了６种药材的１２个商品规格：
椒　　蜀椒、秦椒
兰　　大兰、兰
赭石　石赭、蜀赭
沙参　沙参、白沙参
薰　　霸薰、楚薰
蘅　　楚蘅、秦蘅

４种药材分上中下３等定价：
犀角，出南郡，上价八千中三千下一千。

螵蛸，出三辅，上价三百。

柏脂，出三辅，上价七十中三十下十。

皂荚，出三辅，上价一枚一钱。

犀角、螵蛸、柏脂的分等售价过于简略，没有

计量单位和金额单位，使人弄不明白。根据本书是

供批发购销人员使用这一判断；文中又有皂荚 “上

价一枚一钱”的明示；结合东汉早期武威医简 《治

百病方》中，有 “牛膝半斤直五十”［９］记载；推测

犀角、螵蛸、柏脂的重量单位是斤，金额单位是文。

据此，对犀角作如下释译：犀角出南郡（今湖北南

部），上等价每斤８０００文，中等价每斤３０００文，下
等价每斤１０００文。

需要讨论的是：为何说柏脂恐应为柏实（柏子

仁），有三点理由。

一是柏脂始见于梁代。陶弘景在 《本草经集

注·柏实》条附 《柏叶》内说：“其脂亦入药”［１０］。

说明西汉时柏脂未作药用。

二是柏脂是少用的小宗药材，柏实是常用的大宗

药材。当时药材初有上中下分等定价，共定４种。二
者相比，自然是柏实才有可能分等，柏脂无此必要。

三是清仁宗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清代学者孙星
衍、孙冯翼叔侄合辑 《神农本草经·柏实》中，有

“范子计然云：柏脂出三辅，上，升价七千；中，三

千一斗（恐应为升与前一致）。”［１１］升和斗，是汉时柏

实等子仁类药材的容量计量单位。如张仲景 《伤寒

论》中有方：炙甘草汤麻仁半升，吴茱萸汤吴茱萸

一升，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赤小豆一升［１２］； 《金匮要

略》甘麦大枣汤小麦一升［１３］等。而柏脂为树脂类药

材，会粘连呈不规则团块状，只能用斤两称重计量。

同为清代人的孙星衍、黄，辑出柏脂为不同计量

单位，恐怕是依据不同版本的结果。

５　结论及价值

黄辑书丰富，对药物学著作也有兴趣，在

《黄氏逸书考·子史钩沉·范子计然》之后，又辑

刊了 《神农本草经》。黄深知汉代医生用药，主

要来自商业提供。医生用药，产地、真品、优质品

最为重要。所以他辑 《范子计然》时，排除了阴阳

五行、齐家治国等前人有过的其他内容，侧重收入

无人专注的药材商品知识———品名、产地、优质标

准、商品规格等级，因而独具特色又简明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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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计然》所载 ８９种药材，全无功效主治，
说明不是供医生使用的本草书。本书以气象农田知

识为先导，药材商品突出品名、产地和优质标准，４
种药材有等级价格，６种药材有２种商品规格，书
名又为商界名人。很显然， 《范子计然》是西汉时

一本以药材商品为主的商品辞典；或者说是我国第

一部、供药材购销人员使用的药材商品手册。它的

作者，可能是京城长安的一个或者多个药材商人。

具有药业实用价值和药业史、本草学历史文化价值。

主要概括为三点。

第一，反映西汉药材市场的大体轮廓。

药材商品在全国流通；道地意识、优质标准、规

格等级、优质优价等商特性已在萌芽；矿物药应用比

例较大；药材商品约１００种；发达地区在黄河流域。
第二，初为本草学发展提供书写格式等多方面

内容。

《范子计然》每种药材叙述平均不到 １０个字，
但所述内容品名、产地、优质标准、商品规格，却

成为后世本草的初步格式和基本内容。

例如，说 “人参出上党，状如人者善”，是首

次准确记载人参的品名、产地和药材鉴别特征，为

确保上党人参的真品地位立下了头一大功。这一记

载，向上继承了３４００年前甲骨文 “参”（人参）字

下半部的人状象形，以后千百年来，人参 “状如人

者善”为医家、药业所遵循。至今，人参的生产经

营已发展成为一项世界性产业。 《范子计然》的这

一记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印证作用。

又如， 《范子计然》所载药材品种，对后来的

《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成书也有一定贡献。

据统计，《范子计然》有６１种药材收入 《神农本草

经》；有近８０种药材进入了 《本草经集注》。《范子

计然》对６种药材的商品规格记述中，有３个半是
按产地命名记述：椒有蜀椒、秦椒，薰有霸薰、楚

薰，蘅有楚蘅、秦蘅，赭石有石赭、蜀赭为半个。

而 《本草经集注》按产地对药材商品规格命名记述

则十分普遍，几乎涉及每种药材。如该书紫石英条

说：紫石英有太山石、南城石、林邑石、吴兴石、

会稽诸暨石等多种。“先时并杂用，今丸散家采择，

惟太山石最胜。”［１４］这明显是受 《范子计然》影响。

唐代西域高昌药市，药材商品基本是按上、次、下

三品定价交易［１５］，是对 《范子计然》上、中、下三

等定价销售的发扬光大。

再如，《范子计然》首用人体感官进行看摸闻

尝，细察药材形色气味识别药材。药材学上称为性

状鉴定。此法历二千年沿用至今，被药典列为四大

鉴定法（基源鉴定、性状鉴定、显微鉴定、理化鉴

定）之一。

第三，黄辑 《范子计然》，是对西汉药材商

品知识的一次总结，开药材商品学先河。表明西汉

药业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新阶段，在中国药业

史上有重要地位。

６　 《范子计然》新研究

近年，赵九洲对 《范子计然》研究很有成绩，

有 《范子计然》成书时间考（２０１０年）、古农书
《范子计然》散佚时间与辑佚情况考订（２０１３年）等
４篇论文在 《农业考古》杂志上发表，对此书做了

全方位的详细介绍。

他指出： 《范子计然》成书于两汉之际的莽新

时期（公元９～２３年），内容包括阴阳五行知识、各
地物产信息、物候与气象、治国理家方法与理念等

多个方面。分析作者是西汉末至莽新时期的官员兼

学者刘歆。该书首见于 《齐民要术》中引用，正史

中最早见 《旧唐书·经籍志》，题为 《范子问计

然》，列入五行家。到 《新唐书·艺文志》［１６］中，题

为 《范子计然》，十五卷，书名下有小注：范蠡问

计然答，归入农家。该书南宋后散佚。其内容被

《太平御览》等引用得以部分保存。后有马国翰、

黄、鲁迅、茆泮林四人进行辑佚，以黄辑本

《范子计然》最为精致［１７］。

他还认为：《范子计然》对 《神农本草经》形

成也有一定贡献。所载８９种药材中，有６１种见于
后来的 《神农本草经》，其中上品 ２１种，中品 ２４
种，下品１６种［１８］。分别如下。

上品２１种：螵蛸、松脂、杜若、消石、滑石、
矾石、空青、曾青、龙骨、茯苓、卷柏、细辛、续

断、砅鑈、人参、沙参、黄连、防风、石斛、云

实、术。

中品２４种：犀角、秦椒、芜荑、白芷、石流
黄、凝水石、扁青、厚朴、当归、提母、芎、芍

药、元参、茱萸、防已、黄芩、踻草、牡丹、紫葳、

石龙芮、款冬花、麻黄、?根、水萍。

下品１６种：皂荚、?石、附子、乌头、雷丸、
藜芦、野丈人、闾茹、元华、半夏、射干、桔梗、

巴豆、黄环、甘遂、马刀。

致谢：我校资深教师刘晓春、徐梦霄提供帮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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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色谱条件的优化

本实验通过摸索乙腈水、甲醇水、乙腈甲酸
水溶液、甲醇甲酸水溶液和甲醇磷酸二氢钾水溶液
按一定比例混合作为流动相，考察其分离度，结果

以甲醇００５ｍｏｌ·Ｌ－１磷酸二氢钾水溶液（２５∶７５）为流
动相，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１，柱温３０℃的色谱条件下
供试品中特女贞苷与其他共存组分峰能达到良好的

分离。

本实验建立了壮腰健身丸中特女贞苷的 ＨＰＬＣ
含量测定方法，并对方中主要药味熟地黄、制何首

乌进行了ＴＬＣ定性鉴别。实验结果表明，所建立的
方法操作简便、结果可靠、重复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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