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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植物与药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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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诗经》中提到动植物名３３８种，其中动物１６０种，植物１７８种。植物中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
药用植物、芳草、染草、瓜果、蔬菜、野菜及野生草木。药用植物种数差异很大，有５０余种、８０余种、８９种、
１００余种、１３２种５种说法。最低数占所载１７８种植物总数的２８％，最高数占７４％。细查 《诗经》，诗中只是写出了

植物的名称，未言有何药用。诗中有的植物确有药用，但不会达到５０种，甚至不超过３０种。原因有二：一是 《诗

经》形成时，中医药理论尚处在孕育和萌芽之中，用药治病也处于探索的初期，用药很少，不能将后来的药用判断

为当时也供药用。二是 《诗经》是诗歌集，不会刻意去记载药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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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诗经》药用植物种数的５种说法

创作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的 《诗经》，是中

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３０５篇７２００余行。内容多反
映王室诸侯征战、庆典、祭祀、宴请、爱情、婚嫁、

思念、民间农事、人民生活的痛苦及对幸福生活的

渴望。产生的地域，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河

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的周人之地。据统计，《诗经》

全书提到的动植物名共３３８种，其中动物名１６０种，
植物名１７８种［１］。植物中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

药用植物、芳草、染草、瓜果、蔬菜、野菜及野生

草木。其中有多少种药用植物，笔者所见说法差异

甚大：１９８４年出版的 《中国药学史料》引陈维养文

说有１００余种［２］２６；１９９９年的 《中华本草》也说有

５０余种［３］；２０１７年有人汇总 《诗经》药用植物有

１３２种、８９种和５０多种３种说法［４］；１９９１年出版的
教学参考资料丛书 《中国医学史》说有５０余种［５］；

笔者还见一说有８０余种。除去重复，共有５种说法，
都可以把它作为药学初期发展的旁证。５种说法中，
最低数占植物总数２８％，最高数占７４％。

《诗经》的 ５０余种药用植物有哪些？前述的
《中国医学史》第２版列出了５１种植物药名可作参
考。名单如下：艾（苦艾）、虻（贝母）、癗

"

（车

前）、卷耳（苍耳）、踴（益母草）、杞（枸杞子）、荬

（泽泻）、茑（桑寄生）、女萝（菟丝子）、蒿（青蒿）、

芩（黄芩）、芍药、荼（苦菜）、白茅（白茅根）、茹雂

（茜草）、扭（女贞子）、柽（西河柳）、椐（马鞭草）、

椒（秦椒、花椒）、漆（漆叶）、木瓜、葛（葛根）、薇

（白薇）、苹（大的水苹）、藻（海藻）、蒹葭（初生的

苇）、苓（甘草）、茨（蒺藜）、唐（菟丝）、匏（苦叶）、

谖草（鹿葱花）、荷、兰（佩兰）、茨（荆葵）、瓜、苴

（鮉子）、果羸（栝蒌）、台（香附子）、莞（白芷）、兰

（兰染草）、
#

（乌头）、桃（桃仁）、桑（桑叶）、枣（大

枣）、枸、柏（侧柏）、谷（楮实）、荇、蒌（蒌高）、繁

（一名游湖，北人称旁勒）、壶（葫芦）［５］。

但细看诗文，只有其名，未言药用。现从岳麓

书社２０００年出版的蒋见元、程俊英注译本 《诗经》

中，择举１０首诗为例加以说明。其中有的译文笔者
略有改动，使更通俗易懂。

２　举例分析是否药用植物

例一：卷耳，为今祛风除湿药苍耳，主用其果，

名苍耳子；亦有用全草者，名苍耳草。《诗经》中

的《周南·卷耳》是一首女子思念远行丈夫的诗。共

４段。第一段中有卷耳，诗文云：“采采卷耳，不盈
顷筐。嗟我怀人，蜫彼周行。”译文为：“采了又采

苍耳菜，就是不满小浅筐。心中想着心上人，把筐

放在大路旁”［６］４。卷耳是供妇女们采集的野菜。药

·６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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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始载东汉 《神农本草经·中品》，名
$

耳实，谓主

风头寒痛（风伤头冷痛），风湿痹痛。草能疏散风

热，治头痛。孙思邈将苍耳收入 《千金要方·卷二十

六食治》篇，谓有小毒，说明唐朝时苍耳嫩叶仍可

做野菜食用［７］。

例二：木瓜，为今除湿疗痹药木瓜。《诗经》

中的《卫风·木瓜》是一首男女相互赠答的定情诗。

共３段。第一段中有木瓜，诗文云：“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译文为：“你

送我一个木瓜，我回报一块玉佩。不仅是为了回报，

是表示永远相好”［６］５９。可玩可食的青黄色木瓜，是

做情人间的赠物。药用始载于魏晋间 《名医别录》，

名木瓜实，谓主湿痹邪气，霍乱吐下，转筋不止。

例三：踴，为今活血调经药益母草；种子亦入

药名茺蔚子。《诗经》中的《王风·中谷有踴》是一

首写荒年女子被丈夫遗弃悲伤无助的诗。共 ３段。
第一段中有踴，诗文云：“中谷有踴，賛其干矣。有

女仳离，?其叹矣。?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译

文为：山谷长着益母草，天旱不雨草枯焦。有位女

子被遗弃，又悲又愤气难消。又悲又愤气难消，后

悔嫁人没选好”［６］６４。枯焦的益母草，用来比喻主人

公内心的痛苦、体态的憔悴。药用始载 《神农本草

经·上品》，名茺蔚子，谓主明目益精，久服轻身。

茎亦药用，主风疹骚痒，可作浴汤。以益母草名入

药，首见宋代 《本草图经》。

例四：芍药，为今补血平肝药白芍或凉血散瘀

药赤芍（时芍药不分赤白）。《诗经》中的《郑风·溱

洧》是一首写郑国 ３月 ３日上巳节青年男女在溱、
洧河边春游的诗。共２段。第一段中有芍药，诗文
为：“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鱅兮。女

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

洵皐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译文为：“溱水流、洧水淌，三月冰融水流畅。一对

青年男和女，手拿兰草驱不祥。女孩说：‘咱们去看

看？’男孩道：‘我已去过了一趟。’‘陪我再去又何

妨！洧水外，河岸旁，真是好玩又宽广。’男男女女

在河边，互相逗笑好欢畅，送支芍药莫相忘”［６］８５。

芍药又名江蓠，与 “将离”谐音，是恋人分别时的

赠物，希望别后能快些再见，似今日象征爱情的红

玫瑰。药用首见 《五十二病方》，后收入 《神农本

草经·中品》，谓主邪气腹痛，除血痹。

例五：壶，壶通葫，壶即葫芦，为今少常用利

水渗湿药。《诗经》中有４篇写到葫芦，分别有壶、

瓠、匏３种写法，其中 “瓠”重复一次。瓠亦通壶。

匏为葫芦之一种，《本草纲目》中记载：“瓠之无柄

而圆大形扁者为匏”［８］。

《诗经》中的《幽风·七月》为一组农事诗。共８
段。第六段中有壶，诗文云：“七月食瓜，八月断

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译文为：

“七月采瓜食瓜瓤，八月葫芦摘个光，九月拾麻好收

藏。采来苦菜砍臭椿，是咱农夫半年粮”［６］１３９。葫芦

是农家的瓜菜种植品，嫩时可食，八月秋时已老，

壳木质化变硬，可作水瓢及盛物用器。

《诗经》中的《小雅·瓠叶》为一首贵族宴客敬

酒诗。共４段。第一段中有瓠叶，诗文云：“幡幡瓠
叶，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译文为：

“风吹葫芦叶乱翻，采来做菜可佐餐。主人藏有好陈

酒，请客一尝杯斟满［６］２４６。”葫芦叶为做菜的食材。

《诗经》中的《邶风·匏有苦叶》是一位女子在

济水岸边等待未婚夫时唱的歌。共４段。第一段中
有匏，诗文云：“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

则揭。”译文为：“枯叶葫芦腰间收，济水渡口深水

流。水深和着衣裳趟，水浅提着下衣走”［６］２９。是说

形体圆大无柄的葫芦，叶枯实干后体轻浮力大，涉

水系腰可做救身器用。此葫芦三诗均无药用说明。

唐代 《日华子本草》始载药用，名壶卢，利水用。

例六：杞和桑，杞指杞树果实，为今滋阴补血

药枸杞子。桑指桑树之叶，为今辛凉解表药桑叶；

桑树根皮亦入药，为今清肺平喘药桑白皮。《诗经》

中的《郑风·将仲子》是一首写女子婉拒情人的诗。

共３段。第一段中有杞，第二段中有桑。诗文云：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古代５家为邻，５邻为里），
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将仲子兮！

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译

文为：“二哥请你听我讲！不要翻越我里墙，别把杞

树来压伤。哪敢吝惜这些树？只怕我的爹和娘。二

哥请你听我讲！不要翻过我院墙，别伤墙边种的桑。

哪敢吝惜这些树？怕我兄长要张扬”［６］７１。主人在里

墙、院墙边分别种有杞树、桑树，杞果枸杞子可食

用，桑叶养蚕用。未记两者有何药用。枸杞药用始

载 《神农本草经·上品》，主五内邪气（热邪伤五

脏），消渴，久服坚筋骨。桑叶药用始载 《神农本

草经·中品》桑根白皮项内，主除寒热，汗出。

例七：茨，为今平肝息风药刺蒺藜。《诗经》

中的《睟风·墙有茨》是一首讽刺卫国统治阶级淫乱

的诗。共３段。３段诗文中皆有茨。第二段诗文云：
·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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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有茨，不可襄也。中?之言，不可详也。所可详

也？言之长也。”译文为：“蒺藜爬满墙，难以一扫

光。宫廷悄悄话，不可仔细讲。还能说什么？说来

话太长”［６］４１。蒺藜为一种茎平卧不易除净的杂草。

药用始载 《神农本草经·上品》，名蒺藜子。

例八：台，台植物名莎草，其根茎入药，为今

疏肝理气药香附子。《诗经》中的《小雅·南山有

台》，为一首赞美国家获得贤人的诗。共５段。第一
段中有台，诗文云：“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

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译文为：

“南山莎草绿萋萋，北山遍地长野藜。得到君子多快

乐，国家靠你做根茎。得到君子多快乐，祝你万寿

无穷期”［６］１６４。此处台指长满南山的野生莎草，营造

一种兴旺繁荣景象。未讲药用，可做避雨之蓑衣。

例九：芩，芩有药物黄芩、蒿类野草两种说法。

《诗经》中的《小雅·鹿鸣》是一首贵族宴会宾客诗。

共３段。第三段中有芩，诗文云：“呦呦鹿鸣，食野
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译文为：“鹿儿呦呦叫

不停，唤来同伴吃野芩。我有满座好宾客，席上弹瑟又

奏琴。琴瑟齐奏声和鸣，酒酣耳热座生春。我有美酒敬

一杯，借此娱乐诸贵宾”［６］１４９。芩为鹿吃的蒿类野草。

黄芩药用始载 《神农本草经·中品》，主诸热，泄痢。

例十：
#

，
#

有毒药乌头和野菜
#

葵两种说法。

《诗经》中的《大雅·绵》是一首颂扬周族日益强大

的赞美诗。共９段。第三段中有
#

，诗文云：“周原

??，
#

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

筑室于兹。”译文为：“周原肥沃又宽广，
#

葵苦菜

像饴糖。大伙计划又商量，刻龟占卜望神帮；神灵

说是可定居，此地建屋最吉祥”［６］２５５。
#

像饴糖
#

应

为野菜
#

葵，而不是味苦麻口有大毒的乌头。

以上１０例，当时均非药用植物。实际上，诗中
几乎所有植物都只是提出了名，未言有何药用，但是

《诗经》中也确有药用植物，可从两个方面作出判断。

一是诗中个别植物说明有某种医疗作用，为药

用植物。

例如：虻，《诗经》中的《睟风·载驰》是一首

女子吊唁国破家亡的诗。共 ５段。第三段中有虻，
诗文云：“陟彼阿丘，言采其虻。女子善怀，亦各有

行。”译文为： “登上那边高山冈，采来贝母治忧

伤。女子虽然多想家，自有道理和主张”［６］４８。

再如谖草，《诗经》中的《卫风·伯兮》是一首

女子思念远征丈夫的诗。共４段。第四段中有谖草，

诗文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

?！”译文为： “哪儿去找忘忧草？找来种到后院

中。魂牵梦莹盼郎归，心病难治愁难消”［６］５８。

两诗中的虻和谖草，都是治疗忧伤过度，苦闷不

乐的药用植物。但笔者对 “虻”的含义有疑问。“虻”

字左边有虫字旁，怀疑可能不是植物药贝母而是昆虫药

牛虻。查了权威性很高的 《古代汉语词典》和 《辞

海》，也是释为牛虻。但查 《诗经》注释，说虻为芐的

假借字，《尔雅》和 《说文》皆云芐贝母也。于是众多

《诗经》注释都说是贝母。《中国药学史料·诗经与采

药》也尊贝母说［２］２９。谖草有说是今之萱草、金针菜，

《中国药学史料》说是安神药合欢，食之令人忘忧。

二是有的植物未说明药用，但含有人们已知的

某种药用价值，应视为药用植物。

例如：艾，《诗经》中的《王风·采葛》篇是一

首思念情人诗。共 ３段。第三段中有艾，诗文云：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译文为： “姑

娘采艾去田间，只有一天未见面，好像隔了整

３年”［６］６７。甲骨文中有用艾作灸治病的记载，又可
晒干扎把点燃生烟室外熏蚊。《庄子·让王》篇记载

了一件 “艾熏王子”的趣事：春秋时越国有３位国
君被

%

杀，所以到王子搜时，不愿继承王位，藏在

丹穴里不出来。“越人熏之以艾”才出。王子搜攀

着拉手上车，仰天喊道：“王位呀，王位！难道不肯

放过我吗！”艾应是药用植物。

又如：癗
"

，一般释为车前草，为今之利尿退

肿药。《诗经》中的《周南·癗
"

》篇，是一群妇女

在采集车前子时随口唱的一组短歌。共３段。３段
皆有癗

"

，第二段诗文云：“采采癗
"

，薄言掇之。

采采癗
"

，薄言捋之。”译文为：采了又采车前草，

快点把它拾起来。采了又采车前草，快点把籽抹下

来”［６］７。原来，采车前草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它的

种子车前子。车前子形体极小，既不能食也不能玩，

认为可治不孕和难产。那时丈夫们常在外从军或服

徭役，妇女在家生活艰难，不孕和难产是困扰的两

大难题，车前子对此有益。

癗
"

还有人释为薏苡。今人赵晓明［９］详细考证，

癗
"

不是车前草，而是有６０００年栽培史的粮食作物
薏苡。甲骨文中有薏苡，并记载用它来酿酒。古人

还认为，薏苡 “食之宜人” “令人宜子”，有助生

育。甚至传说：禹的母亲因吞食薏苡，生下了禹；

所以禹建立的夏族姓 “姒”［１０］，并用薏苡作为本族

的植物图腾［１１］。含义是薏苡保佑了夏族的繁衍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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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由此可知，癗
"

是车前草也好，是薏苡也罢，

均是当时的药用植物。

再如：鱅，《郑风·溱洧》第一段中的鱅，是一

种芳香的兰草，用之沐浴或佩带，可芳香辟邪，带

来安康吉祥。也是当时的药用植物。

但是，像这样的药用植物，估计 《诗经》里当

时达不到 ５０种，甚至可能达不到 ３０种。到后来，
它们中的多数植物逐渐作为药用，成为药用植物。

３　 《诗经》药用植物记载数量少的原因

《诗经》药用植物少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受 《诗经》时期医药水平所限。《诗经》

的形成时期，是在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经历

了５００多年。而中国第一部医方书 《五十二病方》，

成书于公元前３世纪，大约在春秋后２００年、战国
后期才出现。第一部中医药基本理论经典著作 《黄

帝内经》，出现在 《五十二病方》之后，是在战国

至秦汉时才逐步完善。所以 《诗经》形成时期，中

医药学理论尚处在孕育、萌芽之中，用药治病也处

于探索的初期，用药本来就很少。《左传·宣公十二

年》（公元前５９７年）记载了萧国（今安徽萧县西北）
被楚国大军围攻时，被问到萧国的医药储备有无，

只涉及治腹疾的麦曲和山鞠穷（今川芎）两种，回答

都说没有［１２］３８８，可见用药之少。到战国时，用药增

加很多，但治病仍然是药治与针灸并重。不能将后

来药用说成当时也供药用。

《诗经》创作时期人们的精神信仰和社会风气

都沿袭夏商。由于科学未兴，统治阶级和平民百姓

都相信天命，迷信鬼神，信赖巫术。认为天地鬼神

主宰人们的命运，疾病是天帝降灾，鬼神作祟。巫

则自称是天地人神之间的媒介人。人们生病，巫玩

弄占卜为辨吉凶，乞求鬼神为其消灾除病，并不使

用药物。因而巫人、巫术在社会活动中和疾病防治

上都有很高地位，严重阻碍了医学进步。医药人与

上层社会和进步力量配合，共同揭露巫术的欺骗性；

努力提高自身的防病治病效果；在防病治病经验孕

育、萌芽中不断总结出医学的新经验、新理论，这

是医学与巫术进行斗争的三大任务。

《左传》是反映春秋各国的史料，中有巫人受

罚和两位晋国国君向秦国求医的事。《山海经》记

载了开明东有巫彭等六巫采药救諮窳的事［１３］１９８。两

者所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医药实际：

巫的威信下降，有的巫操巫术与药治两种技能；医

学的病因病理学萌芽但治病用药仍然很少。现将

《左传》所载这３件重要医事引证如下。
第一件，巫人妄说犯上遭斩。 《左传·成公十

年》中记载：“成公十年（公元前５８１年），晋侯梦
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

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

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

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晋侯欲麦，

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 桑 田 巫，示 而 杀

之［１２］４５６４５８。”这段话是说：鲁成公在位１０年，晋景
公梦见一个大恶鬼，披头散发拖到地上，捶着胸跳

起来对他骂道：“你杀死了我的孙子不道德，我请求

天帝许可前来报仇！”大鬼打坏大门及寝门而入。晋

景公害怕了，逃进内室躲藏起来。大鬼又打坏内室

门。晋景公惊醒了，召来桑田地方（今河南灵宝市

北）的巫人问吉凶。巫人说的与梦境一样。晋景公

问：“怎么办？”桑田巫回答：“你等不到吃新麦的

时候了。”……周历六月初七，新麦熟了。晋景公想

吃新麦。他命管公田官员献麦，让管膳食官员烹制。

又召来桑田巫，让他看后将其杀掉。

晋景公遇事求救首选是巫。但自身事实当面揭

穿了所求之巫的谎言，并处极刑。说明春秋时人们

对巫的骗人本质有所察觉，为人们有病求药起到了

促进作用。

第二件，晋景公重病求秦医。《左传·成公十年》

中记载：“成公十年，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

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

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心下横膈膜）之

上，膏（心尖脂肪）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

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

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

之礼而归之。”这段话是说：鲁成公十年，即桑田巫

被斩当年，晋景公得了重病向秦国求医。秦景公派医

缓前来诊治。医缓未到，晋景公梦见疾病在肚里变成

二个小童子。一个说：“医缓是个高明的医生，恐怕

会伤害我们，我们往哪里逃呢？”另一个说：“我们待

在肓之上，膏之下，他能拿我们怎样？”医缓到了，

说：“病已无法治了。病位在肓之上，膏之下的间隙

里，艾炙不能用，针刺够不着，药力达不到，无法治

了。”晋景公说：“真是高明的医生啊。”送了厚礼让

他回去了［１２］４５６４５８。这故事有极其重要的医学价值：有

病要早查、早治，不要拖深、拖重、拖到病入膏肓无

法可治就后悔不及了。令人惊奇的是，面对重病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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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晋景公，医缓竞一点安慰剂、吊命药都未用就走

了，恐怕只能是说明当时用药很少。

第三件，晋平公久病求秦医。 《左传·昭公元

年》中记载：“鲁昭公元年 （公元前５４１年），晋平
公久病，晋国的巫卜说是山川星辰之神台骀、实沈

作崇。晋平公不相信，向秦国求医。秦景公派医和

前去诊治。医和对晋平公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

室……非鬼非食。’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

‘节之。’又对他讲了 “天有六气”，“六气曰阴、

阳、风、雨、晦、明”，“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

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

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

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１２］７５２”医和可谓是一位

伟大医生。他否定了鬼神致病论，提出了房室不节、

六气太过致病的新病因说。医和所讲的六气，是指

自然界的阴天、晴天、刮风、下雨、夜晚、白天六

种气象，强烈的天气现象会造成灾害，让人产生疾

病：阴冷太过会导致寒疾，晴热太过会导致热疾，

刮风太过会导致四肢手脚疾，下雨太过会导致肠胃

疾，夜不按时就寝太过会导致神情迷乱疾，白天思

虑操劳太过会导致心悸疲惫疾。

医和的这一番讲解，说明医学开始脱离巫术迷

信独自发展，医学的病因病理学在孕育中开始萌芽。

但医和也与医缓一样，未用一点安慰药，给 “疾不

可为”中的晋平公一点安慰。这不是疏忽，二人都

是秦国名医，这只能怪当时用药很少。

前述 《五十二病方》是在春秋后２００年、战国后
期成书（卷）。卷前有疾病标题 “凡五十二”，后有

５２种病名紧接列出。笔者从头数至第１４种病为 “疣”

（又名千日疮、猴子、寻常疣），治病法共列７条：第
１条为药治，第５条为药治与巫术结合治，其余５条
全是巫术治疗［１４］。说明战国后期治病对巫术仍有很

大依赖。而治疣所用之药，是抽取旧蒲席上的蒲草条

搓成灸条，灸疣顶用。“热，即拔疣去之。”春秋后二

百年用药都如此少，《诗经》时期用药就更少了。

这里，还可以从 《周礼》和 《山海经》里找到

一点补证。《周礼·医师章》说西周建有王室综合医

院，下设食医、疾医、疡医、兽医４科和药局，规
模比较庞大。但并无用药实例记载。猜测是用药很

少之故。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初年至西汉初年的

３００年间。作者非一人一时。作者们生活地区以楚
为中心，西及巴，东及齐。全书约３１０００字，记载
了１００多个邦国、５００座山、３００条水道、１４０多个
历史人物及众多的动物、植物、矿物物产［１３］１，该书

是反映春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地理物产志，尤以载

有大量药物著名。薛愚 《中国药学史料》统计：

《山海经》载药１２４种，其中动物药６６种、植物药
５１种、矿石药２种、水类药１种、土类药１种、未
详者３种。但大部未被后世采用，甚至未被离时较
近的 《五十二病方》采用。说明这些药物仅是初期

记载，用药经验很不成熟。除这１２４种外，另有桂、
蔓荆、枸杞、白芷、芎穷、署预、芍药、满冬、桔

梗９种植物未写出药用价值，表明对这些植物性能
还不清楚［２］３５，４２。现代统计 《诗经》药用植物种数将

其纳入，恐怕是不适当的。

另一方面由 《诗经》性质所决定。 《诗经》本

身是诗歌集，不会刻意去记载哪些属于药用植物，

否则就不是 《诗经》而是 《药经》了。例如，春秋

时的两个著名药物：《山海经·西山经》治瘿的杜

衡［１３］３０以及前述 《左传·宣公十二年》治腹疾的山鞠

穷，《诗经》中就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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