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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署 預 （ 署 豫 、 薯 蕷 ） 為 山 藥 之 古 名 ， ⾸ 載 於 神 農 本 草 經 ， ⾃ 古 即 為 習 ⽤ 之 補 養 藥 ，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及 ⽅ 書 都 有 很 詳 細 的 記 載 。 從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所 記 載 之 效 能 予 歸 納 分 析 ， 可 分 別 為 ： 滋 養 補 益 、
健 脾 ⽌ 瀉 、 滋 腎 強 陰 、 固 精 ⽌ 頻 尿 、 益 肺 ⽌ 咳 、 久 服 聰 ⽿ 明 ⽬ 不 饑 延 年 、 除 寒 熱 邪 氣 、 消 瘡 腫 、
⽌ 帶 、 治 消 渴 等 。
從 中 國 醫 學 ⼤ 辭 典 及 歷 代 名 醫 良 ⽅ 注 釋 ⼆ 書 共 ⼀ 萬 三 千 多 ⽅ 劑 中 ， 查 出 含 署 預 （ 山 藥 ） 之 ⽅

劑 共 3 3 3 ⽅ ， 就 其 出 典 、 組 成 、 藥 名 分 別 為 署 預 或 山 藥 之 ⽅ 劑 、 藥 對 配 藥 ， ⽅ 劑 之 臨 床 應 ⽤ 等 歸
納 統 計 分 析 之 。
歷 代 本 草 及 ⽅ 劑 典 籍 中 ， 收 載 了 很 多 古 代 醫 藥 家 寶 貴 的 臨 床 經 驗 及 智 慧 結 晶 ， 探 研 分 析 解 讀

古 典 醫 藥 ⽂ 獻 ， 為 今 ⽇ 藥 學 研 究 上 非 常 重 要 的 ⼯ 作 ， 本 研 究 以 現 代 分 析 來 探 研 薯 蕷 （ 山 藥 ） 在 我
國 本 草 ⽅ 劑 典 籍 中 之 內 容 。

關 鍵 詞 ： 署 預 、 效 能 、 ⽅ 劑 、 應 ⽤

前 ⾔

在 中 藥 研 究 上 ， 古 典 與 現 代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研 究 領 域 ， ⼆ 千 多 年 來 吾 國 醫 家 藥 家 ， 累 積 了
非 常 珍 貴 的 臨 床 經 驗 智 慧 結 晶 ， 都 保 存 在 古 本
草 及 ⽅ 劑 典 籍 中 ， 凡 從 事 中 藥 研 究 ， 本 草 ⽅ 劑
典 籍 的 考 察 分 析 ， 實 為 非 常 重 要 的 ⼯ 作 ， 由 古
證 今 ， 爲 今 天 研 究 最 佳 的 ⾨ 扉 。
山 藥 古 名 署 預 、 署 豫 、 薯 蕷 ， 始 載 於 神 農 本

草 經 （ ， 列 為 上 品 ， 為 常 ⽤ 中 藥 ， 由 於 其 來 源
薯 蕷 屬   D i o s c o r e a   是 國 際 著 名 的 藥 ⽤ 及 食 ⽤ 植
物 ， 關 於 其 植 物 學 、 ⽣ 藥 學 、 成 分 、 藥 理 、 裁 培 之
研 究 論 ⽂ 有 三 百 多 篇 以 上 （ 2 ） ， 署 預 之 本 草 考 察
在 ⽣ 藥 學 論 ⽂ 中 略 有 述 及 外 （ 3 4 ， 對 其 本 草 效

能 之 歸 納 分 析 詮 釋 及 ⽅ 劑 之 研 究 ， 則 未 ⾒ 。
本 研 究 對 山 藥 （ 署 預 ） 之 本 草 效 能 及 ⽅ 劑

應 ⽤ ， 作 ⼀ 縱 貫 古 今 歷 代 典 籍 之 搜 索 、 查 尋 、
規 劃 單 體 研 究 樣 本 、 歸 納 、 整 理 、 分 析 、 詮 釋
之 研 究 ⼯ 作 ， 使 此 珍 貴 之 古 代 深 奧 中 醫 藥 珍 貴
資 料 ， 能 以 現 代 研 究 結 果 ， 讓 ⼤ 家 能 輕 易 入 其
⾨ 扉 ， 瞭 解 其 梗 概 ， 裨 有 益 於 山 藥 之 後 續 研 究
及 臨 床 應 ⽤ 之 開 發 。

材 料 與 ⽅ 法
⼀ 、 材 料
本 研 究 之 古 本 草 材 料 ， 主 要 以 有 增 錄 署 預

（ 山 藥 ） 之 效 能 及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之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典 籍 爲 研 究 對 象 ， 包 括 神 農 本 草 經 （ 1 、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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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證 類 ⼤ 觀 本 草 （ 5 ） 、 重 修 政 和 經 史 證 類 備 ⽤ 本
草 （ 6 ） 、 本 草 綱 ⽬ （   ） 、 桐 君 藥 錄 （ 8 ） 、 吳 普 本 草 （ 9 ）
、 名 醫 別 錄 （ 1 0 ） 、 藥 性 論 （ I ！ ） 、 食 療 本 草 （ 1 2 ） 、 ⽇
華 ⼦ 本 草 （ 1 3 ） 、 ⽤ 藥 法 象 （ 1 4 ） 、 湯 液 本 草 （ 1 5 ） 、 飲
膳 正 要 （ 1 6 ） 、 本 草 衍 義 補 遺 （ I 、 本 草 蒙 筌 （ 1 9 ） 、
神 農 本 草 經 疏 （ 2 0 1 、 本 草 正 （ 2 1 、 藥 品 化 義 （ 2 3 ） 、
本 草 徵 要 （ 2 4 ） 、 本 草 崇 原 （ 2 5 ） 、 本 草 備 要 （ 2 6 ） 、 本
經 逢 原 （ 2 1 、 本 草 經 解 要 （ 2 8 ） 、 本 草 從 新 （ 2 9 ） 、 得
配 本 草 （ 3 0 1 、 本 草 求 眞 （ 3 1 ） 、 神 農 本 草 經 讀 （ 3 2 ） 、
本 經 疏 證 （ 8 3 ） 、 本 草 問 答 （ 3 4 ） 、 本 草 思 辨 錄 （ 3 8 ） 等
， 就 其 所 論 述 之 內 容 、 查 閱 、 影 印 、 列 出 。
本 研 究 之 ⽅ 劑 材 料 ， 以 蒐 集 歷 代 醫 書 ⽅ 劑

著 名 巨 著 中 國 醫 學 ⼤ 辭 典 （ 3 6 及 歷 代 名 醫 良 ⽅ 註
釋 （ 3 為 材 料 ， 前 者 收 載 ⼀ 萬 ⼆ 千 多 ⽅ ， 後 者 收
載 2 0 4 8 ⽅ ， 除 去 重 複 ， 共 ⼀ 萬 三 千 多 ⽅ ， 已 包
含 了 歷 代 諸 ⽅ 劑 典 籍 的 精 華 。 對 於 1 9 9 4 年 ⾏ 政
院 衛 ⽣ 署 之 ⽅ 劑 標 準 ⽅ 3 3 7 ⽅ （ 3 8 ） ， 亦 予 探 討 。
⼆ 、 ⽅ 法
本 研 究 ⽅ 法 ， 從 本 草 及 ⽅ 劑 典 籍 中   核 含

有 薯 蕷 （ 山 藥 ） 之 藥 效 、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及 ⽅
劑 之 內 容 ， 逐 條 列 出 ， 逐 ⾴ 影 印 ， 每 ⼀ 件 資 料
， 都 單 獨 列 爲 研 究 的 樣 本 。
將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有 關 之 影 印 樣 本 ， 依 出 典

順 序 ， 詳 細 比 對 ， 剔 除 登 錄 與 前 典 重 覆 之 內 容
， 僅 錄 增 添 之 ⽂ 句 ， 依 出 典 年 代 ， 編 列 「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效 能 ⼀ 覽 表 」 ， 由 此 可 觀 其 梗 概 。 對
於 歷 代 本 草 ⽂ 獻 ， 展 轉 抄 刻 ， 參 錯 差 異 者 ， 則
引 經 據 典 ， 校 儲 更 正 ， 盡 量 恢 復 其 正 確 原 ⽂ 之
舊 觀 。
就 上 述 效 能 ⼀ 覽 表 及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有 關 之

性 味 、 歸 經 、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 分 別 就 每 ⼀ 件
單 體 研 究 樣 本 ， 古 今 比 較 比 對 ， 以 療 效 就 其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內 容 ， 歸 納 、 整 理 、 分 類 、 比 較 、
綜 合 、 分 析 、 解 析 詮 釋 其 涵 義 。
將 中 國 醫 學 ⼤ 辭 典 ， 歷 代 名 醫 良 ⽅ 註 釋 ⼆

書 ， 逐 ⾴ 審 慎 查 閱 ， 對 於 組 成 含 有 薯 蕷 、 山 藥
之 ⽅ 劑 ， 逐 ⼀ 登 錄 其 ⽅ 名 、 出 典 、 ⾴ 數 ， 逐 ⾴
影 印 ， 剪 下 所 需 之 內 容 ， 標 記 ， 此 種 查 閱 ⼯ 作
， 共 計 2 3 ⼯ 做 天 才 得 完 成 。
就 上 述 所 查 到 含 山 藥 （ 薯 蕷 ） 之 ⽅ 劑 ， 輸

入 電 腦 ， 依 筆 劃 列 出 歷 代 醫 籍 含 山 藥 （ 薯 蕷 ）
之 ⽅ 劑 ⼀ 覽 表 ， 再 依 （ 1 ） 出 典 朝 代 ， （ 2 ） 組 成 之 藥

品 數 ， （ 3 ） 藥 名 分 別 爲 薯 蕷 、 山 藥 之 ⽅ 劑 ， （ 4 ） 藥
對 配 藥 ， （ 5 ） ⽅ 劑 臨 床 應 ⽤ 等 統 計 分 析 之 ， 並 就
衛 ⽣ 署 標 準 ⽅ 含 山 藥 之 ⽅ 劑 分 析 之 。

結 果

⼀ 、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之 性 味 、 歸 經 、 效 能 、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之 正 ⽂ 及 傳 刻 失 誤 之 校 讎 。
全 ⽂ 共 計 約 1 2 , 0 0 0 多 字 ， 太 冗 長 ， 此 略 。

⼆ 、 性 味
本 經 ： 「 味 ⽢ ， 溫 」 （ 。
桐 君 藥 錄 ： 「 ⽢ 涼 ， 無 毒 」 （ 8 ） 。
吳 普 本 草 ： 「 ⽢ ， ⼩ 溫 」 （ 9 ） 。
別 錄 ： 「 平 ， 無 毒 」 （ 1 0 ） 。
本 草 正 ： 「 味 微 ⽢ ⽽ 淡 ， 性 微 澀 」 （ 2 1 。
藥 品 化 義 ： 「 ⽣ 者 性 涼 ， 熟 者 化 涼 爲 溫 」

（ 2 3 ） 。

本 草 徵 要 ： 「 味 ⽢ 平 無 毒 」 （ 2 4 ） 。
本 草 崇 原 ： 「 ⽢ 平 」 （ 2 5 ） 。
本 草 備 要 ： 「 性 濇 」 （ 2 6 ） 。
本 草 經 解 要 ： 「 溫 平 ， 味 ⽢ 無 毒 」 （ 2 8 ） 。
性 味 爲 古 來 闡 述 藥 物 功 ⽤ 的 指 標 ， 把 藥 物

作 ⽤ 的 性 質 歸 納 起 來 ， 成 爲 治 病 ⽤ 藥 的 基 本 原
則 。 歷 代 諸 說 ， 山 藥 味 ⽢ ， 無 毒 ， 但 對 其 性 則
有 不 同 說 法 ， 從 本 經 「 溫 」 、 別 錄 「 平 」 、 吳
普 「 ⼩ 溫 」 、 桐 君 「 涼 」 、 藥 品 化 義 「 ⽣ 涼 、
熟 溫 」 ， 本 草 正 「 微 澀 」 ， 本 草 備 要 以 其 能 治
遺 精 泄 瀉 ， ⽽ 認 爲 性 濇 。
從 以 下 之 效 ⽤ 分 析 其 功 能 主 補 虛 羸 、 補 中

益 氣 ⼒ 、 補 五 勞 七 傷 ， 補 其 不 ⾜ ， 健 脾 胃 、 補
脾 ， 很 明 顯 是 溫 補 的 作 ⽤ ， 故 性 味 以 「 ⽢ 溫 」
較 為 正 確 。
三 、 歸 經
湯 液 本 草 ： 「 ⼿ 太 陰 經 」 （ 1 6 ） 。
綱 ⽬ 引 傷 寒 蘊 要 ： 「 入 ⼿ ⾜ 太 陰 ⼆ 經 」 （ ︖ ）

。 
本 草 徵 要 ： 「 入 ⼼ 脾 腎 三 經 」 （ 2 4 ） 。
本 草 崇 原 ： 「 仍 補 太 陰 脾 ⼟ 之 藥 」 （ 2 5 ） 。
本 草 備 要 ： 「 ⾊ ⽩ 入 肺 ， 味 ⽢ 歸 脾 ， 入 脾

肺 ⼆ 經 」 （ 2 5 ） 。
本 草 經 解 要 ： 「 入 ⾜ 厥 陰 肝 經 ， ⼿ 太 陰 肺

經 … … 入 ⾜ 太 陰 脾 經 」 （ 2 8 ） 。



得 配 本 草 ： 「 入 ⼿ 、 ⾜ 太 陰 ⾎ 分 ， 兼 入 ⾜
少 陰 氣 分 」 （ 8 0 ） 。
歸 經 爲 經 絡 臟 腑 學 說 與 藥 物 作 ⽤ 部 位 結 合

， 以 聞 述 藥 物 療 效 的 理 論 ， ⾦ 元 本 草 家 特 加 以
引 入 本 草 ⽤ 藥 論 中 ， 從 以 上 諸 家 本 草 之 論 述 ，
山 藥 之 歸 經 有 （ 1 ） ⼿ 太 陰 肺 經 ， （ 2 ） ⾜ 太 陰 脾 經 ，
（ 3 ） ⾜ 少 陰 腎 經 ， ⽽ 本 草 經 解 要 又 提 出 （ 4 ） ⾜ 厥 陰
肝 經 之 說 ， 從 以 下 之 效 能 分 析 ， 雖 別 錄 「 ⽌ 腰
痛 」 ， ⽇ 華 ⼦ 「 強 筋 骨 」 ， 飲 膳 正 要 ： 「 壯 筋
骨 」 ， 中 醫 臟 腑 說 肝 主 筋 腎 主 骨 ， ⽽ 推 論 山 藥
入 肝 腎 ， 使 肝 腎 相 著 ， ⽽ 強 筋 骨 ， 主 腰 痛 ， 但
綜 觀 山 藥 之 療 效 ， 入 ⾜ 厥 陰 肝 經 之 說 ， 與 入 脾
腎 肺 比 較 ， 顯 得 較 薄 弱 ， 應 予 放 棄 。
四 、 效 能 之 歸 納 、 分 類 及 其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中 醫 ⽤ 藥 治 病 ， 是 在 中 國 醫 學 理 論 的 基 礎

上 ， 辨 證 論 治 ， 隨 證 ⽤ 藥 ， 從 臨 床 臨 證 ， 累 積
了 豐 富 的 臨 床 經 驗 與 中 醫 理 論 結 合 的 醫 藥 知 識
， 在 探 研 中 藥 之 治 病 醫 療 上 ， 這 種 中 醫 理 論 下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 藥 分 類 及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扉 。
山 藥 的 功 能 主 治 ， 就 上 述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的

內 容 ， 歸 納 整 理 ， 可 分 別 為 ： （ 1 ） 滋 養 補 盒 ， （ 2 ）
健 脾 ⽌ 瀉 ， （ 3 ） 滋 腎 強 陰 固 精 、 ⽌ 頻 尿 ， （ 4 ） 益 肺
⽌ 咳 ， （ 5 ） 久 服 聰 ⽿ 明 ⽬ 、 寧 神 、 輕 身 、 不 饑 延
年 ， （ 6 ） 除 寒 熱 邪 氣 ， （ 7 ） 消 瘡 腫 ， （ 8 ） ⽌ 帶 ， （ 9 ） 消
渴 。
茲 就 上 述 諸 分 類 項 ⽬ ， 各 別 就 其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原 ⽂ 分 別 整 理 歸 納 之 ， 並 引 述 諸 家 本 草 之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諸 說 ， 分 別 論 述 如 下 ：
（ 滋 養 補 益
本 經 ： 「 主 傷 中 ， 補 虛 羸 ， 補 中 益 氣 ⼒ ，

長 肌 ⾁ ， 久 服 ⽿ ⽬ 聰 明 ， 輕 身 ， 不 饑 延 年 」 （ I
。
別 錄 ： 「 治 虛 勞 羸 瘦 ， 充 五 臟 」 （ 1 0 ） 。
藥 性 論 ： 「 補 五 勞 七 傷 」 （ I 。
飲 膳 正 要 ： 「 山 藥 飥 ： 治 諸 虛 ， 五 勞 七 傷

， ⼼ 腹 冷 痛 ， 骨 髓 傷 敗 。 山 藥 粥 ： 治 虛 勞 ， 骨
蒸 久 冷 」 （ 1 6 ） 。
本 草 正 ： 「 補 虛 」 （ 2 1 ） 。
藥 品 化 義 ： 「 治 怠 惰 嗜 臥 ， 四 肢 困 倦 」 （ 2 3 ）

本 草 備 要 ： 「 補 其 不 ⾜ … … 治 虛 損 勞 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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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 。
本 經 逢 源 ： 「 補 ⽽ 不 滯 ， 溫 ⽽ 不 熱 」 （ 2 7 ） 。
<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
藥 性 論 ： 「 凡 ⼈ 患 體 虛 贏 者 ， 宜 加 ⽽ ⽤ 之

」 1 。
⽤ 藥 法 象 ： 「 張 仲 景 八 味 丸 ⽤ 乾 山 藥 ， 以

其 涼 ⽽ 能 補 也 」 （ 1 ） 。
綱 ⽬ 引 吳 綬 ： 「 山 藥 入 ⼿ ⾜ 太 陰 ⼆ 經 ， 補

其 不 ⾜ ， 清 其 虛 熱 」 （ 。
本 草 正 ： 「 能 健 脾 補 虛 」 （ 2 1 。
藥 品 化 義 ： 「 溫 補 ⽽ 不 驟 ， 微 ⾹ ⽽ 不 燥 。

… … 因 其 味 ⽢ 氣 ⾹ ， ⽤ 之 助 脾 ， 治 脾 虛 腹 瀉 ，
怠 惰 嗜 臥 ， 四 肢 困 倦 。 又 取 其 ⽢ 則 補 陽 ， 以 能
補 中 益 氣 ， 溫 養 肌 ⾁ ， 爲 脾 肺 ⼆ 臟 要 藥 」 （ 2 3 ） 。
本 草 經 疏 ： 「 薯 蕷 得 ⼟ 之 沖 氣 ， 兼 稟 春 之

和 氣 以 ⽣ ， 故 味 ⽢ 溫 平 無 毒 ， … … ⽢ 能 補 脾 ，
脾 統 ⾎ ⽽ 主 肌 ⾁ ， ⽢ 能 益 ⾎ ， 脾 治 中 焦 ， 故 主
傷 中 補 虛 贏 ， 補 中 盆 氣 ⼒ ， 長 肌 ⾁ ， 充 五 臟 。
… … 藥 性 論 云 ： 薯 蕷 臣 能 補 五 勞 七 傷 ， 去 冷 是
也 。 … … 五 勞 旣 去 ， 五 臟 旣 充 ， 則 久 服 ⽿ ⽬ 聰
明 ， 輕 身 延 年 之 效 ⾃ 若 矣 」 （ 2 0 ） 。
本 草 崇 原 ： 「 主 治 之 功 ， 皆 在 中 ⼟ ， 治 傷

中 者 ， 盆 中 ⼟ 也 ， 補 虛 贏 者 ， 盆 肌 ⾁ 也 ， … …
夫 治 傷 中 ， 則 可 補 中 ⽽ 氣 ⼒ ， 補 虛 贏 ， 則 可
長 肌 ⾁ ⽽ 強 陰 ， 陰 強 則 ⽿ ⽬ 聰 ， 氣 ⼒ 益 ， 則 身
體 輕 健 ， ⼟ 氣 有 餘 ， 則 不 饑 ⽽ 延 年 」 （ 2 5 ） 。
本 草 經 解 要 ： 「 得 地 中 正 之 ⼟ 味 ， 入 ⾜ 太

陰 脾 經 ， 氣 升 味 和 陽 也 ， 脾 為 中 州 ⽽ 統 ⾎ ， ⾎
者 ， 陰 也 ， 中 之 守 也 ， ⽢ 平 益 ⾎ ， 故 主 傷 中 ，
脾 主 肌 ⾁ ， ⽢ 溫 益 脾 ， 則 肌 ⾁ 豐 滿 ， 故 補 虛 贏
， … … 脾 為 中 州 ， ⾎ 為 中 守 ， ⽢ 平 盆 ⾎ ， 所 以
補 中 ， 脾 主 四 肢 ， 脾 ⾎ ⾜ 則 四 肢 健 ， 肺 氣 充 則
氣 ⼒ 倍 也 」 （ 2 8 ） 。
本 草 經 讀 ： 「 能 補 腎 填 精 ， 精 ⾜ 則 陰 強 ，

⽬ 明 ⽿ 聰 ， 不 饑 ， 是 脾 ⾎ 之 旺 ， 身 輕 ， 是 肺 氣
之 充 ， 延 年 ， 是 誇 其 補 盆 之 效 也 。 凡 上 品 俱 是
尋 常 服 食 之 物 ， 非 治 病 之 藥 ， 故 神 農 另 提 久 服
⼆ 字 」 （ 8 2 ） 。
本 經 疏 證 ： 「 主 傷 中 補 虛 贏 ， 即 補 中 盆 氣

⼒ 也 ， ⽽ 本 經 複 ⾔ 之 何 故 ︖ 此 當 連 下 句 讀 ， 主
傷 中 補 虛 贏 ， 除 寒 熱 邪 氣 者 ， 猶 云 補 傷 中 ⽽ 致
之 虛 贏 ︔ … … 。 別 錄 所 主 補 虛 勞 贏 瘦 ， 充 五 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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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煩 熱 ， 正 與 本 經 相 印 。 … … 仲 景 薯 蕷 丸 以
薯 蕷 帥 補 氣 藥 爲 君 ， 補 ⾎ 藥 爲 臣 ， 驅 風 藥 為 佐
使 」 （ 3 3 ） 。
本 草 問 答 ： 「 味 ⽢ 有 液 ， 是 得 ⼟ 濕 之 氣 ，

功 能 補 脾 ， 亦 補 脾 之 陰 也 」 （ 3 4 ） 。
山 藥 爲 滋 補 作 ⽤ 甚 佳 ， 有 病 治 病 ， 無 病 補

身 ， 也 是 非 常 良 好 的 食 療 補 品 ， 藥 性 溫 和 ， 不
帶 膩 不 滯 ， 不 熱 不 燥 ， 常 服 有 盆 ， 其 滋 補 之 適
應 症 很 廣 ， 凡 傷 中 、 氣 虛 不 ⾜ 、 虛 勞 贏 瘦 、 五
勞 七 傷 、 怠 惰 四 肢 困 倦 ， 以 及 下 述 之 脾 腎 肺 虛
諸 症 皆 宜 ⽤ 。
（ 健 脾 、 ⽌ 瀉

運 化 無 ⼒ ， 消 化 功 能 不 良 ， 飮 食 減 少 ， 體 倦 神
疲 乏 ⼒ ， 食 少 瀉 痢 消 瘦 ， ⼀ 切 脾 胃 虛 寒 症 皆 可
⽤ ， 是 ⼀ 味 滋 補 脾 胃 的 藥 物 。
尤 善 於 治 療 脾 虛 便 溏 泄 瀉 ， 慢 性 痢 疾 ， 痢

疾 反 覆 發 作 ， ⾯ ⾊ 清 ⽩ 神 疲 乏 ⼒ ， 食 少 ， ⼩ 兒
慢 性 消 化 不 良 、 食 少 、 腹 瀉 、 消 瘦 。
三 ） 滋 腎 強 陰 、 固 精 、 ⽌ 頻 尿
本 經 ： 「 強 陰 」 （ 。
別 錄 ： 「 ⽌ 腰 痛 」 （ 1 0 ） 。
食 療 本 草 ： 「 利 丈 夫 ， 助 陰 ⼒ 」 （ 1 2 ） 。
⽇ 華 ⼦ ： 「 強 筋 骨 … • … 主 泄 精 」 （ 1 3 ） 。
飲 膳 正 要 ： 「 治 風 眩 ︔ ⽌ 腰 痛 ， 壯 筋 骨 」

本 經 ： 「 補 中 益 氣 ⼒ 」 （ 1 。 （ 1 8 ） 。
綱 ⽬ ： 「 健 脾 胃 ， ⽌ 洩 痢 」 （ ” ） 。 綱 ⽬ ： 「 益 腎 氣 」 （ 。
本 草 經 疏 ： 「 ⽢ 能 補 脾 」 （ 2 0 ） 。 本 草 正 ： 「 滋 精 固 澀 」 （ 2 1 ） 。
本 草 正 ： 「 能 健 脾 」 （ 2 1 ） 。 本 經 逢 源 ： 「 ⼩ 便 頻 數 」 （ 2 7 ） 。
藥 品 化 義 ： 「 治 脾 虛 腹 瀉 … … 為 脾 肺 ⼆ 臟 本 草 從 新 ： 「 ⼩ 便 數 多 」 （ 2 9 ） 。

要 藥 」 （ 2 3 ） 。 本 草 經 讀 ： 「 能 補 腎 填 精 ， 精 ⾜ 則 陰 強 ，
本 草 徵 要 ： 「 補 脾 ， 除 瀉 痢 」 （ 2 4 ） 。 ⽬ 明 ⽿ 聰 」 （ 3 2 ） 。
本 草 崇 原 ： 「 乃 補 太 陰 脾 ⼟ 之 藥 」 （ 2 5 ） 。 本 草 求 眞 ： 「 能 治 遺 精 不 禁 」 （ 1 ） 。
〈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 ＜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
本 草 經 疏 ： 「 ⽢ 能 補 脾 ， 脾 統 ⾎ ⽽ 主 肌 ⾁ ⽤ 藥 法 象 ： 「 山 藥 入 ⼿ 太 陰 ， 張 仲 景 ⽤ 乾

， ⽢ 能 盆 ⾎ ， 脾 主 中 焦 ， 故 主 傷 中 補 虛 贏 ︔ … 山 藥 ， 以 其 涼 ⽽ 能 補 也 」 （ 1 ） 。
… 」 （ 2 0 ） 。 綱 ⽬ 引 吳 綬 ： 「 山 藥 入 ⼿ ⾜ 太 陰 ⼆ 經 ， 補
本 草 徵 要 ： 「 山 藥 得 ⼟ 之 沖 氣 ， 稟 春 之 和 其 不 ⾜ ， 清 其 虛 熱 」 （ ） 。

氣 ， 故 主 ⽤ 如 上 」 （ 2 4 ） 。 綱 ⽬ 引 王 履 薄 洄 集 ： 「 山 藥 雖 入 ⼿ 太 陰 ，
本 草 崇 原 ： 「 山 藥 氣 味 ⽢ 平 ， 始 出 中 嶽 ， 然 肺 爲 腎 之 上 源 ， 源 旣 有 滋 ， 流 豈 無 盆 ， 此 八

得 中 ⼟ 之 專 精 ， 乃 補 太 陰 脾 ⼟ 之 藥 ， 故 主 治 之 味 丸 ， ⽤ 其 強 陰 也 」 （   ） 。
功 ， 皆 在 中 ⼟ 」 （ 2 8 ） 。 本 草 備 要 ： 「 山 藥 性 濇 故 治 遺 精 泄 瀉 ， ⽽
本 草 備 要 ： 「 滲 濕 ， 故 化 痰 ⽌ 瀉 … … 性 濇 諸 家 尚 未 有 濇 」 （ 2 6 ） 。

故 治 遺 精 泄 瀉 」 （ 2 8 ） 。 本 經 逢 源 ： 「 ⾊ ⽩ 歸 肺 ︔ … … 肺 為 腎 之 上
本 草 經 讀 ： 「 不 飢 ， 是 脾 ⾎ 之 旺 」 （ 3 2 ） 。 源 ， 源 旣 有 滋 ， 流 豈 無 益 ， ⾦ 匱 八 味 丸 ⽤ 以 強
本 經 疏 證 ： 「 曰 薯 蕷 丸 者 ， 明 脾 之 氣 ， 固 陰 ， 薯 蕷 丸 以 之 爲 君 ， ⽽ 主 虛 勞 不 ⾜ ， 風 氣 百

當 散 其 精 ⽽ 歸 於 肺 也 ， 是 薯 蕷 丸 雖 謂 之 脾 氣 丸 病 ， ⽢ 溫 平 補 ， ⽽ 不 礙 久 積 之 邪 也 」 （ 2 7 ） 。
也 可 。 … 是 皆 穀 氣 穀 精 ， 不 充 暢 流 動 之 咎 也 本 草 經 讀 ： 「 能 補 腎 填 精 ， 精 ⾜ 則 陰 強 ，
。 … … 薯 蕷 溫 平 之 物 ， 不 寒 不 熱 ， 不 潤 不 燥 ， ⽬ 明 ⽿ 聰 。 … 身 輕 ， 是 肺 氣 之 充 」 （ 3 2 ） 。
為 脾 胃 之 所 均 喜 ， 故 其 ⽤ 能 致 胃 津 於 脾 ， ⽽ 脾 本 經 疏 證 ： 「 仲 景 書 中 ， 凡 兩 ⽤ 薯 蕷 ， ⼀
胃 以 和 」 （ 3 3 ） 。 爲 薯 蕷 丸 ， ⼀ 爲 腎 氣 丸 。 薯 蕷 丸 ， 脾 肺 之 劑 ，
本 草 求 真 ： 「 為 補 脾 肺 之 陰 … 然 性 雖 陰 腎 氣 丸 ， 肺 腎 之 劑 也 。 … … 風 氣 百 疾 者 ， ⼼ 肝

， ⽽ 滯 不 甚 ， 故 能 滲 濕 ， 以 ⽌ 泄 瀉 」 （ I 。 脾 之 氣 ， 懈 於 朝 肺 ， 肺 遂 不 能 輸 精 於 ⽪ ⽑ ， 斯
山 藥 味 ⽢ 入 脾 ， 溫 中 和 中 ， 旣 補 脾 氣 又 盒 外 邪 乘 ⽽ 客 之 ， 是 其 責 雖 在 肺 ， ⽽ 其 咎 究 在 脾

脾 陰 ， 能 補 脾 ⽌ 瀉 ， 助 消 化 ， ⽤ 於 脾 胃 虛 弱 ， ， 故 薯 蕷 丸 以 薯 蕷 帥 補 氣 藥 為 君 ， 補 ⾎ 藥 為 臣



， 驅 風 藥 為 佐 使 。 … … 玩 ⾦ 匱 之 ⽤ 薯 蕷 ， 蓋 可
得 其 概 矣 。 夫 以 陰 中 所 由 ⽽ ⾔ ， 則 精 ⾃ 精 ， 溺
⾃ 溺 ， 其 源 不 同 ， 其 所 化 亦 異 。 何 以 腎 氣 ⼀ 丸
， 在 虛 勞 ， 在 轉 胞 ， 則 治 ⼩ 便 不 利 ， 在 消 渴 ，
則 治 ⼩ 便 過 多 ， 然 惟 此 ⽅ ， 可 ⾒ 溺 能 閡 精 ， 精
亦 能 閔 溺 也 」 （ 3 ） 。
本 品 能 滋 腎 強 陰 ， ⽤ 於 腎 虛 、 腎 陰 虧 損 ，

遺 精 夢 洩 ， 頻 尿 ， 虛 贏 ， 本 品 之 強 陰 並 非 壯 陽
之 功 效 ， 以 其 盆 腎 陰 又 兼 濇 性 ， 固 精 收 澀 作 ⽤
甚 顯 著 ， ⽤ 於 早 泄 及 遺 精 ， 以 其 滋 腎 收 澀 ， ⽤
於 尿 頻 、 尿 多 ， 以 其 滋 腎 腎 陰 ， ⽤ 於 腎 陰 虛
所 致 之 腰 膝 痠 痛 ， 頭 ⽬ 眩 暈 、 潮 熱 盜 汗 等 症 ，
這 也 是 別 錄 「 ⽌ 腰 痛 」 、 ⽇ 華 ⼦ 「 強 筋 骨 」 、
飲 膳 正 要 「 治 風 眩 ， ⽌ 腰 痛 ， 壯 筋 骨 」 諸 功 效
之 原 因 ， 並 非 本 品 ⽌ 痛 作 ⽤ 。
四 ） 益 肺 ⽌ 咳
綱 ⽬ ： 「 化 痰 延 ， 潤 ⽪ ⽑ 」 （ ） 。
藥 品 化 義 ： 「 治 肺 虛 久 嗽 」 （ 2 3 ） 。
得 配 本 草 ： 「 調 肺 氣 ， 治 虛 熱 乾 欬 」 （ 3 0 ） 。
〈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
本 草 經 解 要 ： 「 入 ⼿ 太 陰 肺 經 … … 肺 主 氣

， 氣 虛 則 寒 邪 ⽣ … … 氣 溫 盒 氣 ， 味 ⽢ 益 ⾎ ， ⾎
氣 充 ⽽ 寒 熱 邪 氣 除 矣 」 （ 2 8 ） 。
本 草 經 讀 ： 「 身 輕 ， 是 肺 氣 之 充 」 （ 8 2 ） 。
本 草 求 眞 ： 「 然 究 ⾊ ⽩ 入 肺 … … 為 補 脾 肺

之 陰 ， 是 以 能 潤 ⽪ ⽑ ， 長 肌 ⾁ 」 （ 3 1 ） 。
本 品 入 肺 ， 益 肺 陰 ， ⽤ 於 肺 氣 肺 陰 不 ⾜ ，

所 致 之 虚 勞 乏 ⼒ 、 咳 喘 少 氣 、 肺 虛 以 嗽 、 包 括
慢 性 ⽼ ⼈ 性 ⽀ 氣 管 疾 病 、 久 咳 久 喘 、 冬 季 天 冷
咳 喘 、 肺 結 核 盜 汗 、 潮 熱 、 咳 嗽 痰 多 。 常 服 山
藥 ， 能 補 身 益 肺 氣 ， 宜 於 容 易 傳 染 肺 炎 及 氣 管
疾 病 的 ⼈ ， 能 補 肺 滋 養 ⽣ 津 ， ⽌ 咳 化 痰 ， 改 善
體 質 ， 增 強 抵 抗 ⼒ 。
（ 五 久 服 聰 ⽿ 明 ⽬ 、 寧 神 、 輕 身 ， 不 饑 延 年
。

本 經 ： 「 久 服 ⽿ ⽬ 聰 明 ， 輕 身 ， 不 饑 延 年
」 “ ） 。
別 錄 ： 「 補 五 勞 七 傷 ， 去 冷 風 」 （ 1 0 ） 。
藥 性 論 ： 「 鎮 ⼼ 神 ， 安 魂 魄 ， 補 ⼼ 氣 不 ⾜

， 開 ⼼ 孔 ， 多 記 事 」 （ I 1 ） 。
⽇ 華 ⼦ 本 草 ： 「 健 忘 」 （ 1 3 ） 。
綱 ⽬ ： 「 化 痰 涎 ， 潤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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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 引 杜 蘭 ⾹ 傳 ： 「 食 薯 蕷 可 以 避 霧 露 」
（ 。

〈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
本 草 經 疏 ： 「 熱 ⽣ 風 ， 緩 則 下 氣 ， 下 氣 則

陽 交 於 陰 ， 五 勞 旣 去 ， 五 臟 旣 充 ， 則 久 服 ⽿ ⽬
聰 明 ， 輕 身 延 年 之 效 ⾃ 著 矣 」 （ 2 0 ） 。
本 草 崇 原 ： 「 夫 治 傷 中 ， 則 可 以 補 中 ⽽ 益

氣 ⼒ ， 補 虛 贏 ， 則 可 長 肌 ⾁ ⽽ 強 陰 ， 陰 強 則 ⽿
⽬ 聰 明 ， 氣 ⼒ 盆 則 身 體 輕 健 ， ⼟ 氣 有 餘 ， 則 不
饑 ⽽ 延 年 」 （ 2 5 ） 。
本 草 經 解 要 ： 「 久 服 氣 溫 盆 肝 ， 肝 開 竅 於

⽬ ， ⽬ 得 ⾎ 則 明 ， 氣 平 益 肺 ⽽ ⽣ 腎 ， 腎 開 竅 於
⽿ ， ⽿ 得 ⾎ 則 聰 ， 味 ⽢ 脾 ， 脾 氣 充 則 身 輕 ，
脾 ⾎ 旺 則 不 飢 ， 氣 ⾎ 調 和 ， 故 延 年 也 」 （ 2 8 ） 。
本 草 經 讀 ： 「 能 補 腎 填 精 ， 精 ⾜ 則 陰 強 ，

⽬ 明 ⽿ 聰 。 不 飢 ， 是 脾 ⾎ 之 旺 ， 身 輕 ， 是 肺 氣
之 充 ， 延 年 ， 是 誇 其 補 益 之 較 也 。 凡 上 品 俱 是
尋 常 服 食 之 物 ， 非 治 病 之 藥 ， 故 神 農 另 提 出 久
服 ⼆ 字 。 … … 凡 上 品 之 藥 ， 法 宜 久 服 ， 多 則 終
身 ， 少 則 數 年 ， 與 五 穀 之 養 ⼈ 相 佐 ， 以 臻 壽 考
。 若 ⼤ 病 需 ⽤ 此 藥 ， 如 五 穀 為 養 脾 第 ⼀ 品 ， 脾
虛 之 ⼈ ， 強 令 食 穀 ， 即 可 畢 補 脾 之 能 事 ， 有 是
理 乎 ！ 」 （ 3 2 ） 。
對 早 期 本 草 之 發 展 ， 神 仙 說 具 有 極 ⼤ 之 影

響 ， 神 仙 之 術 謂 之 ⽅ 術 ， 神 仙 者 ， 長 ⽣ 不 死 ，
與 天 地 同 壽 ， 避 穀 不 饑 ， ⽿ ⽬ 聰 明 ， 能 知 過 去
， 能 詳 未 來 ， 氣 定 神 逸 ， ⼼ 神 寧 ， 魂 魄 實 ， 記
憶 好 ， 不 健 忘 ， 輕 身 ⾶ 翔 ， 遨 遊 名 山 ⼤ 澤 ， 鶴
髮 童 顏 ， ⽪ 膚 潤 澤 ， 食 療 卻 病 ， 煉 丹 服 餌 等 等
。
此 種 神 仙 說 在 春 秋 戰 國 時 代 非 常 盛 ⾏ ， 爲

若 ⼲ 帝 王 諸 候 所 崇 信 ， 爲 了 尋 找 長 ⽣ 不 死 的 神
仙 藥 ， 遂 孕 育 了 吾 國 早 期 本 草 學 之 輝 煌 成 就 ，
在 神 農 本 草 中 各 藥 之 內 容 ， 即 到 處 有 神 仙 說 的
詞 彙 ， 神 農 本 草 經 上 中 下 三 品 以 應 天 地 ⼈ 之 分
類 ， 三 品 合 三 百 六 ⼗ 五 種 ， 法 三 百 六 ⼗ 五 度 ，
因 ⼀ 度 應 ⼀ ⽇ ， 以 成 ⼀ 歲 ， 配 合 ⼀ 年 之 天 數 ，
即 是 典 型 神 仙 說 的 架 構 。
薯 蕷 為 神 農 本 草 經 之 上 品 藥 ， 有 病 治 病 ，

無 病 補 身 ， 非 常 好 的 食 療 補 品 ， ⾃ 古 即 為 神 仙
家 所 推 崇 ， 本 品 宜 久 服 ， 補 盆 身 體 ， 故 本 草 ⽂
中 ， 有 上 述 神 仙 說 的 語 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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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除 寒 熱 邪 氣
本 經 ： 「 除 寒 熱 邪 氣 」 （ ） 。
別 錄 ： 「 主 頭 ⾯ 遊 風 ， 頭 風 眼 眩 ， … … 除

煩 熱 」 （ 1 0 ） 。
藥 性 論 ： 「 去 冷 風 」 （ ） 。
綱 ⽬ 引 吳 綬 ： 「 清 其 虛 熱 」 （ 。
〈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
本 草 經 疏 ： 「 蓋 寒 熱 邪 氣 者 ， 陰 不 ⾜ 則 內

熱 ， 內 虛 則 外 邪 容 之 ， 熱 則 ⽣ 風 」 （ 2 0 ） 。
本 草 崇 原 ： 「 除 寒 熱 邪 氣 者 ， 中 ⼟ 調 和 ，

肌 ⾁ 充 ⾜ ， 則 寒 熱 邪 氣 ⾃ 除 矣 」 （ 2 4 ） 。
本 草 備 要 ： 「 陰 不 ⾜ 則 內 熱 ， 補 陰 故 能 清

熱 」 （ 2 6 ） 。
本 經 逢 原 ： 「 ⼤ 補 ⿈ 庭 ， 治 氣 不 ⾜ ⽽ 清 虛

熱 ， 故 本 經 治 傷 中 寒 熱 邪 氣 」 （ 2 7 ） 。
本 經 疏 證 ： 「 主 傷 中 補 虛 贏 ， 除 寒 熱 邪 氣

云 者 ， 猶 云 補 傷 中 ⽽ 致 之 虛 贏 ， 除 傷 中 ⽽ 受 寒
熱 邪 氣 也 ， 夫 虛 必 有 ⼀ 處 為 先 ， 他 處 乃 連 類 及
之 者 。 … … 至 於 頭 ⾯ 游 風 ， 頭 風 ， 眼 眩 ， 唐 以
來 醫 家 不 甚 ⽤ 此 味 ， 故 無 從 參 其 底 裡 。 然 質 之
仲 景 ， 治 風 氣 百 疾 ， 本 經 除 寒 熱 邪 氣 ， 亦 可 默
會 其 旨 矣 」 （ 2 0 ） 。
寒 熱 是 指 病 ⼈ 有 惡 寒 發 熱 症 狀 ， 邪 氣 是 指

從 外 侵 入 多 種 致 病 的 因 素 ， 山 藥 除 寒 熱 邪 氣 ，
除 煩 熱 ， 清 虛 熱 ， 並 非 說 山 藥 有 直 接 解 熱 作 ⽤
， 因 其 補 益 ⽽ 益 元 氣 ， 滋 腎 治 腎 陰 虛 所 致 之 頭
⽬ 眩 暈 ， 潮 熱 盜 汗 ， 元 氣 旺 身 體 強 健 ， ⽽ 寒 熱
邪 氣 ⾃ 退 ， 補 脾 調 中 補 虛 ， 虛 ⽽ 陰 不 ⾜ 所 ⽣ 之
內 熱 ， 虛 ⽽ 外 邪 易 入 侵 ⽽ ⽣ 虛 熱 ， 皆 可 除 去 ，
在 本 草 ⽤ 藥 論 上 ， 此 種 以 補 養 藥 來 益 元 氣 ⽽ 瀉
⽕ 除 寒 熱 邪 氣 者 的 ⽤ 法 很 多 。
（ 七 ） 消 腫 ：
本 草 衍 義 補 遺 ： 「 ⽣ 擣 貼 硬 毒 ， 能 消 散 」

(17) 0

本 草 經 疏 ： 「 ⽣ 搗 ， 敷 癰 瘡 」 （ 2 2 ） 。
＜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
本 草 備 要 ： 「 能 消 熱 腫 ， 蓋 補 其 氣 則 邪 滯

⾃ ⾏ ， 丹 溪 曰 補 陽 氣 ⽣ 者 能 消 腫 硬 是 也 」 （ 2 8 ） 。
本 品 鮮 品 外 敷 ， 對 癰 瘡 腫 毒 ， 凍 傷 ， 有 消

炎 消 腫 之 作 ⽤ 。
W ⽌ 帶
本 草 正 ： 「 澀 帶 濁 」 （ 2 1 ） 。

本 品 旣 補 氣 健 脾 ︔ 又 兼 澀 性 ⽽ 益 腎 ， 常 ⽤
於 體 虛 之 婦 女 帶 下 之 症 。
（ 九 治 消 渴
山 藥 治 消 渴 ，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皆 未 論 述 。 在

⾦ 匱 要 略 ， 消 渴 ⼩ 便 不 利 淋 病 脈 證 治 ， 「 男 ⼦
消 渴 ， ⼩ 便 反 多 ， 以 飲 ⼀ ⽃ ， ⼩ 便 亦 ⼀ ⽃ ， 腎
氣 丸 主 之 」 （ 3 9 ） ， 腎 氣 丸 組 成 ： 「 熟 地 ⿈ 、 薯 蕷
、 山 茱 萸 、 澤 瀉 、 茯 苓 、 牡 丹 ⽪ 、 桂 枝 、 附 ⼦
」 ， 本 經 疏 證 論 曰 ： 「 仲 景 書 中 ， 凡 兩 ⽤ 薯 蕷
， ⼀ 爲 薯 蕷 丸 ， ⼀ 為 腎 氣 丸 ， … … 腎 氣 丸 、 肺
腎 之 劑 ， … … 故 腎 氣 丸 以 薯 蕷 隨 地 ⿈ 、 茱 萸 、
牡 丹 、 附 ⼦ 、 桂 枝 ， 以 撥 其 翕 受 之 機 ， 又 以 薯
蕷 帥 茯 苓 、 澤 瀉 以 開 通 其 輸 瀉 之 道 」 （ 3 3 ） 。
醫 學 衷 中 參 西 錄 ， 醫 ⽅ ， 論 ⽟ 液 湯 治 消 渴

， 以 山 藥 爲 主 藥 （ 4 0 1 ， 近 代 藥 學 著 作 ， 如 中 醫 ⽅
藥 學 ： 「 山 藥 ， ⽤ 於 消 渴 症 ， … … 對 糖 尿 病 有
⼀ 定 療 效 」 （ 4 I 、 中 草 藥 學 ： 「 本 品 適 ⽤ 於 消 渴
」 （ 4 2 ） ， 中 藥 臨 床 應 ⽤ ： 「 ⽤ 于 治 療 消 渴 症 （ 病
情 相 當 於 輕 型 和 中 型 糖 尿 病 ） 」 （ 4 3 ） ， 中 藥 材 之
研 究 ： 「 消 渴 」 （ 4 4 ） ， 中 國 藥 學 ⼤ 典 ： 「 淮 山 藥
是 防 治 消 渴 要 藥 」 （ 4 5 ） 。 中 藥 學 ： 「 為 治 消 渴 之
佳 品 」 （ 4 6 ） 。 近 代 各 家 論 述 ， 都 舉 出 山 藥 治 消 渴
（ 糖 尿 病 ） 之 要 藥 。
五 、 歷 代 醫 籍 含 山 藥 （ 薯 蕷 ） 之 ⽅ 劑
茲 就 中 國 醫 學 ⼤ 辭 典 、 歷 代 名 醫 良 ⽅ 注 釋

⼆ 書 所 查 到 含 山 藥 或 薯 蕷 之 ⽅ 劑 ， 共 計 3 3 3 ⽅
， 包 括 ⽅ 名 、 出 典 、 組 成 、 效 能 、 醫 典 ⾴ 數 、
良 ⽅ ⾴ 數 ， 依 ⽅ 名 筆 劃 順 序 排 列 。 全 ⽂ 共 計 約 1
3 , 0 0 0 多 字 ， 太 冗 長 ， 此 略 。
六 、 ⽅ 劑 之 統 計 分 析
（ ⼀ 出 典 ： 依 出 典 之 朝 代 ， 統 計 如 下 ：

1 . 漢 ： （ 1 ） 張 仲 景 ： 全 匱 要 略 ： 4 ⽅ ， （ 2 ） 華
佗 ⽅ ： 1 ⽅ 。

2 .   隋 唐 ： 眼 科 龍 ⽊ 論 ： 5 ⽅ 。
3 . 唐 ： （ 1 ） 孫 思 邈 、 千 ⾦ ⽅ ： 7 ⽅ ︔ 備 急 千

⾦ 要 ⽅ ： 1 ⽅ 。
4 .   宋 ： （ 1 ） 王 懷 隱 ： 太 平 聖 惠 ⽅ ： 1 ⽅ ， （ 2 ）

沈 栝 、 蘇 軾 ： 蘇 沈 良 ⽅ ： 4 ⽅ ， （ 3 ） 陳 庚 、 斐 宗
元 、 陳 師 ⽂ 等 ： 太 平 惠 民 和 劑 局 ⽅ ： 1 1 ⽅ ， （ 4 ）
許 淑 微 ： 普 濟 本 事 ⽅ ： 6 ⽅ ， （ 5 ） 嚴 ⽤ 和 ： 濟 ⽣
⽅ ： 4 ⽅ ， （ 6 ） 錢 ⼄ ： ⼩ 兒 藥 證 直 訣 ： 2 ⽅ ， （ 7 ） 陳
⾔ ： 三 因 極 ⼀ 病 證 ⽅ ： 3 ⽅ ， （ 8 ） 劉 助 ： 幼 幼 新
書 ： 1 ⽅ ， （ 9 ） 王 璆 ： 是 齊 百 ⼀ 選 ⽅ ： 1 ⽅ 。



5 .   ⾦ ： （ 1 ） 李 果 ： 東 垣 試 效 ⽅ ： 1 ⽅ ， （ 2 ） 張
⼦ 和 ⽅ ： 1 ⽅ 。

6 .   元 ： （ 1 ） 危 亦 林 ： 世 醫 得 效 ⽅ ： 1 ⽅ ， （ 2 ）
朱 丹 溪 ⽅ ： 1 ⽅ ， （ 3 ） 羅 天 益 、 衛 ⽣ 寶 鑑 ： 1 ⽅ ，
（ 4 ）   滑 伯 仁 ⽅ ： 2 ⽅ 。

7 . 明 ： （ 1 ） 王 肯 堂 ： 證 治 準 繩 ⽅ （ 六 科 準 羅
⽅ ） ： 6 9 ⽅ ， （ 2 ） 張 介 賓 ： 景 岳 全 書 ： 9 ⽅ ， （ 3 ）
陳 實 功 ： 外 科 正 宗 ： 1 ⽅ ， （ 4 ） 其 他 ： 李 梴 ： 醫
學 入 ⾨ ， 龔 廷 賢 ： 萬 病 回 春 ， ⽅ 賢 ： 奇 效 ⽅ ，
薛 鎧 ： 保 嬰 撮 要 ⽅ 、 壽 世 仙 丹 、 繆 仲 淳 （ 繆 希
雍 ） 、 吳 球 各 1 ⽅ ， 薛 ⼰ （ 薛 新 甫 ） 2 ⽅ 。

8 .   清 ： （ 1 ） 沈 ⾦ 鰲 ： 沈 氏 尊 ⽣ 書 ⽅ ： 5 5 ⽅
， （ 2 ） 傅 山 ： 傅 青 主 女 科 ⽅ ： 1 8 ⽅ ， ⽣ 化 編 ⽅ ：

1 ⽅ ， （ 3 ） 顧 世 澄 ： 瘍 醫 ⼤ 全 ⽅ ： 1 6 ⽅ ， （ 4 ） 吳 謙
： 醫 宗 全 鑑 ⽅ ： 1 0 ⽅ ， （ 5 ） 張 璐 ： 張 氏 醫 通 ⽅ ：

3 ⽅ ， （ 6 ） 程 國 彭 ： 醫 學 ⼼ 悟 ： 2 ⽅ ， （ 7 ） 其 他 ： 陳
修 園 ⽅ 、 揣 摩 有 得 集 、 不 屬 集 ， 汪 昂 ： 醫 ⽅ 集
解 ， 王 ⼠ 雄 ： 四 科 簡 效 ⽅ 、 凌 曉 五 醫 案 精 華 、
張 仲 華 醫 案 精 華 、 證 治 ⼤ 選 等 各 1 ⽅ 。

9 . 年 代 未 詳 ： （ 1 ） 驗 ⽅ ： 3 1 ⽅ ， （ 2 ） 葉 氏 ⽅
、 簡 易 ⽅ 、 秘 旨 ⽅ ： 各 2 ⽅ ， （ 3 ） 鄭 氏 秘 ⽅ 、 崔
氏 ⽅ 、 湯 氏 ⽅ 、 楊 氏 ⽅ 、 ⽑ 彬 ⽅ 、 南 嶽 魏 夫 ⼈
⽅ 、 嵩 崖 尊 ⽣ 書 ⽅ 、 萬 氏 育 嬰 家 秘 ⽅ 、 譚 氏 ⽅
、 回 春 ⽅ 、 葛 元 眞 ⼈ ⽅ 、 永 類 鈴 ⽅ 、 御 藥 院 ⽅
、 雷 眞 君 ⽅ 、 古 ⽅ 等 各 1 ⽅ 。

1 0 . 沒 註 出 典 不 詳 ⽅ ： 1 1 ⽅ 。
1 1 . 現 代 ： （ 1 ） 上 海 陶 恭 章 ⽼ 中 醫 骨 科 驗 ⽅ ：

2 ⽅ ， （ 2 ） 冉 氏 經 驗 ⽅ ： 2 ⽅ ， （ 3 ） 近 代 中 醫 流 派 經
驗 選 集 ： 1 ⽅ ， （ 4 ） 近 時 通 ⾏ ⽅ ： 1 ⽅ ， （ 5 ） 廣 東 鄧
鐵 濤 ⽼ 中 醫 驗 ⽅ ： 1 ⽅ 。
（ ） 組 成 之 藥 品 數 ：
依 每 ⼀ ⽅ 劑 之 組 成 藥 品 數 ， 統 計 如 下 ：
（ 1 ） 單 味 藥 ： 2 ⽅ ， （ 2 2 種 藥 ： 3 ⽅ ， （ 3 ） 3 種

藥 ： 4 ⽅ ， （ 4 ） 4 種 藥 ： 3 ⽅ ， （ 5 ） 5 種 藥 ： 1 1 ⽅ ，
（ 6 ） 6 種 藥 ： 1 6 ⽅ ， （ 7 ） 7 種 藥 ： 2 2 ⽅ ， （ 8 ） 8 種 藥
： 4 6 ⽅ ， （ 9 ） 9 種 藥 ： 3 3 ⽅ ， （ 1 0 1 0 種 藥 ： 3 7 ⽅ ，
（ 1 1 ） 1 1 種 藥 ： 2 3 ⽅ ， （ 1 2 1 2 種 藥 ： 2 4 ⽅ ， （ 1 3 1 3 種
藥 ： 1 6 ⽅ ， （ 1 4 1 4 種 藥 ： 1 8 ⽅ ， （ 1 5 1 5 種 藥 ： 2 0
⽅ ， （ 1 6 1 6 種 藥 ： 6 ⽅ ， （ 1 7 1 7 種 藥 ： 2 ⽅ ， （ 1 8 1 8
種 藥 ： 8 ⽅ ， （ 1 9 ） 1 9 種 藥 ： 5 ⽅ ， 2 2 0 ） 2 0 種 藥 ： 5 ⽅
， （ 2 1 ） 2 1 種 藥 ： 6 ⽅ ， 2 2 2 2 種 藥 ： 2 ⽅ ， （ 2 3 2 3 種
藥 ： 2 ⽅ ， （ 2 4 2 4 種 藥 ： 7 ⽅ ， 2 5 ） 2 5 種 藥 ： 3 ⽅ ，

薯 預 效 能 及 ⽅ 劑 應 ⽤   / 7 3

（ 2 6 ） 2 6 種 藥 ： 2 ⽅ ， 2 2 7 2 7 種 藥 ： 無 ， 2 8 2 8 種 藥 ：
2 ⽅ ， 1 2 9 2 9 種 藥 ： 2 ⽅ ， 3 0 3 0 種 藥 ： 1 ⽅ ， 3 1 ） 6
0 種 藥 ： 1 ⽅ 。
其 中 以 8 種 藥 之 組 ⽅ 最 多 ， 有 4 6 ⽅ ， 其 次

依 次 為 ： 1 0 種 （ 3 7 ⽅ ） 、 9 種 （ 3 3 ⽅ ） 、 1 2 種 （ 2 5
⽅ ） 、 1 1 種 （ 2 3 ⽅ ） 、 7 種 （ 2 2 ⽅ ） 、 1 5 種 （ 2 0 ⽅ ）
、 1 4 種 （ 1 8 ⽅ ） 、 6 種 （ 1 7 ⽅ ） 、 1 3 種 （ 1 6 ⽅ ） 。 即

6 種 ～ 1 5 種 藥 之 ⽅ 劑 ， 佔 最 多 ， 共 計 2 5 5 ⽅ ，
佔 7 7 % 。 以 萬 應 神 麴 糕 有 6 0 種 藥 組 成 ， 藥 品 數
最 多 。
（ 藥 名 分 別 為 薯 蕷 、 山 藥 之 ⽅ 劑
⽅ 劑 組 成 藥 品 之 藥 名 ⽤ 薯 蕷 者 ， 只 有 1 3 ⽅

， 分 別 為 ： 七 ⼦ 散 （ 千 ⾦ ⽅ ） 、 ⼈ 參 丸 （ 千 ⾦ ⽅ ）
、 八 風 散 （ 千 ⾦ ⽅ ） 、 ⼤ 三 五 七 散 （ 千 ⾦ ⽅ ） 、 決
明 丸 （ 證 治 準 ⽅ ） 、 松 花 散 （ 奇 效 ⽅ ） 、 保 陰 煎 （
四 科 簡 效 ⽅ ） 、 栝 樓 瞿 ⿆ 丸 （ ⾦ 匱 要 略 ⽅ ） 、 紫 ⽯
⾨ 冬 丸 （ 千 ⾦ ⽅ ） 、 補 肝 散 （ 滑 伯 仁 ⽅ ） 、 磁 ⽯ 酒 （
證 治 準   ⽅ ） 、 豬 肚 丸 （ 證 治 準 繩 ⽅ ） 、 薯 蕷 丸 （
⾦ 匱 要 略 ⽅ ） 。
依 出 典 分 別 為 ： （ 1 ） ⾦ 匱 要 略 ： 2 ⽅ ， （ 2 ） 千

⾦ ⽅ ： 5 ⽅ ， （ 3 ） 證 治 準 繩 ⽅ ： 3 ⽅ ， （ 4 ） 奇 效 ⽅ 、
四 科 簡 效 ⽅ 、 滑 伯 仁 ⽅ 各 1 。
其 他 3 2 0 ⽅ 皆 稱 山 藥 ， 計 薯 蕷 佔 4 % ， 山 藥

佔 9 6 % ， 在 ⽅ 劑 應 ⽤ 上 ， 以 薯 蕷 爲 藥 名 者 ， 比
率 非 常 低 。
（ 四 衛 ⽣ 署 3 3 7 標 準 ⽅ 含 山 藥 之 ⽅ 劑
⾏ 政 院 衛 ⽣ 署 審 訂 3 3 7 標 準 ⽅ ， 將 來 供 爲

保 險 給 付 之 ⽅ 劑 ， 含 山 藥 之 ⽅ 劑 ， 有 下 列 ：
（ 1 ） 補 養 之 劑 ： 六 味 地 ⿈ 丸 、 桂 附 八 味 丸 、

知 柏 八 味 丸 、 杞 菊 地 ⿈ 丸 、 ⿆ 味 地 ⿈ 丸 、 濟 ⽣
腎 氣 丸 、 參 苓 ⽩ 朮 散 、 還 少 丹 、 左 歸 丸 、 右 歸
丸 、 參 茸 固 本 丸 、 肥 兒 八 珍 糕 。
（ 2 ） 消 導 之 劑 ： 健 脾 丸 。
（ 3 ） 收 濇 之 劑 ： 縮 泉 丸 。
在 補 養 劑 4 4 ⽅ 中 ， 有 1 4 ⽅ 含 山 藥 ， 佔 3 2

％ ， 其 中 六 味 丸 之 加 藥 ⽅ 計 有 桂 附 八 味 丸 、 知
柏 八 味 丸 、 杞 菊 地 ⿈ 丸 、 ⿆ 味 地 ⿈ 丸 、 濟 ⽣ 腎
氣 丸 等 。
七 、 藥 對 配 藥
在 藥 物 與 ⽅ 劑 組 成 基 礎 上 ， 藥 對 的 配 伍 應

⽤ ， 佔 極 重 要 的 ⼯ 作 ︔ 兩 味 、 三 味 ， 乃 至 多 味
藥 的 配 合 ， 增 進 了 藥 物 的 作 ⽤ 及 療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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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草 正 論 山 藥 之 配 藥 曰 ： 「 故 補 脾 肺 必 主
參 朮 ， 補 腎 ⽔ 必 君 茱 地 ， 澀 帶 濁 須 破 故 同 研 ，
固 遺 泄 伏 兔 絲 相 濟 」 （ 2 1 ） ， 得 配 本 草 對 每 藥 之 配
藥 各 有 專 欄 論 述 ， 如 山 藥 論 曰 ： 「 得 菟 絲 ⼦ ⽌
遺 泄 ， 配 ⼈ 參 補 肺 氣 ， 佐 ⽺ ⾁ 補 脾 陰 、 佐 熟 地
固 腎 ⽔ 、 合 ⽶ 仁 治 泄 瀉 」 （ 3 0 2 ， 對 於 山 藥 之 配 藥
， 近 代 著 作 如 中 醫 臨 床 常 ⽤ 對 藥 配 伍 ： 「 山 藥
對 ⽜ 蒡 ⼦ ， 對 芡 實 ， 對 茯 苓 ， 對 蓮 ⼦ ， 對 ⽩ 扁
⾖ 」 （ 4 7 ） ， 臨 床 常 ⽤ 中 藥 ⽅ 劑 ⼿ 册 「 山 藥 對 ⽢ 草
， 對 ⽩ 朮 ， 對 ⽩ 扁 ⾖ ， 對 茯 苓 」 （ 4 0 ） 中 藥 配 伍 精
華 ， 藥 對 ： 「 山 藥 配 ⽩ 扁 ⾖ 」 （ 4 9 ） 。
茲 將 山 藥 、 薯 蕷 之 ⼆ 種 ， 三 種 藥 對 配 藥 ，

⽤ 電 腦 比 對 ， 依 ⾼ 低 順 序 整 理 如 下 ， ⼆ 種 之 對
藥 4 0 以 下 ， 三 種 之 對 藥 3 0 以 下 ， 沒 列 入 。 對 於
同 藥 有 不 同 種 藥 名 者 ， 如 芍 藥 、 ⽩ 芍 藥 、 ⽩ 芍
， 山 茱 萸 、 山 茱 萸 ⾁ ， 山 茱 ⾁ 、 山 萸 ⾁ 、 茱 萸
⾁ ， 芎 藭 、 川 芎 等 等 ， 都 予 詳 查 明 列 入 統 計 。
（ A ） ⼆ 種 藥 對 之 配 藥
山 藥 配 ： 薯 蕷 配 ： 共 計 所 佔 ％

茯 苓 2 1 1 1 1 6 7
熟 地 1 3 5 2 4 1
⽣ 地 4 9 3 1 6

乾 地 8 3 3
（ 地 ⿈ 全 計 ） 6 0

⼈ 參 8 4 5
5 3 3

7 3 3
4 3 0
2 2 7
1 2 3
2

1 
b 
劝

 6 
6 

s 
z 

g g 
i 9 

8 
g 

a 
g 

6 
6 

8 u 
n 
肌

 w
 n 

a 
⼼

 a

2 1

2 2 0

1 9

比
 比

 9 
b 

b 
6 n

 z
 g 0

 1
 9 n

 8
 比

 2 8
 8 6

 z 
g t 

m

1 8

1 7
1 1 6
4 1 6
2 1 5
2 1 5

1 4

0 
9 

g

1 4
1 2

（ B ） 三 種 藥 對 之 配 藥
山 藥 配 ： 薯 蕷 配 ： 共 計   所 佔 %

茯 苓 、 ⼈ 參 1 0 2 6 1 0 8 3 2
茯 苓 、 熟 地 2 9 2 2 8
茯 苓 、 ⽢ 草 8 3 2 5

1 7 4 2 2
7 7 6 2 3
4 7 3 2 2
3 7 1 2 1
3 7 0 2 1

0 
l 8

 8 g
 g g

 u
 e 
i 

s q
 6 

A
 8 

e 
s 

&
 8 

0

O 5 9 1 8
4 6 0 1 8
0 4 1 1 2

熟 地 、 ⼈ 參 0 3 7 1 1
當 歸 、 芍 藥 1 3 7 1 1

熟 地 、 芍 藥 0 3 3 1 0五 味⼦ 、 山 茱萸 1 3 2 1 0

熟 地 、 ⽢ 草 0 3 0 9

（ C ） 五 種 之 配 藥 ：
山 藥 配 四 君 （ ⼈ 參 ＋ 茯 苓 ＋ ⽩ 朮 ＋ ⽢ 草 ） 3 6

⽅ ， 佔 1 1 % ， 山 藥 配 四 物 （ 當 歸 、 芎 藭 、 熟 地 、
⽩ 芍 ） 1 0 ⽅ ， 佔 3 % 。
八 、 從 效 ⽤ 分 類 未 解 析 配 藥 群 體 之 特 性
以 習 ⽤ 藥 4 2 0 種 為 研 究 樣 本 ， 全 部 與 山 藥

做 ⼆ 種 配 藥 之 ⽅ 劑 以 電 腦 搜 尋 ， 薯 蕷 則 僅 做 5 2
種 補 養 藥 ， 其 他 類 藥 品 則 以 山 藥 配 藥 得 數 1 0 ⽅
以 上 之 藥 品 ， 才 做 薯 蕷 配 藥 搜 尋 ， 從 這 種 地 壇
式 的 全 ⾯ 查 尋 下 ， 我 們 得 到 的 數 據 如 下 ：

1 . 在 4 2 0 種 藥 中 ， 配 藥 得 數 1 個 ⽅ 劑 以 上 者
， 共 計 2 1 1 種 藥 ， 佔 5 0 . 2 % ， 其 餘 2 0 9 種 藥 全 無
。

2 . 配 藥 群 體 之 ⽅ 劑 數 最 多 者 ， 並 不 是 補 氣
、 補 ⾎ 、 補 陽 、 補 陰 藥 ， ⽽ 是 利 濕 ⾏ ⽔ 藥 兼 具
寧 神 盒 脾 的 茯 苓 ， 佔 6 7 % 。

3 .   在 配 ⽅ 上 ， 最 常 ⽤ 來 作 佐 使 藥 的 ⽢ 草 ，
在 常 ⽤ 3 0 0 ⽅ 的 配 藥 上 ， 佔 6 2 ％ ， 但 在 山 藥 的
配 藥 上 ， 只 佔 3 3 % ， 屬 第 5 名 ， ⽽ 與 ⽩ 朮 之 3 0
% 很 近 。

4 . 配 藥 得 數 4 1 ⽅ 以 上 之 藥 品 ， 依 其 效 ⽤ 分
類 及 排 ⾏ 榜 爲 ： （ 1 ） 補 氣 ： ⼈ 參 （ 第 2 ） 、 ⽢ 草 5 、
⽩ 朮 6 、 ⿈ 耆 1 0 ， （ 2 ） 補 ⾎ ： 熟 地 3 、 當 歸 7 、 芍
藥 1 5 ， （ 3 ） 補 陽 ： 菟 絲 ⼦ 1 2 、 杜 仲 1 7 ， （ 4 ） 滋 陰



： ⿆ ⾨ 冬 1 8 、 枸 杞 ⼦ 2 1 ， （ 5 ） 清 熱 涼 ⾎ ： 牡 丹 ⽪
1 1 、 ⽣ 地 1 6 ， （ 6 ） 利 ⽔ ： 茯 苓 1 ， （ 7 ） 溫 裏 祛 寒 ：
附 ⼦ 1 4 ， （ 8 ） 活 ⾎ 化 瘀 ： ⽜ 膝 1 3 、 芎 藭 2 0 ， （ 9 ）
安 神 ： 遠 志 1 9 ， （ 1 0 收 歛 濇 精 ： 山 茱 萸 4 、 五 味
⼦ 8 。

5 .   在 補 養 藥 5 2 種 之 配 藥 上 ， 全 無 的 計 有 （ 1 ）
補 氣 藥 ： 太 ⼦ 參 ， （ 2 ） 補 ⾎ 藥 ： 桑 椹 、 雞 ⾎ 藤 ，
（ 3 ） 補 陽 藥 ： 冬 蟲 夏 草 、 盆 智 ⼦ 、 蛤 蚧 、 胡 桃 、
海 狗 腎 ， （ 4 ） 滋 陰 藥 ： 龜 甲 、 ⽟ ⽵ 、 女 貞 ⼦ 。

6 . 清 熱 涼 ⾎ 藥 的 牡 丹 ⽪ 1 9 % ， ⽣ 地 ⿈ 1 6 %
， 收 歛 濇 精 藥 的 山 茱 萸 3 3 ％ ， 在 配 藥 群 體 上 ，
佔 很 ⾼ 的 地 位 。

7 .   依 效 ⽤ 之 分 類 ， 山 藥 之 配 藥 在 1 0 ⽅ 以 上
之 配 藥 得 數 ， （ 1 ） 6 種 藥 ： 補 陰 藥 、 收 歛 濇 精 藥
， （ 2 ） 5 種 藥 ： 補 氣 藥 、 理 氣 藥 ， （ 3 ） 4 種 ： 補 ⾎ 藥
、 發 散 風 寒 藥 、 溫 裡 祛 寒 藥 。 （ 4 ） 3 種 ： 滋 陰 藥
、 清 熱 涼 ⾎ 藥 、 溫 化 寒 痰 藥 、 活 ⾎ 化 瘀 藥 、 養
⼼ 安 神 藥 ， （ 5 ） 2 種 ： 發 散 風 熱 藥 、 清 熱 燥 濕 消
炎 藥 、 消 導 藥 、 祛 風 濕 藥 、 芳 ⾹ 通 竅 藥 、 重 鎮
安 神 藥 ， （ 6 ） 1 種 ： 清 熱 瀉 ⽕ 熱 、 清 熱 祛 暑 藥 、
清 虛 熱 藥 、 清 化 熱 痰 藥 、 ⽌ 咳 平 喘 藥 ， 攻 下 藥

8 .   配 藥 群 4 1 ⽅ 以 上 計 有 2 1 藥 ， 佔 習 ⽤ 藥 之
5 % ， 亦 即 山 藥 之 ⽅ 劑 上 ， 此 2 1 種 的 組 合 ， 爲
主 要 的 架 構 。

9 . 配 藥 群 1 ～ 5 ⽅ ， 有 1 9 8 種 佔 4 7 1 % ， 亦
即 上 述 1 項 所 得 數 據 5 0 . 2 % 中 ， ⼤ 都 是 偶 ⽽ 出
現 之 藥 品 ， 在 組 成 上 ， 眞 正 地 位 並 不 ⾼ 。
九 、 ⽅ 劑 臨 床 應 ⽤
依 主 要 療 效 來 分 析 ， 計 有 （ 1 ） 滋 養 補 盆 、 補

不 ⾜ 、 補 氣 ⾎ 虛 弱 ： 4 1 ⽅ ， （ 2 ） 健 脾 胃 進 食 、 ⽌
瀉 痢 ： 4 3 ⽅ ， （ 3 ） 滋 腎 強 陰 ： 4 5 ⽅ ， （ 4 ） 固 精 、 遺
精 、 壯 陽 ： 2 2 ⽅ ， （ 5 ） 腰 痛 ： 8 ⽅ ， （ 6 ） ⽌ 頻 尿
： 8 ⽅ ， （ 7 ） ⽩ 濁 、 ⼩ 便 ⾚ 、 尿 崩 ： 5 ⽅ ， （ 8 ） 益 肺
⽌ 咳 ： 2 2 ⽅ ， （ 9 ） 哮 喘 ： 5 ⽅ ， 1 0 肺 癰 ： 2 ⽅ ，
（ 1 1 ） 勞 瘵 、 骨 蒸 、 傅 ⼫ 、 骨 癆 ： 9 ⽅ ， （ 1 2 頭 暈 ⽬
眩 、 喎 斜 ： 7 ⽅ ， （ 1 3 婦 ⼈ 產 後 ⼤ 虛 、 諸 不 ⾜ 、
百 病 ： 9 ⽅ ， （ 1 4 調 經 ： 9 ⽅ ， 1 5 ） 崩 漏 ： 4 ⽅ ， （ 1 6
⽩ 帶 ： 6 ⽅ ， （ 1 7 妊 娠 嘔 吐 ： 3 ⽅ ， （ 1 8 安 胎 ： 3 ⽅
， （ 1 9   下 胞 胎 ： 1 ⽅ ， （ 2 0 不 孕 ： 3 ⽅ ， （ 2 1 ） 寧 神 、
不 眠 、 ⼼ 虛 不 寧 、 焦 煩 、 健 忘 ： 1 7 ⽅ ， 2 2 癲 癇
、 ⼩ 兒 諸 驚 、 慢 驚 ： 8 ⽅ ， 2 3 痿 厥 、 四 肢 厥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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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痺 、 癱 瘓 ： 1 2 ⽅ ， 2 4 ⽬ 疾 ： 1 8 ⽅ ， 2 5 ） 消 瘡 腫
、 腸 癰 、 ⾯ 瘡 、 骨 疽 、 乳 巖 、 瘰 癧 ： 2 1 ⽅ ， 2 5
消 渴 ： 4 ⽅ ， 2 7 虛 熱 、 裡 熱 、 清 腎 ⽕ 、 清 ⽕ 、
風 熱 ： 6 ⽅ ， （ 2 8 其 他 ： 牙 病 、 寿 瘡 、 脫 肛 、 ⿐
⾎ 、 痧 、 胃 腸 熱 便 秘 、 腰 間 ⾁ 痕 、 痧 、 跌 仆 閃
傷 等 各 1 ⽅ 。

討 論

1 . ⼤ 家 都 知 道 ， 本 草 ⽅ 劑 典 籍 中 ， 收 藏 了
我 國 古 代 醫 藥 學 家 寶 貴 的 臨 床 成 果 ， 古 籍 考 察
研 究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作 ， 但 古 籍 汗 ⽜ 充 棟 ， 詞
彙 深 奧 難 懂 ， 如 何 把 古 代 珍 貴 的 資 料 ， 以 現 代
⽂ 字 詮 釋 讓 ⼈ ⼈ 易 懂 ， 對 於 研 究 材 料 ⽅ 法 之 設
計 、 改 進 與 拓 展 ， 很 多 專 家 學 者 ， 都 仍 在 摸 索
探 研 中 ， 如 何 研 擬 理 想 的 研 究 ⽅ 法 ， 實 爲 這 類
考 據 研 究 ⼯ 作 開 花 結 果 的 重 要 ⾨ 檻 ， 本 研 究 提
出 了 ⼀ 個 新 的 研 究 模 式 。

2 .   中 醫 臨 床 治 病 ⽤ 的 是 ⽅ 劑 ， 很 少 ⽤ 單 味
⼀ 種 藥 來 治 病 ， ⽅ 劑 使 藥 物 經 過 不 同 的 配 合 組
合 ， 產 ⽣ 實 際 運 ⽤ 的 臨 床 治 療 效 果 ， 在 中 國 醫
學 治 病 的 探 研 上 ， ⽅ 藥 是 雙 併 的 ⼀ 體 ， 故 考 據
⼯ 作 上 ， ⽅ 劑 與 本 草 同 等 重 要 。

3 .   ⼆ 千 多 年 傳 承 沿 遞 的 本 草 內 容 ， 由 於 傳
抄 翻 刻 及 作 者 修 改 ， 歷 代 本 草 同 ⼀ 條 ⽂ ， ⽂ 字
參 錯 迴 異 者 很 多 ， 本 草 正 ⽂ 之 校 讎 ⼯ 作 ， 亦 爲
重 要 之 ⼀ 環 。

4 .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對 山 藥 效 能 論 的 論 述 ， 以
神 農 本 草 經 的 內 容 為 基 本 骨 架 ， ⽽ 逐 漸 發 揮 ，
諸 家 本 草 的 重 點 在 ： （ 1 ） 滋 養 補 盆 ， （ 2 ） 健 脾 ⽌ 瀉
， （ 3 ） 滋 腎 強 陰 固 精 ， 歷 代 醫 籍 之 ⽅ 劑 臨 床 應 ⽤
， 亦 以 此 等 療 效 之 ⽅ 劑 最 多 。

5 .   在 藥 能 藥 理 ⽤ 藥 論 的 論 述 上 ， 以 本 經 疏
證 內 容 最 多 ， 其 次 為 神 農 本 草 經 讀 、 本 草 經 疏
。

6 .   薯 蕷 為 山 藥 之 古 名 ， 但 ⽅ 劑 上 ⽤ 薯 蕷 為
藥 名 者 很 少 ， 在 3 3 3 ⽅ 中 ， 只 有 1 3 ⽅ ， 佔 4 %
， 比 率 非 常 低 。
宋 • 寇 宗 奭 ： 本 草 衍 義 （ 5 0 及 宋 • 鄭 樵 ： 負

暄 雜 錄 （ $ 2 ） 記 載 薯 蕷 因 避 諱 改 名 山 藥 ， 上 ⼀ 字 犯
英 廟 （ 宋 英 宗 趙 曙 ） 諱 ， 下 ⼀ 字 ⽇ 蕷 ， 唐 代 宗
名 預 ， 故 改 下 ⼀ 字 為 藥 ， 宋 以 後 ， 歷 代 本 草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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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名 ， 皆 沿 襲 此 說 。 但 事 實 上 ， 這 只 是 穿 鑿 附
會 之 說 ， 在 唐 朝 已 稱 「 山 藥 」 ， 和 避 諱 無 關 ，
我 們 查 到 ， 唐 ． 韓 愈 詩 、 送 ⽂ 暢 師 北 遊 ， 最 後
⼀ 句 ： 「 僧 還 相 訪 來 ， 山 藥 煮 可 掘 」 （ 6 3 ） ， 此 詩
寫 於 唐 德 宗 貞 元 1 9 年 （ 8 0 3 ） 。 距 宋 英 宗 （ 1 0 6 4 ～
1 0 6 7 ） ， 早 了 2 6 1 年 ， 由 此 證 據 完 全 推 翻 薯 蕷 避
諱 說 ， 在 古 籍 考 據 研 究 上 ， 這 類 縱 錯 複 雜 的 問
題 ， 不 能 不 慎 。

7 . 山 藥 臨 床 ⽅ 藥 應 ⽤ ， 主 要 ⽤ 於 （ 1 ） 滋 養 補
益 ： 如 參 茸 固 本 丸 、 肥 兒 八 珍 糕 、 ⼗ 補 丸 、 ⼤
補 丸 、 養 氣 丹 、 還 少 丹 、 薯 蕷 丸 、 無 比 山 藥 丸
。 健 脾 ⽌ 瀉 ： 如 參 苓 ⽩ 朮 散 、 健 脾 丸 、 山 芋 丸
、 山 藥 湯 ， （ 3 ） 滋 腎 強 陰 ： 六 味 丸 、 桂 附 八 味 丸
、 知 柏 八 味 丸 、 杞 菊 地 ⿈ 丸 、 ⿆ 味 地 ⿈ 丸 、 濟
⽣ 腎 氣 丸 、 左 歸 丸 、 右 歸 丸 、 打 ⽼ 兒 丸 ， （ 4 ） 固
精 ： 如 ⾦ 鎖 固 精 丸 、 益 陰 腎 氣 丸 ， （ 5 ） ⽌ 頻 尿 ：
如 縮 泉 丸 ， （ 6 ） 益 肺 ⽌ 咳 ： 如 資 ⽣ 湯 、 薯 蕷 納 氣
湯 、 補 肺 飲 ， （ 7 ） 治 帶 下 ： 完 帶 湯 、 清 帶 湯 、 易
⿈ 散 ， （ 8 ） 治 消 湯 ： ⽟ 液 湯 、 山 藥 消 湯 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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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USES IN PENTSAO AND

PRESCRIPTIONS FOR DIOSCOREE RHIZOPHORA

Hsien-Cheh Chang Na Chi Ming-Tsuen Hsieh Yuan-Sh:un Chang

Insittute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
China Medical Colleges

Yam (Dioscorea spp.) is a very important pharmaceutical plant not onl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ut also in the modern science. It is 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food and one of the starting
material for the synthesis of medicinal steroids. There are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papers included
chemical, botany, pharmacognosy, pharmacolog and culture have been published.

The ancient Chinese medicinal books had many precious records for Dioscoree Rhizophora, but
there are very rare research done in this classic field. Study on the ancient Chinese medician books is

very important to open the accumulated knowledge from old generations, but the great amount of
books and difficult Chinese medicinal terminologies make this classic textual research a great difficult

work.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new research model for the analysis and comment in Pentsao and
Chinese prescriptions.

Shu-Yu(#f#) was the ancient name before Tung Dynasty#f*), Shan-Yao(W€) is the common
name. In the 13,000 prescriptions surveyed, there were 333 prescriptions which contained Dioscoreae
Rhizophora. Among them, only 4% of the prescriptions used the name "Shu-Yu". In Pentsao, the
medicinal uses of Dioscoree Rhizophora are divided into (1) nourishment and supplement; (2) to
invigorate both spleen and stomach, and cure diarrhea; (3) to reinforce the kidney, to strengthen the
essence of Yin, to stop nocturnal emission and to cure frequent urination; (4) to benefit the lung and
releve cough; (5) to improve visual and auditory acuity, benefit the spirits, and prolong life, after long
term use; (6) to eliminate chill and fever evil factor affecting health; (7) to cure carbuncles, scabies,
and abscesses; (8) to cure leukorrhea, and (9) diabetes.

In the 333 prescriptions which contained Dioscoree Rhizophora, the origin of the prescriptions,
the composition, drugs paired,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were analysed.

Key Words : Yam(Dioscoree Rhizophora), Pentsao, Prescriptions,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