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简论 《晶珠本草 》的体例特点及文献价值

夏德芬

《晶珠本草 》又名《药物学广论 》�月
闪
币

《
’

月
闪角勺

，

成书于 ����年
，

是由著名藏药学

家帝玛尔
·

丹增彭措历时��年左右的时间编纂而成的藏药学经典著作
〔 ‘ ’ ，

为研究古

代藏药学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

本文就 《晶珠本草 》 的体例特点及文献价值进行

简要论述
，

以求教于同行
。

纵观藏医药史
，

其源头可追溯到公元�世纪初
。

松赞干布派大臣吞米桑布扎前

往夭竺求学
，

返藏后创造了藏文
，

为翻译提供了条件
。

随着佛经翻译事业的蓬勃发

展
，

出现了一批造诣很高的翻译师和内容丰富的译著
，

相继翻译和著述的有 《医学

大全 》 �翻气下鲁气称
’

翔
、 《无畏的武器 》 �舒碳勺

，阅含阂称
‘

甸
、 《月王药诊 》 �翻可气，叮哥

门补再闪镯�
、 《 四部医典 》 �零叮门都 等

。

其中的前两者均失传
〔�〕 ，

而 《月王药诊 》 和

《四部医典 》 被公认为现存最早的藏医药著作
。

对帝玛尔
·

丹增彭措有直接影响的是 《月王药诊 》 和 《四部医典 》 。

这两本著

作的编纂体例主要是将藏医理论
、

疾病分类
、

诊断和治疗方法
、

药物等纂辑在一起

加以论述
，

以医为主
，

以药为辅
。

而 《晶珠本草 》 对前期藏药文献中所载内容既有

继承
，

更有发展
。

《晶珠本草 》 分上下两部
。

上部为歌诀之部
，

以渴颂体写成
，

对每种药的功效

进行概括论述 � 下部为解释之部
，

以叙述文写成
，

分别对每种药的来源
、

性味
、

功

效予以叙述
，

共收载药材����种
。 〔�〕

它在沿用和保留历代藏本草内容的同时
，

增加

了部分药物以及药物的加工炮制方法等
，

使藏本草药物介绍体例更加完备
。

首先
，

从药物性
、

味
、

功效的介绍方面
，

它保留了历代藏药书中所载药物及论药的旧体

例
，

但具体内容上己有变化
。

如 《月王药诊 》 、 《四部医典 》 中虽然从理论上提出了

六味
、

八性
、

十七效
，

但是没有对具体药物予以分别说明
，

而 《晶珠本草 》 则一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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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论
，

药性介绍较全面
，

对每种药的味
、

性
、

效及其用法予以叙述
，

特别指出用药

的注意事项等
。

对药物的加工炮制
，

历代藏药书中叙述甚少
，

而 《晶珠本草 》 记载

加工炮制类药共有��种
〔‘，，

并且对有些药物的特殊加工炮制法作了详细叙述
。

从载

药的数量上看
， 《晶珠本草 》 不仅收入 《月王药诊 》 中的���种

， 《四部医典 》 中的

���味
，

而且增补到����种
。 〔�〕

其次
，

从药物分类学角度看
， 《月王药诊 》 和 《四部

医典 》 有过一些对药物的分类
，

如 《 四部医典 》 把药物分为八类
，

即珍宝类
、

土

类
、

石类
、

树类
、

汁液类
、

旱生草类
、

动物类等
，

而盐碱类药物包括在土类药物之

中
，

没有分作物类
、

水类
、

火类药
，

严格说来
，

还没有达到真正的药物分类的水

平
。 《晶珠本草 》 分类法不同于前者

，

它根据药物的来源
、

质地
、

生境
、

人药部位

分为��大类
，

即珍宝类
、

宝石类
、

树类
、

湿生类
、

旱生类
、

作物类
、

动物类
、

汁液

类
、

土类
、

水类
、

炮制类
、

盐碱类
、

火类等
。 〔的
这基本上是按药物的自然属性进行

分类的
。

从 《四部医典 》 按疾病的种类分类
，

过渡到 《晶珠本草 》 按药物 自然属性

进行分类
，

是个重大的突破
。 《晶珠本草 》 的分类 自成体系

，

与其它药学体系不

同
，

至今在植物学和药物学分类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上述表明
， 《晶珠本草 》 药物介绍体例具有完整性

，

是以总结早期藏本草论药

体例的基础上概括充实而成的
，

是以医疗实践的发展和对药物认识的不断深入为基

础形成的
。

在一定意义上说
，

这种论药体例奠定了藏药论药体例的基础
，

同时也是

藏本草发展成熟的标志
。

《晶珠本草 》文献价值之高
，

为后世所公认
。

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
，

其原因在于
�

第一是考证审慎
。

帝玛尔
·

丹增彭措治学严谨
，

孜孜以求
，

刻苦探索
。

他非常

重视调查第一手资料
，

如
�

亲临青海东部和南部
、

四川西部
、

西藏东部进行实地调

查
，

核实资料
，

并结合实际对历代藏医药书中的药物记载作了考证
。

对 《晶珠本

草 》 征引的资料往往是反复核辨
，

对每一种药物都记载别名和出处
，

有的药物引证

的参考书和别名多达数十种之多
。

如
“
诃子

”
一名

，

引用了十余部书
，

四十余个别

名
。 〔�〕
大量文献征引

，

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
。

第二是突出民族特点
。 《晶珠本草 》 所载的药物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高原特

色
。

特别突出产于雪域高原的特产
，

如绿绒篙
、

璋芽菜
、

虎耳草
、

独一味等
。

有的

则只产在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上
，

其中有雪莲花
、

榜嘎
、

紫苞凤毛菊等
。 〔�〕
这些

都是藏民族单独使用的
，

而且具有上千年的用药经验
。

从分类角度看
，

特别突出珍

宝类的药物
，

而且在藏族药物学的理解上
，

珍宝类并不限于宝石
、

翡翠
、

玛瑙等之

类
，

铁
、

锡
、

锌等也归入
“
珍宝

”
类

。

而动物类的分类更是特殊
，

它是按动物的躯

体部位来分
，

主要是藏民族接触最多的牲畜
，

如马
、

牛
、

羊等
。

另一特色是重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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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经验
，

如
“
独一味

”
在其他民族的有关记载中用得不多

，

而在藏药中
，

却把它视

为
“
药中之王

” ， 〔的把藏族应用此药的经验记载得非常全面
。

第三是保存资料
。 《晶珠本草 》 的编纂

，

前后历时��年左右
，

取材广泛
，

资料

宏富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

帝玛尔
·

丹增彭措对历代藏药学古籍进行了博览核实
。

据后人统计
，

从 《月王药诊 》 开始
，

直到��世纪的著作他都广泛阅读
，

在 《晶珠本

草 》 中引入的著作达 ���部之多
〔 ‘ 。 〕 ，

堪称集藏药学大成之力著
。

这些被引用的医学

古籍
，

有的已散佚
，

有的不知其名
，

正是由于 《晶珠本草 》 的引用才得以流传至

今
。

它在客观上起到了保存上述资料的作用
。

总之
， 《晶珠本草 》 对早期藏本草学的发展

，

不限于论药数量的增多
，

更主要

的是从多种途径探讨药物的作用
，

深化了人们对 《月王药诊 》 、 《四部医典 》 等历代

藏医药古籍中所载药物的认识
。

这种由总结和充实而来的论药体例
，

展示了藏本草

学研究的多种途径
，

代表了藏本草学编纂的最高水平
。

同时
，

它从宏观上展示了藏

本草学各学派的源流关系
，

提供了审视藏本草的粗线条
，

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藏本草

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

是后世研究藏本草学不可缺少的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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