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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食疗文化源远流长，食疗养生也一直深受重视，为

此，古代医家纷纷著书立说，因而产生了相当多的食疗类本

草，据笔者对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 [1]、 《中国药膳大辞

典》 [2]、 《中国中医药学术语集成》 [3]等书的查阅，仅古籍

《食鉴本草》同名者就有四部，分别是明·宁源《食鉴本草》之

上下卷；清·柴裔 《食鉴本草》 [4]之四卷；清·孟河的费伯雄

《食鉴本草》之一卷；清·石成金《食鉴本草》之一卷，然经考

证，四部属同名异著。兹仅就清代柴裔编著的《食鉴本草》作

一探讨，以期从文献学角度浅析该书在中医食疗史中的价值，

同时对人们在追求养生保健的今天，如何正确的食疗养生有所

借鉴与帮助。
1 作者生平

柴裔，著有《食鉴本草》 [4]一书，有关其生平因可供参考

资料过少，故只能从该书的序言及凡例做些探索。《食鉴本

草·序》谓：“柴子竹蹊于甲寅岁抱恙甚笃，既而获痊静”[4]，

《食鉴本草·凡例》曰“余本浙人寄居白门者，三十余年岁甲

寅秋为二竖所虐，几为害，赖有良医江宁巴书年先生指上回

春”[4]。可知，柴裔字竹蹊，本为浙江苕溪人，后移居白门。
据《南史·宋纪下·明帝》载：“宣阳门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不

祥，讳之”[5]。白门为今南京，其正南门为宣阳门，古称“白

门”。柴裔大约出生于 4700 年，在 30 多岁时，患有严重的疾

病，险些病死，幸亏得到江宁巴书年先生医治痊愈，卒年不

详。
2 成书背景

清代是中医著作多产的年代，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济繁

荣，文化发展相当重视；同时因为物质资源的相对充足，人们

对健康品质与精神方面的追求逐渐增强；清代食疗类本草与临

床医学、养生学的相互融合，进一步促进了自身发展；当时各

医家对前诸家医书的整理和辑注也盛行于世，刊刻行业的兴盛

更加推动了医著的编辑与普及，使大量的古籍得以流传[6]。这

一切给本书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食鉴本草·凡例》谓“余生之年皆沐，再造客窗静摄”[4]，

体现了柴裔在生重病得到良医救治痊愈后对修身养性的重视，

但鉴于《食鉴本草·凡例》所记载：“先贤，曾有食鉴食物本

草二书刊刻行世，缘所收太繁，使观者反生舛错不能清澈。兹

特细查诸家本草，只以家常目前日用必需之物详谈明晰，不敢

安添一字仍用其名为食鉴本草”[4]。故在编著过程中，柴裔既

“采择先贤旧本”[4]，“悉照原注，其物性有温凉，寒热，辛

平，宜忌，损益著明”[4]，又能收录之前食疗类本草书中没有

记载而今又常使用之食物。《食鉴本草》一书不仅集清以前食

疗类本草之大集，内容丰富，而且简洁明了，使得“阅者开卷

了然，查阅甚便”[4]。
3 主要内容与版本

清·柴裔《食鉴本草》全书共四卷，卷之一为水部、谷部、
菜部，卷之二为草部、木部、石部、果部、禽部，卷之三为兽

部，卷之四为鳞部、鱼部、介部、虫部、人部，共收载药物

468 种，每部对药物的别名、性味、毒性、产地、主治、功

效、用法及禁忌作了详细的介绍，末附《食物金鉴》一篇。目

前流传版本有 2 种：①清乾隆 5 年庚申(4740)翠荫堂刻本，藏

于南京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②清乾隆 6 年辛酉

(4744)经义堂刻本(残)，藏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4 学术特点

4.1 内容丰富，简明实用 全书共四卷，字数大约 9 万，所

列药物种类丰富，从卷之一的水部、谷部、菜部到卷之二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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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清·柴裔《食鉴本草》的作者生平、版本流传等作了简要考证，又从记载的药物所涉及别名、性味、毒性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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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木部、石部、果部、禽部，卷之三的兽部到卷之四的鳞

部、鱼部、介部、虫部、人部所涉的药物，大多紧贴人们所能

食用的药物所阐述，如绿豆，为家庭夏季常用之食物，煮汤消

暑开胃，该书记载其性味“甘，寒，无毒”[4]，主治“行十二

经，清热解毒，利小便，止消渴”[4]，还可以“治泻痢。解一

切草木、金石、砒霜、牛马、丹药等毒，连皮用良。”[4]。又

如白菜，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常用蔬菜，该书记载其性味

“甘，温，无毒”[4]，主治“除胸烦，解酒毒，通利肠胃”[4]。
4.2 药物使用，三因制宜 柴裔对该书记载的四百六十八种

药物的阐述既遵循中医辨证理论，又根据本草药性理论概述了

药物的性味、毒性、配伍禁忌等，对于药物的使用还强调了如

何鉴别。
4.2.1 指出药物采集及服用应因时而异 一年四季有寒热温

凉之异，一天之中又有昼夜晨昏之别，四时气候和昼夜晨昏的

变化均会对药物的性味、功效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提到蒪菜

“三月采者味甘体滑。九、十二月采者味甘体涩，多食则壅

气”[4]，可见在不同的时间采集药物对其药效、性味可能会造

成影响；另外，如果选择不恰当的时间食用也会对身体带来伤

害，如茄子“秋茄大能损目，尤不可食”[4]；丝瓜“但秋后冷

露，生者食之寒精，宜慎之”[4]。
4.2.2 指出药物的性味功效会因地而异 不同的地域有着不

同的气候特征，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气候温暖潮湿，西北地

区，气候寒冷干燥。这些地理环境的差异，气候特征的不同也

会对药物的性味、功效、形态造成一定的影响。如莱菔“北地

产者大如栲栳，南地产者长大如黄瓜皮白而脆，江宁产者皮紫

红肉白脆，味甘美。” [4]，又如面，“东南卑湿，春多雨泽，

故面性热食之烦渴，动风气。西北高燥而少雨，故性温”[4]，

故在采集和使用时要加以认别和区分。
4.2.3 指出药物的选择应因人而异 药物的选择与人体的身

体状况密切相关。不同的人群，由于机体状态、年龄、性别、
体质的不同，在选择药物时也应有所不同。书中详细指出了

特定人群不宜食用某些药物，如花椒“肺胃素有热者，忌

服”[4]；葫芦“冷气人忌食”[4]；薄荷“虚人不宜多服”[4]。
4.3 明确毒性，防止中毒 在人们日益重视安全养生的今天，

药物是否有毒性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故在选择药物时如何能

很好的趋利避害，选择安全无毒的药物显得尤其重要。《食鉴

本草》一书关于这方面给予了明确的提示及阐述，譬如甜瓜

“凡瓜落水沉者，双蒂者皆有大毒，食之杀人，切不可食”[4]，

该条指出落入水中沉，有双蒂的甜瓜有大毒，不能食用；又如

“檐下水滴菜，诸蕈背面无稜，面上有毛，仰捲赤色，煮而不

熟者，菌异色异形，底无纹者，花椒闭口者，木耳赤色仰生

者，俱有大毒不可食”[4]。这些对现代人挑选药物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4.4 食物中毒，列解救法 从古至今，人们有时必不可免会

因为食用有毒药物而中毒，轻则上吐下泻，重则可能致死。故

在人们药物中毒以后该如何进行救治，如何解毒异常重要。书

中解毒之法乃其又一特色，“一切果菜禽兽鱼介之属或中其毒

者用何物以解之，一一借载详悉”[4]，这是此书较其它食疗类

本草不同之处。《食物金镜》列举甚详，如“中六畜肉毒，六

畜干屎末、伏龙肝末、黄柏末、赤小豆烧末、东壁土末、白扁

豆末俱水服并可解……中羊肉毒，甘草煎汤服……中诸鱼毒，

橘皮、或芦根汁、大豆汁、橄榄汁俱可解……中大小麦毒，捣

鲜莱菔汁或莱菔子研泡汤服；中诸菜毒，甘草汤解……中豆腐

毒，莱菔汁解之；中莴苣毒，生姜汁可解”[4]。这些食物中毒

的救治方法和救治药物，仍可应用于现代的急救医学中。
4.5 重视炮制，讲究贮藏 《本草蒙筌》谓：“凡药的制造，

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可见药物的

炮制对药效、安全性、便于制备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柴裔在

《食鉴本草》中对药物的炮制有详细的说明，如胡麻“生者，

性寒治痢良；炒则性热而发病；蒸则性温而充饥”[4]，可见胡

麻生用、炒用、蒸用作用不尽相同；此外，该书《食物金镜》
篇还提到“下酱必用火，日以清明杨柳枝搅之，永不泛溢；煮

蟹，须用盐，则不空但水不宜多耳；煮菱水不须多，煮豆水不

宜少，所谓蒸菱灼豆也；煮粥不宜添水，煮饭不宜减水，二者

不忌则失米之真味也”[4]。这对人们如何进行正确的饮食炮制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药物的贮藏也有讲究，若是贮藏不当，则

对药物的作用产生一定的影响。如苏木“忌铁器” [4]，冬瓜

“忌酒漆糯米麝香，触之即烂”[4]，这些在生活中需注意。
4.6 药膳养生，寓医于食 药膳是将中药与某些具有药用价

值的食物相配伍，采用我国独特的饮食烹饪技术和现代科学方

法制作而成的具有一定色、香、味、形的美味食物。它既具有

较高的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延年益寿。该书

中如何使用药膳尤其得到了体现，如豕“女人初生乏乳，用猪

前七星蹄四支同通草、土瓜根、漏芦各三两，水二斗煮汁，内

葱豉作粥或作羹，食之即通”[4]1，记载了女人刚生完小孩缺少

乳汁可用此药膳下乳；又如虾“壮阳道，以虾米一斤，蛤蚧二

枚，茴香、蜀椒各四两，并用青盐化，酒炙，炒木香粗末一两

和勺，乘热收新磁瓶中密封，每临房空心盐酒嚼下甚秒”[4]，

提示此药膳可用来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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