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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代至民国,江西编修了 8 版江西省志,志中记载了所辖各府的中药资源,并对中药性状、性
能、功效、主治、上贡数量等附详细说明。 对志中中药内容进行文献研究发现,古代江西的中药资源整体呈

增加趋势,以植物药材居多,但矿物药的分布最广泛,南康府等 6 府药材较多,部分药材产地并不单一。 挖掘

江西中药文化资源,再现江西中药发展历史,厘清各地的中药资源及特色,可为发展地方特色药材或道地药

材提供思路,助力江西中医药强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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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中
医药文化建设已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总体布局,《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

方案》中提出“将地区中医药文化资源的调查整理、
挖掘研究作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江西中医药文化存在明显的地域特色,形成了“两

帮一都”的中药文化及产业格局,两帮即樟树帮和

建昌帮,一都即樟树药都,造就了江西在中药炮制、
药材经营方面的中药特色。 现存明至民国时期江西

省志对自然资源的记载有不少中药内容,对志中的中

药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是江西中药文化资源调查整

理、挖掘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 本文参考《中药学》
(新世纪第五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2020 年版) [2] ,整理明至民国时期江西省志记载的

中药资料,以窥历代江西省志对中药记载的概貌及特

点,挖掘研究古代江西中医药文化资源。
1　 明清及民国时期的江西省志

　 　 省志,即以省为单位的地方志,自明代开始,省
志具有了通志性质,并正式定名为“通志”。 江西

省,因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此名并沿用至今,江
西省志首创于明嘉靖四年,在其后的四百多年间,
陆续有新修江西省志面世。 大体而言,后出的版本

往往是在参考、厘订以往版本的体例、门目和卷目

的基础上,增添当时江西经济、文化等地方情况的

记载而成,是研究江西省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

展等地方情况的重要文献参考资料。 现存明至民

国时期的江西省志有以下 8 个版本:明嘉靖四年

(1525 年)《江西通志》、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
《江西省大志》、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 《江西省

大志》、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 《江西通志》、清
康熙五十九年 ( 1720 年) 《西江志》、清雍正十年

(1732 年)《江西通志》、清光绪七年(1881 年) 《江

西通志》、民国《江西通志稿》 [3] 。
1. 1　 明代江西省志对中药的记载 　 嘉靖四年《江

西通志》 由林庭 主修、周广纂于嘉靖四年( 1525
年)刻成,是江西省志创始本且流传甚少。 此志纲

领悉遵《大明一统志》,发凡立例,得诸专经世学为

多,记载更为详细,全书共 37 卷,以府分卷记载江

西 13 府的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风俗、土产、
藩封等内容。 此志凡例云“土产方物则纪其常贡而

已” [4]卷1:2下,志中卷四、八、十、十二、十五、十六、十
八、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九、三十二、三十四、三十

六的土产内容有中药材的记载,记载的中药材大致

分为以下 3 类:1)植物药。 有白芨、白芍、白药、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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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半夏、椑(椑侯柿、乌椑)、赤芍药、地黄、茯苓、葛
(葛粉)、枸杞、谷精草、汉宫秋、何首乌、红花、厚朴、
黄精、黄药、姜、金樱子、橘(橘子、朱橘)、苦参、莲
子、龙须草、麦门冬、梅、牡丹、木瓜(楂)、南星、牵
牛、乳香、山矾、山桑、山药(薯蓣)、石斛、史君子、天
门冬、乌药、仙茅、香薷、香圆、玄参、薏苡、银杏、茱
萸、苎麻、紫草、紫河车、紫金藤、紫菀、棕榈、坐拏草

52 种;2) 矿物药。 有寒水石、黄丹、铅、石青、云母

5 种;3)动物药。 有穿山甲、鸡(野鸡)、鹿 3 种。 该

志对部分药材附县级产地的记载,如广信府各县产

葛粉,饶州府的鄱阳县、浮梁县均产南星及史君子,
抚州府金溪县崖山产大量黄精。 部分药材在不同

府是异名记载,如乌椑(南安府产)、椑(袁州府产)
是同一植物,即色青黑的柿;橘 ( 吉安府、南安府

产)、橘子(九江府产)、朱橘(抚州府产)均指橘;薯
蓣(南安府产)即山药(南康府产);楂(南康府产)
即木瓜(袁州府产);山桑(九江府产),是中药桑叶、
桑枝、桑椹的原材料之一;九江府各县产鸡,临江

府、瑞州府、赣州府、南安府 4 府产野鸡,且瑞州府

年贡三十九只野鸡。 对部分药材的药名、形态特征

等附小字双行按语,如银杏又名白果、鹿“性警防,
大曰麋鹿可入药” [4]卷29:12下、椑侯柿“出金溪,《东都

赋》云梁侯乌椑之柿” [4]卷18:26下。
嘉靖三十八年 《江西省大志》,又名 《江西大

志》,是一部以经济史为主的通志。 由王宗沐编撰,
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刻成,此志存世绝少,分
为赋书、均书、藩书、溉书、实书、险书、陶书 7 卷。
卷一《赋书》里甲记载了明代江西 13 府辖区内各县

的额办项目及总银数,额办项目是两京药材、弓箭

弦条,神器、军器、胖袄、裤鞋,各县额办项目随各府

情况而不同,其中,南昌府、瑞州府、袁州府、临江

府、吉安府、抚州府、建昌府、饶州府 8 府各县的额

办项目有“南北两京药材”;广信府、南康府、九江

府、南安府、赣州府 5 府各县的额办项目无“南北药

材”,且赣州府下龙南县、安远县无额办项目[5] 。
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 《江西省大志》,由陆

万垓纂修,该志对王宗沐所撰《江西省大志》 的体

例、内容进行了调整、增补,并增修卷八《楮书》,此
刻本是现代研究明代江西经济的主要历史资料。
此志的里甲额办内容记载于卷二《均书》,对比前版

《江西大志》,有以下变化:1)增补记载江西全省额

办项目及总银数。 江西总额办项目是茶芽、甘蔗、

扛解盘缠、药材、弓箭弦条、胖袄、鞋裤、神器、军器、
民七料、野味、翎毛、麂皮、狐狸皮、鱼油、斑竹,银共

三万二千七百五十三两五钱二分四厘。 2)各府增

补记载“府总”额办项目。 13 府额办总银数从多到

少依次为南昌府、吉安府、抚州府、饶州府、广信府、
袁州府、瑞州府、赣州府、建昌府、九江府、南康府、
南安府、临江府。 其中,南昌府、瑞州府、袁州府、临
江府、吉安府、抚州府、建昌府、饶州府 8 府“府总”
额办项目有药材,但建昌府内泸溪县的额办项目无

药材;广信府、南康府、九江府、南安府、赣州府 5 县

额办仍无药材项目,而赣州府增补定南县、长宁县

的记载,但 2 县及会昌县的额办均无项目。 3)增补

药材的通省差额记载,书中记载:“两京药材四千六

百七十斤一十三两,折价三百六两四钱一分七厘,
外水脚银七两四分七厘五毫九丝一忽,俱征银解司

委官买解本色九分折色一分” [6] 。
1. 2　 清代江西省志对中药的记载　 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年)《江西通志》为清代首版江西省志,由于

成龙监修、杜果等编纂,此志以山川、形胜、风俗、物
产等为门目,汇总 13 府相关情况成卷。 全书共

54 卷,卷八《津梁·物产附》有中药材的记载,其序

言云:“江右素称瘠土,所产物多且历无异产,然集

土之毛耴节用时,于是乎在若曰地不爱宝,此为山

泽地薮焉,则固无难得之货也” [7]卷8:66上,该卷共记

载 46 种植物药、4 种矿物药、4 种动物药。 对比明嘉

靖四年本,此志删除以下药材:1)植物药。 白芨、白
药、地黄、谷精草、寒水石、厚朴、黄丹、黄精、黄药、
金樱子、橘、苦参、梅、牡丹、木瓜、乳香、山矾、山桑、
山药、石青、史君子、玄参、云母、楂 25 种;2) 矿物

药。 寒水石、黄丹、云母 3 种;3)动物药。 鸡。 新收

录以下药材:1)植物药。 菖蒲、赤箭、大戟、独脚莲、
桔梗、莱菔、木莲、石榴、柿、萱草、枣、樟、紫苏、苎

麻、藕 15 种;2)矿物药。 青石脂、矾(矾石);3)动物

药。 蚕。
此志改记薏苡为薏苡仁、香圆为香橼、莲子为

莲、姜为生姜,并在药材后附按语,旁征《尔雅》 《埤

雅》《酉阳杂俎》 《本草纲目》 《本草图经》等多部古

籍对药材的名称、形态特征、中药性能、功效、主治

等予以详细说明。 1) 记载了药材学名、别名或由

来、沿革。 如萱草,别名丹棘、鹿葱;朱橘,指橘但只

有抚州府以此为名;菖蒲,别名尧韭、昌阳;天门冬,
别名颠勒、蘠蘼虋冬、延门冬、颠棘;麦门冬,别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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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草;木莲,即辛夷;穿山甲,别名鲮鲤;香薷,别名

石藓;石青,亦名青绿、碧青,学名白青。 赤箭,因

“无风自动”又名独摇草,即中药天麻;石榴,土名胡

石榴子,因来自安时国而名;何首乌,“图经云本名

交藤,以其蔓夜而朝解”;牵牛,别名盆甑草,因“始

出田野,种人牵牛异之”而名;紫河车,又名金线重

楼草,表明此志的紫河车是指中药重楼,参考《中医

学》,紫河车是一味动物药,而重楼的别名有草河

车,故志中记载有偏差,待进一步考证其缘由。 仙

茅,当时江南人称婆罗参,因“世传西域僧所献唐明

皇”;薯蓣,即山药,又名土薯,因避讳而易名。 樟,
产自南昌府,汉称豫章郡,卷中介绍豫章郡因“围垂

荫树亩”的樟树而名。 其根、果、枝和叶入药,有祛

风散寒、强心镇痉和杀虫等功能。 2) 对药材性状、
产地的记载。 如大戟,“叶高一尺,本草云信州有

之”;赤箭,“茎如箭干,根类天门冬只无心耳,去根

五六寸许有数子为卫如芋”;桔梗,“茎高四尺,叶相

对而生”;生姜,“苗高二三尺,二叶则两两相对,都
昌县产”;石斛,“生石上,星子县产”;独脚莲,“一叶

独茎,生庐山阴谷中”;香薷,“生出石上者佳”;仙
茅,“产大庾者佳”;棕榈,“叶如车轮无枝节”;穿山

甲,“色乌而有鳞,伏土中善食蚁”;葛粉,广信府铅

山、兴安二县产;蚕,“阳物恶水食而不饮,再蚕谓之

原蚕一名晚蚕,淮南子曰蚕再登非不利也,王者之

法禁焉,为其残桑而害焉也”,产生中药僵蚕、僵蛹、
雄蚕蛾。 3)讲述药材的中药属性,即对入药部位、
性味等中药性能或(和) 炮制、功效、主治的记载。
如枸杞, “ 秋采实冬采根,实为枸杞子,根为地骨

皮”;百合,“花白入药者佳”;葛粉,即葛根磨成粉,
功效“解酲”;石斛, “采茎阴干,酒洗蒸用能益虚

弱”;紫河车,“五月采根暴干用,解诸毒”;乌药,“性

味辛温,主能顺气”;生姜,“味辛微温可治寒,久服

去积气头通神明”;紫苏,可“作虀或人肥健兼能治

蟹毒”,不仅是佐料还能解鱼蟹毒;何首乌炮制后

“服之寿”。 直接记载了青石脂和白芍药可入药、石
青虽作颜料但亦“疗风疾”、紫金藤治疗“风损”。 此

外,卷中记载了兔唇症状———“ 孕唇缺失吐而生

子”,一则与中药吴茱萸相关的传说———重阳节为

躲避厄运而制作茱萸香囊并登山赏菊[7]卷8:66-72,吴
茱萸因性味辛热,香气浓烈,常用于制作香囊以驱

虫辟邪。
《西江志》由江西巡抚白演主修、查慎行编纂,

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 刻成,较前志卷帙繁

浩、内容丰富、刻印精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

“其体例条目虽多本诸旧志,而广蒐博访,订外正

讹,在地志之中号为善本”。 该志在前志体例基础

上,增立学校、书院、土产、绎盐、武事、寺观、祥异、
丘墓等目,汇总 13 府的相关信息成卷。 全书共

206 卷,卷二十七《土产》 有中药材的记载,其序言

云:“玉山之晶、铅山之锡,地不爱宝,曩开今塞,民
生有道,日用饮食土物心藏甘同稼穑,沤麻沤苎

被……或啬一念留余生生不息作土产志” [8] ,该卷

共记载 67 种植物药、11 种矿物药、2 种动物药。 对

比明嘉靖四年版、清康熙二十二年版,此志删除了

白芨、百合、椑、谷精草、汉宫秋、厚朴、黄药、桔梗、
莱菔、木瓜、青石脂、山桑、史君子、薯蓣、乌椑、萱

草、玄参、薏苡、枣、楂、樟、苎麻 22 种植物药,蚕、穿
山甲 2 种动物药。 改记麦门冬为麦冬、天门冬为天

冬;增记中药材别名,如白青、山矾花、蜜橘、铅锡。
铅锡,指铅,产自南安府;山矾花,即山矾之花,前志

记载山矾产自抚州府,花小白,而此志中山矾花产

自临江府新喻玚冈。 新收录了楮实子、虎掌、黄连、
茴香、金毛狗脊、金樱子、木兰、千里光、山茨菰、山
桃、石竹、桃、五加皮、仙人掌草、野葛、元参、泽兰、
栀子、竹、紫兰 20 种植物药,砒、石胆、石黄、土朱、
自然铜 5 种矿物药及动物药竹鸡。

此志不仅对多数中药材附县级产地说明,而且旁

征《本草图经》、相关诗词对部分药材的产地、特征、
性味、主治、功效等予以说明。 如千里光,“图经出筠

州,生浅山及路旁,味甘苦寒,无毒,同甘草煎服,可以

退热明目”;仙人掌草,“图经出筠州,味微苦而涩,无
毒,贴石壁而生,如人掌故名,与甘草浸酒服可治肠痔

泻血”;白药,“图经江西出者,叶似乌桕,子如绿豆,
炙八月,其子变成赤色”。 坐拏草,“永丰县秋田出,
六月开紫花皆实,土人采之以治打扑所伤”;鸡,产自

吉安府泰和县,治疗“虚症阴症痘症”,其功效“在汤

不在肉”;金毛狗脊,“苗似贯众,根长多歧状如狗脊

而外有黄毛,赣属山野处处有之,土人采根装存,用其

毛以疗金铁伤”;菖蒲,“生石上九节者佳”;楮,“皮可

造纸,实可入药” [8] 。
雍正十年(1732 年) 《江西通志》,由谢旻等修、

陶成等纂,以康熙五十九年《西江志》为蓝本,总汇

明清五次修志成果,续以十年要政,此志文简事赅,
厘然有序,刻印精良,是江西现存第一部内容最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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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志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故雍正十年刻本,即
《四库全书》写本。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
此书流传甚广,全国有四十多个图书馆收藏,极便

借阅。 全书分星野、沿革、形胜、城池等三十一门,
汇总 13 府相关信息成卷。 全书共 162 卷,卷二十七

《土产》有中药材的记载,其序言云:“扬州禹贡……
以物产言山泽气移、今昔异论……沤麻、采葛、织

贝……民力普存,圣王重谷金玉不尊土,宜罗列皆

被仁恩作土产志” [9] ,卷中各府的中药内容沿袭前

志的记载、注释,共记载 69 种植物药、11 种矿物药、
2 种动物药,较前志仅增补记载椑、史君子。

光绪七年《江西通志》,由刘坤一修,刘绎、赵之

谦等撰,于光绪七年(1881 年) 刻成。 该志体例完

备,条理清晰,着重探讨政教兴衰的缘由、江西物产

的盈虚及民俗之厚薄,客观地评价人物,谨慎地评

述各种事物,为当时所推重,是为近代方志之佳作,
与光绪《山西通志》并称“志坛双璧”,此志以山川、
形胜、风俗、物产等为门目,汇总江西 14 府相关内

容成卷。 全书共 180 卷,其卷四十九《物产》有中药

材、中成药、药材土贡的的记载,卷中在前志各府记

载的基础上增补对宁都州的记载,对中药材的记载

沿袭了前志对中药材的记载,共记载 73 种植物药,
11 种矿物药,2 种动物药。 改记莲为莲子、云母为

云母石;增记山药的别名:甘薯,产自南昌府,因“乾

隆五十一年令栽以救荒” 而广泛种植[10]卷49,物产:2下;
新收录白茅、柏子仁、豆豉、莱菔、石膏 5 种中药材。
其中,石膏产自吉安府泰和县,并附明代以来石膏

的开发利用情况;豆豉,“泰和出,性温能发能补,年
久 者 佳, 即 生 虫 成 灰 者, 去 其 虫 用 之 亦

佳” [10]卷49,物产:10下;莲子,“价重几倍于稻,亦近之可

守 者 ” [10]卷49,物产,17上; 莱 菔, “ 进 贤 谷 岐 冈 者

佳” [10]卷49,物产:3下。 卷中有中成药的记载,即宁都州

石城熊氏祖传的三黄丸,主治热病,“以黄连、黄柏、
黄芩合他药,取县北木井塘水制丸” [10]卷49,物产:30下。
卷末“土贡”记载了唐代以来江西各府的贡品及贡

额情况、当时江西的土贡物品及贡额。 唐代时临川

郡须贡葛十五匹、生石斛十觔,明代江西岁办有鹿

皮以折钞票,清代江西须上贡有二桶莲实、二桶橘

饼、二桶南枣、二箱百合粉等贡品[10]卷49,物产:31下~33上。
综上,明清时期江西的植物药种类在不断增

加,动物药种类略减少,矿物药种类大致相同。 至

光绪七年,记载了以下中药:1)植物药材。 白茅、白

芍药、白药、柏子仁、半夏、椑(椑侯柿)、菖蒲、赤箭、
赤芍药、楮实子、大戟、地黄、豆豉、独脚莲、茯苓、野
葛(葛粉)、枸杞、何首乌、红花、虎掌、黄精、黄连、茴
香、姜、金毛狗脊、金樱子、橘(朱橘、蜜橘)、拒霜花、
苦参、莱菔、莲子、龙须草、麦冬、梅、牡丹、木兰(木

莲)、南星、千里光、牵牛、乳香、山茨菰、山矾花、山
桃、山药(甘薯)、石斛、石榴、石竹、史君子、柿、桃、
天冬、乌药、五加皮、仙茅、仙人掌草、香薷、香橼、野
葛、薏苡、银杏、元参、泽兰、栀子、茱萸、竹、紫草、紫
河车、紫金藤、紫兰、紫苏、紫菀、棕榈、坐拏草;2)矿

物药。 白青(石青)、赤石脂、矾、寒水石、土朱、砒、
铅(铅锡、黄丹)、石胆、石膏、云母石、自然铜;3)动

物药。 鹿、鸡(野鸡)、竹鸡。 其中:1)部分中药材使

用中药的别名记载。 如拒霜花,亦名醉芙蓉,即木

芙蓉;木兰、木莲皆是辛夷的别名;山茨菰,亦名金

灯笼,即山慈菇;紫金藤,即南五味子;紫兰,即白

及;史君子,即使君子;元参,即玄参,因避讳而改

名;石竹,即瞿麦;石胆,即胆矾;土朱,即代赭石;黄
丹,即铅丹。 2)部分中药材的名称并非中药名。 如

牵牛的干燥成熟种子是中药牵牛子;山桃、桃的干

燥成熟种子是中药桃仁;石榴的干燥果皮是中药石

榴皮;柿、椑(椑侯柿)的干燥宿萼是柿蒂;棕榈的叶

柄经煅炭炮制成为中药棕榈炭;鸡、野鸡、竹鸡的干

燥沙囊内壁是中药鸡内金;牡丹的干燥根皮是中药

牡丹皮;用黑豆发酵的豆豉是中药淡豆豉;铅,经炮

制产生中药铅丹。 3)部分中药材可产生多味中药。
如野葛,其干燥根是中药葛根,而未开放的花蕾是

中药葛花,可制成葛粉以冲服;中药枸杞是枸杞的

果实,而地骨皮是其根茎;橘,经加工炮制成中药陈

皮、化橘红、橘红、橘络、橘核;莲的成熟种子是中药

莲子,而干燥根茎节部是中药藕节;姜,经炮制产生

中药生姜、干姜、炮姜;竹,经炮制产生竹茹、竹沥等

中药。 梅的干燥近成熟果实是中药乌梅,而花蕾是

中药梅花;矾,经炮制产生中药白矾、皂矾;鹿,经炮

制可产生鹿茸、鹿角霜、鹿角胶、麝香 4 味中药。
1. 3　 民国江西省志对中药的记载 　 1941 年 3 月,
鉴于清光绪七年《江西通志》印行已久,在江西通志

馆馆长兼总纂吴宗慈的主持下,新编江西省志的工

作正式开始,1949 年 6 月,江酉省志的编纂工作正

式结束,但未付梓印行。 1983 年,为适应社会主义

第一代新方志编纂的需要,江西省博物馆《江西通

志稿》整理组对民国《江西通志稿》进行检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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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于 1985 年 12 月完成整理并付梓,经过整理的

民国《江西通志稿》,体例有出新裁,史事有所新解,
人物有所新增,旧志讹误有所订正[11] 。 全书线装分

订为 100 册,其第 19 册至 20 册为经济略,按产业类

型分别进行系统、详细地记载,无各府物产或药材

的详细记载。
其中,工业一章的江西特产汇总表中有对药材

及其产地、产量的汇总,记载如下:枳壳,产自袁州

府清江县樟树,年产二千三百余担;薄荷,产自吉安

府永丰县广昌,年产千余担;桂圆,即中药龙眼肉,
产自九江府永修星子县,年产五千余担;土茯苓,产
自九江府永修,年产二百五十余担;泽泻,产自抚州

府广昌县,年产千余担。 矿业一章记载了各种矿及

产地,记载的矿物药如下:滑石,产自广信府贵溪

县;石膏,产自吉安府泰和县;云母,吉安府永丰县、
建昌府南丰县、抚州府乐安县 3 县产;硫黄,吉安府

泰和县、 莲花县, 饶州府德兴县、 赣州府于都县

4 县产[12] 。
2　 各府药材种类、产地

　 　 各版本对当时江西所辖各府的中药记载大体

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但版本之间的记载略有变化。
其中,2 版《江西省大志》是对江西全省及其 13 府额

办药材有无情况的记载,民国《江西通志稿》汇总了

当时江西的 5 种植物药材特产、4 种矿物药材,而明

嘉靖四年本、清康熙二十二年本、清康熙五十九年

本、清雍正十年本、清光绪七年本 5 版的中药记载

较详细,但各版本各府中药类型、种类的记载有增

删,具体如下:1)南昌府。 均有记载苦参,至光绪七

年,仍记载了黄精、香薷、甘薯、麦冬、莱菔 5 种,曾
记载了樟、萱草、石黄、茱萸 4 种;2)瑞州府。 均有

记载黄丹,至光绪七年,仍记载了石青、椑、千里光、
仙人掌草、乌药、柿、拒霜花、竹、竹鸡 9 种,曾记载

枣、土朱、莱菔、枣、鹿、野鸡 7 种;3) 袁州府。 均有

记载香橼、天门冬、麦门冬、木莲 4 种,至光绪七年,
仍记载了龙须草、土朱、地黄、紫金藤、茴香 5 种,曾
记载了百合、椑、橘、木瓜、黄精、黄药、白药、香薷、
白芨、乌药、厚朴 11 种;4)临江府。 均有记载柿、石
青、野鸡 3 种,至光绪七年,仍记载了银杏、山矾花、
紫兰、菖蒲、茱萸、柏子仁、白药 7 种药材;5) 吉安

府。 均有记载紫菀、坐拏草、龙须草、紫草 4 种,至
光绪七年,仍记载了银杏、鸡、豆豉、石膏 4 种,曾记

载了橘、菖蒲;6) 抚州府。 均有记载朱橘、椑侯柿、

黄精 3 种,至光绪七年,仍记载了山矾、菖蒲、赤箭

3 种,曾记载葛;7)建昌府。 均有记载赤芍药、白芍

药,至光绪七年,仍记载了蜜橘、石榴、栀子、泽兰、
五加皮 5 种;8)广信府。 均有记载铅、葛粉,至光绪

七年,仍记载了矾、石胆、白青、砒、自然铜、赤石脂、
大戟、紫菀 8 种,曾记载石榴、桔梗、青石脂 3 种,新
增记载莲子;9)饶州府。 均有记载南星、茯苓、白芍

药、乌药 4 种,至光绪七年,仍有寒水石、史君子、独
脚莲、竹 4 种,曾记载了赤芍药;10)南康府。 均有

记载生姜、石斛、半夏、香薷、紫金藤、鹿 6 种,至光

绪七年,仍记载了野葛、石竹、山桃、银杏、山药、山
茨菰、枸杞、黄精、金樱子、竹鸡 10 种,曾记载苎麻、
乌药、百合、楂 4 种;11)九江府。 何首乌、薏苡、紫
河车 3 种,至光绪七年,仍记载了红花、元参、云母

石、石斛、乳香、虎掌、紫苏、牵牛、枸杞、牡丹、梅、楮
实子 12 种,曾记载蚕、独脚莲、葛、乌药、茱萸、橘

子、山桑、鸡、半夏 9 种;12) 南安府。 均有记载仙

茅、薯蓣、棕榈 3 种,至光绪七年,仍记载了铅锡、菖
蒲,曾记载谷精草、乌椑、穿山甲、橘、野鸡 5 种;
13)赣州府。 均有记载铅,至光绪七年,仍记载了

橘、桃、梅、木兰、莲、石竹、鸡、黄连、金毛狗脊 9 种。
此外,只有清光绪七年本有宁都州相关内容记载,
参考清代江西省地图,宁都州位于江西省东南部,
毗邻赣州府,民国二年(1913 年),宁都复改为县,对
宁都州的中药记载不仅有中药材,如中药材梅、白
茅,还有中成药三黄丸。

综上,除广信府的药材以矿物药为主,且大多

数矿物药产自铅山县,其他府的药材均以植物药为

主。 明清以来,南康府、九江府、临江府、南安府、广
信府、瑞州府 6 府药材种类较多,而南康府、袁州

府、吉安府、饶州府、临江府、抚州府、九江府、南安

府 8 府有 3 种以上药材的记载未间断;袁州府、南昌

府、瑞州府、吉安府、抚州府、广信府、饶州府、九江

府、南安府 9 府有“历史”药材。 江西省志所记载的

吴茱萸、香薷、百合、(泰和)鸡、莲、龙须草(灯心草)
及民国版记载的枳壳、薄荷仍是当前江西的道地药

材,卢英等[13]提出道地药材的品种和产地会随自然

地理条件、人为因素等变化而产生变迁,针对“历

史”药材,应挖掘其消失的缘由并尝试药材的当代

再种植、再生产,以丰富当地的特色中药资源,发展

地方中药特色产业;针对志中各府“流传已久”的特

色药材应予以重视,可深入研发打造当代江西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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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药材。
各版本中清光绪七年版的中药记载较丰富[14] ,

以清光绪七年版的记载为主整理药材的产地,分为

多产地药材、双产地药材、单产地药材。 多产地药

材有鸡、柿、菖蒲、黄精、橘、梅、银杏、白青、铅、硫

黄、云母 11 种,详见表 1。 双产地药材有白芍药、枸
杞、龙须草、麦冬、石斛、石竹、乌药、香薷、紫金藤、
紫菀、莲子、山矾花、山药 13 种,详见表 2。 此外,
桃、山桃虽是两种植物,但均是中药桃仁的原材料,
表明江西产桃仁,桃仁可视为是明清江西的多产地

药材之一,有赣州府、南康府 2 府产桃仁。
表 1　 多产地药材

药材 产地

鸡 吉安府、赣州府、临江府、瑞州府、南康府

柿 瑞州府、临江府、瑞州府、抚州府

菖蒲 临江府、抚州府、南安府

黄精 南昌府、抚州府、南康府

橘 赣州府、抚州府、建昌府

梅 九江府、赣州府、宁都州

银杏 临江府、吉安府、南康府

白青 广信府、瑞州府、临江府

铅 广信府、赣州府、南安府

硫黄 吉安府、饶州府、赣州府

云母 吉安府、建昌府、抚州府

表 2　 双产地药材

药材 产地

白芍药 建昌府、饶州府

枸杞 南康府、九江府

龙须草 袁州府、吉安府

麦冬 南昌府、袁州府

石斛 南康府、九江府

乌药 瑞州府、饶州府

紫金藤 袁州府、南康府

紫菀 吉安府、广信府

莲子 赣州府、广信府

山矾 抚州府、临江府

石竹、桃仁 南康府、赣州府

山药、香薷 南康府、南昌府

　 　 综上,明清江西省志的记载表明江西药材类型

以植物药为主,而矿产资源和矿物药产地分布广

泛。 志中除了矿物药外,不乏有金、银、铁、铜、锡等

矿产资源的记载,至清光绪七年,大多数矿产资源

是罢采、矿场已废的情况,只有广信府尚存铁矿场,
矿物药的记载有产地、矿场的说明,但基本上也是

“今无”“今废”的情况。 当前,矿产资源成为江西省

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可整理古代矿物药材的当代储

量情况,继而再开发矿产资源的中药价值。 植物药

种类最多,但大多数植物药产地单一,单产地药材

居多反映江西药材生产具有地域性,但可发展为当

代地方特色或道地药材,多产地药材可进一步挖掘

产地特色发展区域合作提高药材产量、质量。 “樟

树帮”是全国知名的江西优秀传统中药产业,形成

了特色炮制技术,其位于袁州府,府内药材资源优

势为“樟树帮”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定物质基础,
“建昌帮”是亦是江西著名的药材交易地,形成了独

特的药材加工炮制体系,发源于抚州府南城县,但
各版本中抚州府的药材种类不多,应从多方面挖掘

建昌帮形成、发展的原因。
3　 讨　 　 论

　 　 全览各版本物产或土产一卷,卷中记载了各府

的重要自然资源、特色手工艺品等地方特色,发现

稻谷、竹、葛等在古代江西的分布广泛。 古代江西

各府产多种稻米,而稻的成熟果实经炮制产生中药

稻芽,粳米也常在中药处方中出现,故重视农业现

代化发展的同时,可进一步开发稻芽等副产品精加

工产业。 江西的竹资源广泛,除瑞州府、饶州府产

竹,各版本还记载了紫竹(瑞州府)、方竹(赣州府)、
斑竹(赣州府)、水竹(南安府)、墨竹(九江府),且
《西江志》开始记载瑞州府、吉安府、南安府产竹纸,
表明江西的竹种类、使用多样,在竹的开发利用上,
可挖掘江西各地特色、优质品种,研发其食品、药

品、日化等各类副产品。 古代江西省志均对葛布、
苎布等工艺品有详细记载,葛布以葛为原材料,苎
布,今称夏布,以苎麻为原材料,至光绪七年,除九

江府、南安府外,其他府有对葛布和(或)苎布等不

同纺织品的记载。 袁州府、临江府、南康府、吉安

府、抚州府产 2 类布,南昌府、建昌府、广信府、赣州

府 4 府产葛布,饶州府产苎布。 古代江西多府能织

葛布、苎布,表明江西葛、苎麻分布普遍,对葛、苎麻

有全面的认识与应用,其实,同时,原材料葛、苎麻

也可作中药材,志中也有广信府各县产葛粉、上饶

产苎麻、南康府星子县产野葛且其根可做粉的记

载。 当前,上饶市横峰县种植的葛根是中国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横峰被誉为是“中国葛之乡”,横峰葛

也是全国知名的江西道地药材之一,对葛的研究在

不断深入,陆续研发出一系列葛根特色食用产品。
夏布以江西袁州府万载县产最著名,万载县的夏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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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织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非遗传

承创新也在不断发展,应借鉴葛根的发展挖掘江西

苎麻的中药特色。
当前,江西中医药强省建设在艾灸方面取得创

新性成果,已经基本建立热敏灸诊疗体系,形成“北

看天津针,南看江西灸”的针灸局面,江西自古有重

灸的中医诊治思维传统,历代江西中医名家均重视

艾灸,且江西多地仍留存清明节气吃艾米果等艾制

食品的习俗,然而各版本江西省志对艾叶只字未

提,但历代版本却记载了龙须草(袁州府、吉安府 2
府产),它是草席的原材料,又名灯芯草,常用于灯

火灸的临床治疗。 查阅相应府志、县志,发现志书

物产篇的药之属部分收录艾叶并予以注解。 以上

资料说明江西境内艾叶种植普遍,艾叶应用广泛,
应对艾叶选择性记载的缘由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加
大对艾的开发利用、深入对热敏灸的研究。

通过地方志等非医学书籍进一步整理江西中药

资源,挖掘江西中药特色及优势,为江西道地药材、地
方特色药材的发展提供思路,助力江西中医药强省建

设。 中药资源整理也为中药相关研究提供研究方向

或理论支撑材料,推动对江西中药物质文化、行为文

化、精神文化内涵的阐释,丰富江西中药文化传播的

资料库,助力江西中药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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