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０年１月　第２２卷　第１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Ｊａｎ２０２０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１

·中药文化·

△ ［基金项目］　中央本级重大增减支项目（２０６０３０２１６１００３）
 ［通信作者］　周修腾，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药用植物菌根真菌应用；Ｅｍａｉｌ：ｚｘｔ＿０５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孙嘉惠，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药资源学与分子系统学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ｊｈ＿２０１０＠ｓｉｎａｃｏｍ

《山海经》中植物分类与分布
△

赵振宇１，杨泽２，周修腾１，孙嘉惠１

１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资源中心 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２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天津　３００１２０

［摘要］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神话、动植物、矿物、祭祀的一部奇书，几经遗佚。书中内容集中
体现了我国先秦、秦汉时期劳动人民的智慧，其中就包括对植物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形态及与其相似的植物来定性

描述植物，且植物具有明显的地理分布。本研究就 《山海经》中植物形态分类的思想及其地理分布进行概述和讨

论，以望对我国古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及药用植物道地性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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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奇书，其成书历

经数千年［１］，先秦时期为楚、巴蜀、齐地的巫师口

口相传，相互积累，直至汉成帝年间，刘歆奉命校

勘整理成书，其在上书的奏折中明确说明了 《山海

经》的成书大概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多年前［２］， 《山海

经》中的图像资料在魏晋时期就已失传，后世３次
重修，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明清时期的刊刻本中的图

画，这便为后世对 《山海经》中植物的进一步考证

增加了难度，有些植物至今没有考证出其物种名称。

《山海经》中共记载有明确名称的植物２１１种，简洁
地描述了其重要形态特征［３］，并通过类比，同我们

熟知的植物进行比较来进一步描述，换言之，当时

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具有通过形态的相近性对植物进

行分类群的思维方式，植物中包括８９种药用植物，
并介绍了其功效［４］，具体地描述了其中４０种药用植
物形态特征［５］。本研究总结了４０种对植物形态进行
描述的植物，并探索了当时人们的植物分类思维方

式，根据８９种药用植物的分布特征，对其道地性进
行初步探究，并对部分物种的名称提出疑义。

１　《山海经》中植物形态相似性描述

１１　根据植物整体形态相似性描述

该书描写的药用植物中，有１４种药用植物根据
与其整体形态相近的植物进行比较，即描述其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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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观印象，通过感性认识来识别植物，这在当时

应该是十分常用辨别植物的方式。其中百合科植物

山韭菜、黄精用其同科植物韭菜进行类比，原文描

述山韭菜、黄精 “其状如韭”［６］，在 《山海经》中

有关单子叶植物的描述并不多，百合科植物可做药

品、食品者居多，且多数分布广泛，是人们日常生

活有实际用途的植物，而关于这 ３种植物的记载，
也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我国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对百

合科植物的初步认识，韭菜可能是当时人们认识百

合科植物的模式化植物；桑科植物葡蟠根据其同科

属构树描述［７］，原文描述 “其状如?而黑理”，《中

国植物志》描述其 “树皮黑褐色”，在关于葡蟠的

描述，不仅指出葡蟠与构树的相似之处，也提出葡

蟠与构树的区别在于，葡蟠的树皮有黑色纹理，这

种先进的植物分类方法与现在利用植物检索表对植

物进行分类十分类似；蔷薇科木梨用其同科植物海

棠进行类比，原文描述 “其状如棠而赤叶”；红皮

柳用其同科植物杨树进行类比，原文描述 “其状如

杨而赤理”，红皮柳与杨树虽然属于不同的亚科，但

由于杨柳科本身在分类上的特殊性及其在被子植物

分类系统中的孤立性，两者进行类比则是十分科学

的［８］；锦葵科蜀葵用其同科植物冬葵进行类比，原

文描述 “其状如葵”［５］。１４种根据植物整体形态相
似性描述进行类比的植物中，６种根据同科植物类
比，占４６１５％。

在以上６种植物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
对于植物形态的把握还是较为准确的，４６１５％的植
物与其进行类比的植物属于同一个科，这些植物中

又有３种在提出类比植物的同时，还指出与类比植
物的不同，可见当时植物分类的先进性。但是这 ６
种植物并没有指出什么器官的形态相似，又可见当

时文字记载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整体而言，虽然当

时人们认识事物、对植物分类的能力有限，但已经

取得里程碑意义的进步。

薜荔根据乌韭来类比描述，黄花蒿根据樗来类

比描述，苹根据冬葵来类比描述，五味子根据冬葵

来类比描述，莽草根据海棠来类比描述，覆盆子根

据褈来类比描述，醉鱼草根据白苏来类比描述，以

上７种植物与用以类比的植物属于不同科，当时认
识并不全面。

１２　根据叶的形态相似性描述

该书描写的药用植物中，共有１１种植物根据与

其叶子形态类似的植物做类比。蔷薇科植物郁李根

据同科植物梨来类比，原文描述 “叶状如梨”；蔷

薇科植物野蔷薇根据同科植物榆树类比，原文描述

“其状叶如榆”［５］。１１种根据叶的形态相似性描述
的植物种，２种根据同科植物类比，占１８１８％。

百里香根据麻的叶子来类比描述，草苁蓉根据

蕙的叶子来类比描述，槭树根据构树的叶子来类比

描述，结香根据槐树的叶子来类比描述，梓树根据

杨树的叶子来类比描述，白英根据冬葵的叶子来类

比描述，枸骨根据榆树的叶子来类比描述，玉竹根

据柳树的叶子来类比描述，天葵根据蒿茇的叶子来

类比描述。这９种所描述植物和用以类比的植物叶
子确实相似，当时人们还没有很深入地去挖掘与这

些植物相似的植物的其他器官。

据上述论述可知，我国古代对于植物叶子的认

识比较欠缺，仅认识蔷薇科的２种植物的叶子，并
与同科植物类比，其余９种亲缘关系相差甚远，这
说明当时人们认识植物的叶子时，在形态方面认识

并不深刻，并且可能只关注了叶子本身的相像。如

玉竹与柳树的叶子均是卵形、渐尖，叶脉亦十分相

似，但两者一为乔木，另一为多年生草本，亲缘关

系自然很远。这种玉竹与柳树的类比，虽然跨科，

但是就单纯辨认植物而言，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也

可能当时人们对于玉竹等的叶子，有一个 “柳叶

形”的定义。

１３　根据果实的形态相似性描述

该书描写的药用植物中，共有１２种药用植物根
据与其果实相近的植物类比。鼠李科无刺枣、无核

枣根据同科植物枣类比，原文描述 “其实如枣”；

芸香科植物枸橼根据同科植物酸橙类比，原文描述

“其实如枳”；豆科植物苦参、鱼藤，指出其科植物

果实形态———荚果，蔷薇科蟠桃根据其同科属植物

桃类比，原文描述 “其实如桃”［５］。１２种根据果实
的形态相似性描述的植物中，６种根据同科植物类
比，占５０００％。

植物的果实与植物的叶子不同，属于生殖器官，

是植物分类关注的重点植物特征。《山海经》可以

提出荚果这一果实形态，可见当时人们已经对豆科

植物有了初步的认识。当然，“枣”“枳”“桃”等

常见的果实多被用来打比方。

槐树根据木瓜的果实来类比描述，甜槠根据楝

的果实来类比描述，细辛根据葫芦科植物的果实来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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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描述，东方香蒲根据菟丝子的果实来类比描述，

小檗通过兰花的果实来类比描述，以上 ６种植物，
与其类比的植物不同科。细辛的果实明确为近球形，

但毕竟与葫芦科植物的瓠果明显不同，马兜铃科植

物的果实往往具有脊棱，是与瓠果的较大区别点，

此外，细辛的果实明显偏小。

１４　其他

此外，还有根据气味描述的，如马兜铃科杜衡

根据蘼芜的气味来类比描述，“其臭若蘼芜”；根据

味道描述的，槭树科青榨槭，原文描述 “其味如饴，

食之不饥”；根据植物多个器官形态特征来类比描述

的，毛茛科黄花乌头，原文描述 “方茎而黄华，员

叶而三成”，这段描述与目前有关植物的描述已经非

常接近了，可以翻译为黄花乌头茎有四棱，花冠黄

色，叶子卵圆形，三出复叶，与目前植物志中有关

黄花乌头叶子三全裂、花萼淡黄色已经很相似了。

姜科荷，原文描述 “生而秀，其高丈余，赤叶赤

华，华而不实”［５］等。见表１。

表１　《山海经》中部分植物与其类比植物

原文所

载植物

用以类

比植物

是否

同科

原文所

载植物

用以类

比植物

是否

同科

山韭菜 韭菜 是 槭树 构树 否

黄精 韭菜 是 结香 槐树 否

葡蟠 构树 是 梓树 杨树 否

木梨 海棠 是 白英 冬葵 否

红皮柳 杨 是 枸骨 榆树 否

蜀葵 冬葵 是 玉竹 柳树 否

甘薯 构树 否 天葵 蒿茇 否

薜荔 乌韭 否 无刺枣 枣 是

黄花蒿 樗 否 无核枣 枣 是

苹 冬葵 否 枸橼 酸橙 是

五味子 冬葵 否 苦参 荚果 是

莽草 海棠 否 鱼藤 荚果 是

覆盆子 褈 否 蟠桃 桃 是

醉鱼草 白苏 否 槐树 木瓜 否

郁李 梨 是 甜槠 楝 否

野蔷薇 榆树 是 细辛 瓜 否

百里香 麻 否 东方香蒲 菟丝子 否

草苁蓉 蕙 否 小檗 兰花 否

２　《山海经》中的道地药材

《山海经》全书记载药用植物８９种，这些都是

可以考证的，除檀树、樟树在陕西和甘肃无分布，

枸杞子在湖南无分布［７］，紫草在四川几乎无分布，

其中植物当时地理分布与现在地理分布相似的有８５
种，占总数９５５１％。这可以为 《山海经》的真实

性提供有力的佐证。当时人们对于植物的认识，还

远远没有 “道地药材”和 “地理标志产品”等概

念，植物的首选产地则是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可

能考虑到当地人使用的习惯，以及这种植物在当时

来讲，何地所产比较有名。８９种药用植物中有１８种
更是中医药界公认的道地药材，包括陕西的秦艽［９］、

通脱木（通草）、猕猴桃，秦艽的道地产区位于秦岭

一带，是典型的将产地作为中药名重要组成部分的

一味中药，猕猴桃的主产区则为陕西眉县；甘肃的

肉苁蓉、紫草；湖北的南苍术、白术、川芎；四川

的芍药、花椒、橘；河南的山药、细辛、桑树、茜

草；内蒙古的榛树、酸枣；河北的白芷。不少至今

有 “怀山药”“川椒”“祁白芷”等美誉。早在至少

４０００余年前的巫和医尚未分家的年代，植物的产区
便已被当时人们所重视。有些道地药材的使用历史

便又提前了几千年。

《山海经》中的植物多数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

有些植物在多座山中出现，如紫草在西次四经、北

山首经、北次三经、中次九经等出现了４次，山药
在北次三经、中次五经、中次六经、中次十二经等

出现了４次，可见当时紫草、山药是被多地广泛使
用的常用植物。当然，紫草、山药的道地产区并不

唯一，紫草的道地产区有新疆、内蒙古、甘肃等，

而山药的道地产区有焦作、安国等，甚至还有一些

其他有争议的产区。多数植物的分布在 《山海经》

中的记载均为单一地点，而某种植物也十分可能因

为该书的记载，而与某地相关联。

檀树、樟树在陕西甘肃等地已无分布，一种可

能是当时人们的误传，也有可能这２种植物不是檀
树、樟树。枸杞子在湖南有无分布，并不能得出可

靠结论，毕竟枸杞属的植物分布差异较大，在当时

南方有分布也不无可能。紫草在四川几乎无分布，

可能是紫草属的另一种植物，也可能是对该植物的

推测有误。 《山海经》中记载的植物物种直到今天

仍有争议，应多方面考证，对于植物某一特性或特

征的研究，对于植物物种的确定有着更为准确的认

识。而发现植物的某一特性与植物本身相矛盾时，

则植物物种可能需要重新确定。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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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山海经》中植物地理分布
原书地理位置 现在地理位置 所载植物 文献编号

西山首经 秦岭（太白山以西） 薜荔、臭椿、肉苁蓉、黄精、杜衡、天葵、黄花蒿、百里香 ［１０］

西次二经 祁连山 檀木、构树、樟树、蕙兰、棠梨 ［１１］

西次三经 天山 蟠桃、青榨槭、沙棠、苹草 ［１１］

西次四经 六盘山 紫草、白芷、秦岭槭 ［１１］

北山首经 大青山 松柏、鉼树、桐树、椐树、臭椿、薤白、漆树、山葱、天葵、山桃、李、榛树、
眓树、紫草、酸枣

［１０］

北次二经 吕梁山 松树、柏树 ［１１］

北次三经 太行山 紫草、山药、秦艽、漆树、竹、芍药、川芎、白芷 ［１１］

南山首经 大巴山脉 构树、山韭菜 ［１２］

南次二经 大巴山往东至浙江 — ［１２］

南次三经 云贵高原及南岭诸山 甘薯 ［１３］

东山首经 岳山 桑树、臭椿 ［１４］

东次二经 空桑山、峄山 牡荆、枸杞 ［１４］

东次三经 驯虎山、大小珠山 桐、桃李 ［１４］

东次四经 沂山 无核枣、红皮柳 ［１４］

中山首经 中条山 — ［１２］

中次二经 蔓渠山 桑树、莽草 ［１２］

中次三经 三门峡 蔓荆、水稻 ［１２］

中次四经 熊耳山 茜草、魔芋 ［１２］

中次五经 华山余脉 白术、苍术、芫花、槐树、芍药、麦冬、天冬、秦艽、通脱木、酸枣、山药、蕙草 ［１５］

中次六经 淆山山脉 棕树、楠树、箭竹、山药 ［１６］

中次七经 嵩山山脉 东方香蒲、野葡萄、细辛 ［１６］

中次八经 伏牛山脉 柞树、檀树、栗、橘、柚、桃、李、梅、杏、桑寄生 ［１６］

中次九经 邛崃山、岷山、龙门山 野菊花、白术、苍术、梅、海棠、薤白、白芷、竹、桑树、紫草、芍药、牡荆、

枸杞、橘、柚

［１６］

中次十经 米仓山 花椒、檀树 ［１６］

中次十一经 秦岭 莽草、构树、鸡骨草、无患子、香椿、紫藤、猕猴桃、蔷薇 ［１６］

中次十二经 武当山、荆山 竹、江蓠、橘、柚、芍药、川芎、枸杞、山药、苍术、白术、牡荆 ［１２］

　　注：—表示未记载。

３　小结

３１　植物形态描述及科属分类思想

该书在描述植物形态之后，往往再列举与其形

态相似的植物来进一步描述，这体现了按形态分类

的思维方式，但由于当时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的主

观性以及口口相传的误传，很多植物已不能做出明

确的考证，部分植物在分科属类群上，也没有把握

到本科属的主要特征，仅对其做了片面的描述，在

类比植物的数目上来看，介绍每一种植物也只列举

了一两种常见植物。但这种以熟知解释未知的分类

思想，确实包含了我们现在最常用的用科属对植物

进行分类的方法。部分植物仅着眼于一个器官进行

植物分类，导致分类的片面性，有失系统性，但当

时已经可以为植物的识别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山海经》在描述植物时明确指出是草本还是

木本，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极为先进的植物分类方

法。模式植物的选择思想亦在本书中有所体现，该

书在描述植物时，所选的与其类比的植物是固定的

几个植物，如韭菜，常用于类比百合科的植物，在

描述山韭菜、黄精时便均用到了韭菜这一 “模式植

物”。当然，当时所选的模式植物与现在国际上公认

的模式植物不同。当时人们所选模式植物多以日常

生活中常见的食材为主，如韭菜、桃、枣等，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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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口耳相传，而有些忽视该植物作为模式植物

的可行性。

遗憾的是，这种科属分类植物的思维方式，在

后世的书籍中并没有很多体现。

３２　《山海经》中有关道地药材的成就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道地药材的概念，再加上本

书也是口口相传，汇集而成，但居然有１９种药材与
现在的道地药材产区相同，９５５１％的植物其分布与
今相同，可见当时的医药学者已有相当高的 “道地

药材”的朴素思维，体现了中药文化的历史感和厚

重感。当时的植物或药物也一定不是仅分布在某一

特定地区，但在某一特定的地区所产的植物或药物，

较其他地区所产的具有产量大、质量好、药效佳的

特点，为当时中医所公认，这便是道地药材的萌芽。

道地药材在一定意义上是自然的选择，古籍中记载

的药材的分布地区便很可能是道地产区。

但本书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在口口相传的过程

中，难免有谬误，甚至最先发现某种植物的人在该

植物身上加了很多杜撰的内容。夸大了中药的功

效，却忽视了道地药材与非道地药材功效的比较。

并且，受当时书写技术的落后，无印刷技术诞生，

文字极少，造成了很多药用植物无法考证其原植

物，也没有药用植物入药部位的记载，当时的人是

全草入药，还是用植物的某一部分或某一器官，便

不得而知。

总体来讲，笔者认为， 《山海经》作为我国古

代第一本正式记载名山大川及植物分布的著作，还

是很详尽地记载了当时可以考察到的每一座山、每

一条河，尽当时学者的努力去记载可以认识到的植

物。最为重要的是，把植物的科属分类思想、道地

药材的思想体现了出来，就年代来讲，早于任何一

部记述植物和中药的书，这两种思想，在当时世界

上是极为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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