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滇南草本》 与管浚

�纪念 《滇南草本》 首刊 ��� 周年�

云南中医学院 �砧加��� 管鹏声

《滇南草本》 四册五卷是清
·

光绪丁亥年 ����� 年�首次刊

刻问世的
。

记载了云南所产中草

药 ��� 种
，

附方 仪旧首
，

病案科

例
。

在医学临床
、

药物及生物研

究
、

新药开发等方面都具有很高

的价值
，

早已蜚声中外
，

已载人

中国中医医学史册
。

一提到 《滇南本草》
，

人们

一直认为是明代兰茂先生所著
，

人云亦云
。 《滇南草本》 的真正

作者是谁�古今中外
，

已争论百

余年
，

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
。

而

管浚在首刊 《滇南本草》 的功
绩

，

则湮没无闻
。

从辩证历史唯物观出发
，

本

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

本人为编写

��管氏医家十二代秘方选注 》 一
书

，

对管氏医家的来龙去脉
、

历

史渊源
，

从篙明州志
、

县志
、

历

代史学家对 《滇南本草》 的研究
专著及论文

、

管氏家谱
、

坟地

�� 多块墓碑及神完等进行考证
，

并访问了 �� 多岁的 �位管氏后

裔等
，

综合分析
，

科学论断
，

重

点介绍该书首刊之史实
。

� 谁是 ��滇南本草》 的真正作

煮
�

�

� 传抄本 《滇南本草》 为兰
茂 ����年著 �

较明代李时珍 ���� 年著的

《本草纲目》 早 ��� 年 �

距清代管浚 ���� 年首 刊

《滇南草本》 早 ��� 年 �

�
�

� 首刊 《滇南草本》 前明清
两代传抄本内容见表 ��

表 � 明
、

清两代 《波南本草》 内容比较

内 容

版 年 卷

—
备

《医门
揽要》

医案图说附方载
药
数

抄本 《滇南本草图说》 �范本� 明
一

清初 �一 �� 卷 刀� � ���
。 。

黔氰藻掣沪黯香里熟
�字一 子 ’

抄本 《滇南本草》 �翰本� 清初 卷上
�册

��� � � � � 昆明宝翰轩旧藏

抄本 《滇南本草》 �于本� 清
·

康熙
�册
�卷

��� � � � � 于怀清收藏

抄本 《滇南本草》 �琴本�
�册
不分卷

��� � � � � 琴砚斋旧藏

抄本 《滇南本草》 �李本� 卷下
�册

��� � � � � 李继昌家藏

抄本 《滇南本草》 ‘胡本�
�册
不分卷

�� � � � � 胡云完家藏

刊本 《滇南草本》 �务本� 清
·

光绪
�册
�卷

��� ���
�卷
图说

�� 附 �卷
管浚

、

管喧整理
、

增补
、

编校
、

绘 图
、

出资
，

由务本堂刊刻

由表 �可见 �个抄本均没有

《医门揽要》
、

附方
、

医案
，

且所

载药物较少
，

最多 ��� 种
，

最少

为 ��种
，

除清代高洪业
、

朱景

阳递抄本 《滇南本草图说》 有
���种水墨写生图外

，

其余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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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均无图说
。

传抄本 �范本
、

翰本
、

于 本
、

琴本
、

李本
、

胡

本�中所载药物性味
、

归经
、

功

效并不一致
，

需要统一
。

管浚在

中药史中是大 书特书
，

较为科

学
。

管浚序
“ …… 先生 著作甚

多
，

残缺无存
。

其或存者
，

传写

多讹
。 ”
兰茂所著书

“

大都潘于

明末 兵 赞
，

残 缺无存
， ”

包括

��滇南本草》 在内 ，

原著已
“
不

可考
” 。

�
�

� 较多历史学家考证
� “
十余

种方志史料中
，

对兰先生 的传

略
、

轶事
、

著作已有详细记载
，

但 《滇南本草》 未见记载 ，

更无

记载 《医门揽要》 。 ”

�
�

�
“
务本

”

中记 载药物如
“
玉米须

” 、 “
野烟

”
等

，

在兰茂

生存时代
，

中国尚无玉米
、

烟

草
。

这是 ����年鸦片战争后从

国外引人的植物
。

以上史实对 《滇南本草》 的
真实作者发生了争议

�
一为兰茂

先生所著� 二为他人依托兰茂先

生盛名而著 � 三为后人增补
、

编

校而成书
。

笔者持第三种观点
。

� ��滇南草本》 首刊之功
�

�

� 管浚停建家园房屋
，

付资

约两千两白银
，

由昆明务本堂刊

刻 《滇南草本》
、

《医门揽要》 四
册五卷

。

清
·

光绪李文换书
� “

悉

有功于人世
，

而流传不朽矣
。 ”

�
�

� 管浚撰写
、

编校
、

完善本

书
�

�
�

�
�

� 增补传抄本所记药物 ���

种之多
。

�
�

�
�

� 所载 ��� 种中草药
，

管

浚
、

管喧兄弟从植物标本
、

性味

归经
、

功效主治等进行校正
、

认

定
。

�
�

�
�

� 增写 《医门揽要 》 �卷 ，

上卷论 四诊
、

脉理
，

下卷论病

证
、

遗方
，

与 《滇南草本》 相提
并论

，

相得益彰
。

���

�
�

�
�

� 增加了附方 以刃 首
。

�
�

�
�

� 增加医案科 例
。

�
‘

�
�

� 绘制药物图说一卷
。

� 管氏兄弟之艰辛

管浚序
� “

余家有残篇
，

奈

年远代湮
，

不无废坏
。

余长兄喧

于癸酉年春
，

向里人 中寻访 旧

存
，

互相校对
，

亲为抄补
，

此书

乃为之全备
。 ”
经考证认为

� 《滇
南草本》

、

《医门揽要》 四册五卷
的主要内容来源于

�

�
�

� 自明代管群 蕃 �����
�

���� 年 �为兰茂之弟子后
，

其

后裔世代以医为业
，

一脉相承
，

不断演译和发展
，

留下不少经验

方
，

且有 《滇南本草》 残篇
，

此

为该书的基本素材
。

篙明州
、

县

志记载
“
管群蕃

，

明朝扬林人
，

号东晦
，

精研理学
，

善医
，

能文

……人称他和兰茂为两隐君
。 ”

又记载
� “
兰茂其徒弟管群蕃曾

熬百草膏给人治病
，

并收藏兰茂

手稿传给后人
。 ”

�
�

� 明
·

嘉靖年
，

管氏开设
“
万

春堂
” ，

到清
·

管浚 �����
一 ����

年�
，

历经 �� 代
，

约 ��� 年
，

管

浚总结了先辈的临床实践经验
�

�
�

�
�

� 完成 了 《滇南草本 》 所
载药物的较校

，

如飞 刀剑 �石

苇�
，

其它手抄本
，

均用于
“
治

麻
” ，

味苦性平有毒
。

而务本考

证后定为苦寒
，

无毒
，

治五淋
，

为现代淋证的有效药
。

�
�

�
�

� 撰写 《脉学全书》
、 《脉

学全书尾卷》
、

《伤寒舌诊》 等
，

与 《医门揽要》 为姊妹篇 。

�
�

�
�

� 所增附方及医案均为祖

辈及本人的经验方
，

另外 《秘
方》 �本 ��� 首手稿已由管鹏声

教授选编为 《管氏医家十二代秘
方选 注 》 出版 。

管浚墓碑 有
�

“ …… 生平之诗词
，

画尤擅长
，

手迹所遗
，

人宝贵之
。 ”

�
�

�
�

� 《滇南草本》 图说 ，

与

管浚 《正音画集》 中工笔手法一
致

。 《篙明州
、

县志》 载有 �
管

浚
“
于山水花卉鸽毛草虫靡不精

当
。

绘秋花倚石
，

草间一烟缕欲

跃
，

押之案头
，

一雄鸡没瞥见
，

奔就咏之
，

纸破而虫不动
，

观者

忻然咸叹其绝技
。 ”
可肯定务本

图说
，

系管浚所作
。

�
�

� 爬山涉水
，

寻方觅药尝百

草
，

关心民虞
。

管浚序
� “

余长兄喧于癸酉

年春
，

向里人中寻访旧存
，

互相

校对
，

亲为抄补
，

此书乃为之全

备
。 ”
管浚之墓铭 曰

� “
酷嗜山

水
，

游名山胜迹
。 ”
说明管氏兄

弟为完成这部巨著
，

其足迹遍及

云南
。

通过人山采药尝百草
、

走

访乡医郎中及民族医药家
，

广征

博采
，

即
“

恒心 寻访
，

细查性

味
，

变通草木
，

更求名师
，

指授

脉理
，

参之 天时
，

方可 以为医

矣
。 ”

足迹
�

滇南到过哀牢山
、

红

河
、

澜沧江沿岸地区
。

曾到过越

南丰沙里
，

缅甸的南坎
。

治疗咳

喘的芸香草是在永昌
、

普耳
、

顺

宁首先发现
。

石椒草的发现还有

一个动人的故事
。

滇东北
，

到过东川
、

昭通
、

宣威
、

金沙江沿岸� 还到过四川

的大小凉山
，

会理
，

西昌� 贵州

的赤水
、

毕节等地 � 并到过广西

的西林
、

百色等地
。 《滇南草本》

中的大部分药均可在这些地区发

现校正
。

滇西
，

到过高黎贡山
、

碧罗

雪山
，

管喧到过藏族地区
、

彝族

地区
、

苗族地区
，

发掘了许多民

族药
。

到过楚雄
、

武定
、

大理
、

丽江
、

剑川等地
，

老虎刺治咽喉

肿痛
，

黑食子治失眠
，

旋复花治

乳癌
，

漏芦治崩漏
，

鹿竹治风湿

等都是在滇西发现和认定的
。

滇中及东部主要是以昆明
、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 �空刃 年总 ��期



玉溪
、

曲靖地区为主
，

沿南盘江

之山川河流等地
，

臭灵丹
、

土 口

蔑
、

土大黄及常用 中药如黄琴
、

云连
、

香蒸
、

鱼腥草
、

谷精草
、

血满草
、

青篙
、

益母草
、

石营

蒲
、

大小蓟
、

夏枯草
、

旋复花
、

续断
、

响铃草
、

九里光
、

桑 白

皮
、

地骨皮
、

木贼
、

草血竭
、

金

钟茵陈
、

仙鹤草
、

半夏
、

香附等

近 ���� 多种中草药及食药两用药

如乌梅
、

苏子
、

车前子等均在本

地自己采挖
，

炮炙加工
。

在杨林

祖坟山上发现翻白叶
，

翻白叶被

管浚定名为管仲
。

�
�

� 刚方好义
，

巧授秘方

在管浚的墓铭中载
�

性刚方好义……家世歧黄业
，

心

向济人
，

贫力者必为之诊而药
，

不计值
。 ”

说明他为人刚强
，

扶

危济困
，

不分贵贱
，

医德高尚
。

����年管天敏之二子在昆

明开设万春堂诊所时
，

被长毛

�太平天国�起义军中的乱军所

杀
，

后搬回杨林开设
“
万春堂

”

时遇义军潜逃的为难者黄山玉
，

无衣无食
，

身患伤残
，

管氏家族

不计恩怨
，

收养并送终
，

临终时

才知他是起义军军医
，

他将秘方
“
神效耳底药

” 、 “
万亿丸

” 、 “
万

应止痛膏
”
等

，

传授给管氏
，

为

管浚编写
，

增加附方提供了可贵

的资料
。

� 不吝工资
，

孟加制刻之道

�
�

� 管氏医家对兰茂先生感恩

载德

篙明州
、

县志记载
“
管群蕃

与兰茂为杨林两隐君
” ， “

管群蕃

拜兰茂为师
，

管氏医家的源头是

兰茂先师
。 ”

管群蕃之父管致和
，

原是湖

南衡 阳正堂
，
���� 年

，

明太祖

朱元璋派兵征讨云南
，

以傅友德

为帅
，

沐英为副
，

管致和随沐英

进军昆明
。

云南平定后
，

明初军

顿人数逾千人的杨林守御千户顿

驻杨林
，

管致和率全家随军驻杨

林
，

酷爱杨林山水而永居之
。

后

被明太祖浩命为文明郎
。

兰茂
，

字廷秀
，

其父为河南洛阳人
，

据

传
，

兰茂之父与管致和之父交谊

深厚
，

都酷爱杨林山水
，

往来致

密
，

亲如一家
，

嗜研 天 文
、

地

理
、

兵法
、

语韵及诗词
，

以棋琴

书画
、

道义育才
。

�
�

� 不贪大利
，

而泯救病人
，

传诸不朽

管浚序言中说
� 《滇南本草》

“
但私之于 己

，

其获利有限
，

不

如公之于世
，

其为利甚溥也
。

余

念及此
，

因重订之
。

即捐家藏遗

本一部
，

刊刻流传
，

惮得者朝夕

采览
，

识见广资
，

度不贻误于医

药云
。 ”
本书首次刊刻后

�

��� 被载人中国医药史
，

在

药物学及植物学上有较高的学术

价值
。

��� 为新药及民族药开发提

供宝贵药材
�
臭灵丹—感冒消

炎片主药 � 重萎
、

独定子—云

南白药中主要药 � 虎力散
、

消黄

片
、

红黑丸
、

果碘
、

虎潜丸等
，

无不是 《滇南草本》 中记载
、

描

述之药材组方而成
。

��� 日本
、

法国
、

美国等学

者都在 《滇南本草》 中寻找抗癌
药

、

抗心血管疾病药
，

治疗肾病

药等
。

�收稿 日期
� ��理�年 �月 ��日�

民间方大黄加米醋外敷治疗流行性腮腺炎

丽江县医院 ��������赵建李

腮腺炎有作腮
、

腮肿
、

温毒

发颐等病名
。

本病以发热
，

耳下

腮部漫肿疼痛为其临床主要特

征
，

可 并发辜丸肿痛
。

本院 自

����年至 ���� 年 �月收集门诊

病例 ��� 例
，

单纯应用大黄加米

醋外敷治疗流行性腮腺炎
，

疗效

满意
，

现报告如下
。

� 临床资料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 ��臾〕年总��期

本组 ��� 例 系 ���� 年 至

��更�年 �月来院就诊门诊病人
，

其中男性 �� 例
、

女性 科 例
，

年

龄最小者为 �� 个月
，

最大者为

�� 岁
，

�� 岁以下病例为 �� 例
，

��岁以上 ��例
，

病程 �一 ��天
。

� 治疗方法

�
�

� 药物组成
�
大黄

、

米醋
。

�
�

� 用法
�
先将大黄研成细末

，

用米醋调成稀糊状
，

外敷腮部
，

纱布包封
，

每 日换药 �一 �次
。

� 疗效标准

治疗后症状体征完全消失为

痊愈
。

� 治疗结果

本组 ��� 例全部痊愈
，

其中

�次外敷 �� 例
，
�次外敷 �� 例

，

�次外敷 ��例
，
�次外敷 �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