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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药名诗的文学价值内涵探讨
文/徐玉玉

摘要：随着医学和文学的相继发展，药名诗研究受到高度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药名诗的数量日渐增多，

文学性亦增强，医理与诗文达到深度契合。从先秦时期的刻板嵌入逐步发展为融意境为一体的诗歌体系，为中

国古代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揭示了这一时期人们丰富多彩的文艺生活和诗人们对于诗歌文学价值内涵

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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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对药名诗鲜有关注，中医药学研究人员将

药名诗进行挖掘探讨，为研究医史文献提供依据。药

名诗可溯源至先秦时期，《诗经》中已有篇目涉及了

中药名称。魏晋南北朝时期，药名诗的发展和创作已

初成体系，所咏药草种类纷繁。药名诗以药草作名，

借药草之名斟酌词句、驾驭诗文；有的从审美角度赏

识草药、吟咏药性；此外，也有借药喻人，歌颂人

物、抒发情感之意，现就从中选取几篇典型作品试析

其文学价值[1]。

一、魏·曹植《桂之树行》

《桂之树行》

（所咏药：桂，源自《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桂之树，桂之树

桂生一何丽佳！

扬朱华而翠叶，流芳布天涯。

上有栖鸾，下有盘螭。

桂之树，得道之真人咸来会讲仙，

教尔服食日精。

要道甚省不烦，淡泊无为自然。

乘蹻万里之外，去留随意所欲存。

高高上际于众外，下下乃穷极地天。

此篇药名诗所咏药：桂。桂可指桂枝，亦可指

肉桂。桂枝为樟科植物肉桂的嫩枝入药，具有发汗解

肌、温通经脉等作用；肉桂为樟科植物肉桂的干燥树

皮，具有补火助阳、散寒止痛等功效。诗中“教尔服

食日精”一句提到服用桂后可使人精力充沛。这里的

“桂之树”与普通的桂树不同，是种植在天界的桂树

（肉桂）。作者曹植运用艺术想象力，将桂树描写得

宛如一位高挺俊美、披红戴绿、香飘四溢的佳丽。把

桂树荫泽之地描述为得道真人仙居的场所“上有栖

鸾，下有盘螭”，神仙“去留随意所欲存”。诗风笔

力雄健，词采华美，字字珠玑，让人们恍如步入一个

桂花盛放、香氛袅袅的仙境，感受着诗人羽化成仙、

清新脱俗的风雅英姿。本诗是曹植自创乐府诗，从

“淡泊无为自然”句中可以看出诗人崇尚老子哲学，

追求清淡无欲的境界。查阅诗文创作年代不难看出，

此诗意境亦与曹植创作后期超脱寡然的心态吻合。

二、西晋·张华《荷诗》

《荷诗》

（所咏药：芙蕖，源自《艺文类聚》）

荷生绿泉中，碧叶齐如规。

回风荡流雾，珠水逐条垂。

照灼此金塘，藻曜君玉池。

不愁世赏绝，但畏盛明移。

此篇药名诗所咏药：芙蕖即荷。荷全身都是宝，

故有“一莲出九药”的说法，荷花、荷蒂、荷梗、荷

叶、莲藕、莲子、莲心、莲房、莲须均可入药。如

荷叶为睡莲科植物莲的干燥味，味苦，性平，具有清

暑化湿、升发清阳、凉血止血之功。莲子为睡莲科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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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莲的干燥成熟种子，味甘、涩，性平，具有补脾止

泻，止带，益肾涩精，养心安神之功效。

荷花有“花中君子”的美誉，不仅姿态美艳喜

人，更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被后人比喻清正

廉洁的美德，并加以传颂。魏晋南北朝时期药名诗中

吟唱芙蕖的数量较多，此诗前两句分别从动、静两方

面描写了荷花的形态，“金塘”“玉池”这样的比喻

抒发出作者对芙蕖的喜爱赞美。此首咏荷诗描写独特

之处在于通过“不愁世赏绝，但畏盛明移”，流露出

了作者对“花落色衰”“美人迟暮”的忧伤。本来花

开花落是自然规律，但因诗人对满塘荷花过于喜爱，

不免想到“盛明移”时自己“畏”惧这绝世景象的逝

去，将喜爱之情掩匿在这“言已尽而意无穷”的留恋

中，从感官喜爱升华到情感依恋，丰富的层次感营造

出了诗歌独特的文学意境[2]。

三、东晋·袁崧《菊诗》

《菊诗》

（所咏药：菊，源自《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灵菊植幽崖，

擢颖凌寒飙。

春露不染色，

秋霜不改条。

此篇药名诗所咏药：菊。菊花为菊科植物菊的

干燥头状花序，味辛、苦、甘，性微寒，具有疏散风

热、平肝明目、清热解毒之功。这是袁崧的一首工整

押韵的五言诗，享天地之灵气的菊花生长在清幽的山

崖上，卓颖俏拔、蔑视寒霜，“凌”字突出了菊花身

处风寒之中依旧坚强挺立、不折身姿的高贵品质。

“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两句通过春夏季节更迭

对比，显现出作者对菊花品质的褒奖，借物喻人，颂

扬顺境中不被侵腐、逆境中坚守信念的高尚节操之

士。袁崧《菊诗》等咏物诗的出现，代表魏晋时期的

药名诗走出了萌芽期的文字雕琢阶段，开始朝着诗歌

整体文学意境的方向迈进。

四、南北朝·王融《药名诗》

《药名诗》

（所咏药物：杜蘅等，源自《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重台信严敞，

陵泽乃间荒。

石蚕终未茧，

垣衣不可裳。

秦芎留近咏，

楚蘅搢远翔。

韩原结神草，

随庭衔夜光。

此篇药名诗所咏药：重台、陵泽、石蚕、垣衣、

秦芎、杜蘅。重台即玄参，药性甘、苦、咸、寒，具

有清热凉血、滋阴降火等功效；陵泽即甘遂，具有泻

水逐饮、消肿散结之功；石蚕具有凉血止血、滋阴润

肺之功；垣衣即小石藓，味淡，性平，入药具有清热

解毒之功；秦芎即川芎，具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之

功；杜蘅具有疏风散寒、消痰利水、活血止痛之功。

王融《药名诗》开魏晋涉医文学觉醒之滥觞。文中引

杜蘅等中药名连缀成诗，俏皮自然。此诗点睛之笔在

末句运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出自《左传》的魏武子爱

妾之父结草酬魏颗，二是出自《春秋》的隋侯出使齐

国救蛇得珠，将所列举的药草赋予了“神草”“夜

光”一般的灵性，深刻了诗文的文学思想。王融运用

双关的艺术手法，使此诗文体连贯流畅、朗朗上口、

传诵简易，此诗的最后两句不仅嵌入了药名，而且嵌

入了秦、楚等四个国家的名称，可谓独具匠心，作者

藏诗文精华于词义中，启迪着后世药名诗的变革[3]。

五、梁·沈约《咏杜若诗》

《咏杜若诗》

（所咏药物：杜若，源自《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

生在穷绝地，

岂与世相亲。

不顾逢采撷，

本欲芳幽人。

此篇药名诗所咏药：杜若（色白味辛，入肺经，

药用可疏风消肿、理气，治蛇、虫咬伤及腰痛）。此

诗读来清新自然、干练整洁。作者沈约是“永明体”

的倡导者之一，倡导 “易用事”“易识字”“易诵

读”的行文理论，纠正了时世诗文频繁用典、言语晦

涩的诟病，使诗歌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开始向格律严

整的近体诗过渡。同时，沈约积极尝试和探索声律理

论，为律诗的形成贡献了力量，他的诗风感情真挚、

含蓄婉转，善于感叹世人遭遇的不幸，暗含了一些对

社会和时代的不满，如“岂与世相亲”“本欲芳幽

人”两句都是诗人个体深沉感情的含蓄表现[4]。

六、梁·萧纲 《药名诗》

《药名诗》

（所咏药物：萱草等，源自《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朝风动春草，落日照横塘。

重台荡子妾，黄昏独自伤。

烛映合欢被，帷飘苏合香。

石墨聊书赋，铅华试作妆。

徒令惜萱草，蔓延满空房。

此篇药名诗所咏药：重台、合欢花、苏合香、萱

草。重台即玄参；合欢包括合欢花和合欢皮，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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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郁安神的作用，可用于愤怒忧郁所致心神不宁等。

苏合香为苏合香树分泌的树脂。《本草纲目》记载：

“此香出苏合国，因以名之。”苏合香有开窍辟秽、

开郁豁痰、行气止痛的功效。萱草别名“忘忧草”，

具有清热利尿、凉血止血之功。作者南朝梁简文帝萧

纲为“宫体”流派代表人物。萧纲的《药名诗》较之

王融的《药名诗》文学表现力更进一步，诗文不仅嵌

入药草名称，还将药草的气味、药效与诗歌的主题紧

密联系在一起。诗歌描绘了亲人远游、女子空守的悲

凉心绪。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感官移情”，借药草本

身的气味功效烘托女子忧郁苦闷的心境，可谓精湛传

神。如诗文中使用的药草“重台”有滋阴降火、解毒

散结的药效，“合欢”有舒缓情绪、明目清神的药

效，“苏合香”有开窍醒脑、开郁豁痰的药效，“萱

草”有清热凉血、除烦解忧的药效。嵇康在《养生

论》中也说：“合欢蠲怒，萱草忘忧。”诸多药草的

功效与女子内心的缕缕情结对症，缓缓治愈着女子郁

郁寡居的愁苦心境。

七、南北朝·范筠《咏慎火诗》

《咏慎火诗》

（所咏药物：慎火，源自《艺文类聚》）

兹卉信丛丛，微荣未足奇。

何期糅香草，遂得绕花池。

忘忧虽无用，止焰或有施。

早得建章立，幸爇柏梁垂。

此篇药名诗所咏药：慎火。慎火为大寒纯阴之草，

种于屋上以防火，又称景天。慎火味苦，入药主大热火

疮，身热烦，邪恶气，诸蛊毒，寒热风痹。梁代宗懔

《荆楚岁时记》记载：“每至春分，江南“民并中戒火

草于屋上。”古人讲究“以意补形，以意克形”，认为

慎火草是清热泻火的良药，只要种上了“慎火草”，就

不必担心火灾的发生。诗文中作者突出了慎火草质朴务

实的品质，平凡药草“微荣未足奇”，也不奢望“糅香

草”，被人们寄予了预防火灾的美好期许——“止焰或

有施”，慎火草平平无奇却会以自己的方式建功立业，

为人民生活做出贡献。范筠运用对比衬托的表现手法，

在简约的诗文中深刻歌咏了慎火草不慕虚荣、求真务实

的美好品质，是南北朝药名诗中格律工整、主题突出、

文学表现力较强的典型作品。

八、梁·萧詧《咏百合诗》

《咏百合诗》

（所咏药物：百合，源自《艺文类聚》）

接叶有多种，开花无异色。

含露或低垂，从风时偃抑。

甘菊愧仙方，丛兰谢芳馥。

此篇药名诗所咏药：百合。《吴普》曰：“百合

一名重迈，一名中庭，生冠朐及荆山。”《神农本草

经》记载：“味甘平。主邪气腹胀心痛，利大小便，

补中益气，生川谷。”百合具有清心安神、润肺止咳

之功。百合的球茎如蒜瓣，淡雅洁白，寓意“百年好

合”，由于其寓意美好，古往今来关于百合花的诗词

颇多。南北朝时期，梁宣帝萧詧的《咏百合诗》是较

早咏叹百合的诗词。诗词清新明丽，首句“接叶有多

种，开花无异色” 描写了百合花的花色，百合花叶层

层叠叠，相互簇拥，洁白花色，纯净无二；“含露或

低垂，从风时偃抑” 这句描写了百合花的花姿，百合

花似美人般芬芳吐露、低垂含羞。微风吹拂时候偃抑

有致，摇曳生姿；最后一句“甘菊愧仙方，丛兰谢芳

馥” 描写了百合花的花香，甘菊花可滋阴补肾，平肝

疏肺，被人们称为“仙方”，但与百合花比起来，甘

菊却惭愧不如。兰花被誉为“王者香”，然而百合花

开之时，兰花已经凋谢，仿佛在百合花香面前早早地

退下帷幕一样。这首《咏百合诗》脱俗清新，简约大

气，寥寥几句就描绘了一幅含羞绰约的百合花图，用

精妙的笔触惟妙惟肖地刻画出百合的形态和神韵，营

造出宁静雅致的文学意境。

九、结语

以上八首药名诗主要采用镶嵌药名的手法进行描

写，虽然药名诗是作者有意识地将药草名称嵌入诗歌

中，但魏晋南北朝诗人运用自身高超的诗歌写作技巧，

使药草名称与诗歌意象完美融合，逐渐塑造出药名诗屹

立于诗坛的文学价值和现实价值。魏晋南北朝药名入诗

是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从先秦开始，诗歌

一直在内容和形式上探索发展。《诗经》《楚辞》的出

现，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融汇发展

的优秀传统；在汉乐府的影响下，以《古诗十九首》为

代表的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继嵇康等竹林士人的

魏晋玄风凛冽吹过，东晋陶渊明柳暗花明探寻出田园诗

美，谢灵运踏遍祖国山河发现山水诗美，南朝诗人文风

绚烂绮丽，构建出庭院器物之美，诗歌内容越来越丰

富，形式上也越来越重视声律音韵的美感。药名诗作为

文士们众多选材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类，一边研究诗的声

韵对偶配合，一边探索咏物题材的文学内涵，以喜闻乐

见的通俗文学生根发芽，以数量和质量的增长见证前

行，为后世诗歌的成熟贡献了时代的力量。

从《奉和竟陵王药名诗》《药名诗》可见沈约、

王融与竟陵王之间唱和诗文的文学活动；从萧纲萧绎

的《药名诗》以及庾肩吾的《奉和药名诗》可见梁代

君臣上行下效的诗文状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们

通过娴熟的诗歌技巧显示了他们深厚的文学功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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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他们对药草的了解程度，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士人的

生活状态。古人在命名药草的时候，或赋予丰富的文化

意蕴，或形象生动引发联想，如百合、慎火等。不仅如

此，一种药草往往会有很多别名，如麦冬（沿阶草、麦

门冬）、地榆（黄瓜香、山地瓜、猪人参、血箭草）、

银柴胡（牛胆根、沙参儿）、甘草（甜草根、密草）、

远志（细叶远志、小草）、白芷（香白芷、川白芷）、

苦参（野槐根、山槐根、干人参、苦骨）、黄芩（黄金

茶、山茶根、烂心草）等。药草丰富的名称和象征意蕴

多维度地嵌入诗文中，促进了文学与医学的深入融合，

亦使古代中医药知识通过传统文学作品得以推广。同

时，由于药名诗属于杂体诗，具有娱乐功能，如人际往

来互赠诗文，可以加强沟通、增进情感；朝堂休憩、家

庭聚会吟诗作赋可以舒缓气氛、转移话题。谈笑间，人

们总是怀着轻松欢愉的心绪，舒缓和润滑了生活节奏。

本文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艺文类聚》两

部文献辑录涉及魏、晋、南朝宋、齐、梁、陈、北魏、

北齐、北周多个朝代的77篇药名诗中选取8篇代表作

品，集魏晋南北朝多位文坛领袖（曹植、王融、沈约

等），试图透过诗文歌咏的桂、芙蕖、菊、杜蘅、杜

若、萱草、慎火、百合等药草分析其诗文意象及文学思

想。发现诗文中有实写药草本身形态的，也有运用想象

夸张的手法勾勒意境的，或虚实结合阐述独特的文学旨

意。这种最初用来兴起之作的药名意象，在诗人逐渐成

熟的曲径通幽实践中，寓意逐渐固定化，再经过唐宋诗

歌繁荣期的反复认同和强化，最终沉淀为非常稳定的文

化意味。例如提到百合，人们会联想到幸福美好；提到

菊、莲，会特指高洁的品质。魏晋南北朝时期药名诗

的发展和成熟，不仅让人们了解到药草本身的药效价

值，更为古代诗歌营造意象提供了素材。医理与文理

的结合有助于诗人表达主旨、抒发情感，药名诗是对

雅正诗体的一个良好的补充，其文学思想和社会价值

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1]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

局,1983.

[3]朱光潜.诗论(卷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4．

[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卷一)[M].北京:中华书

局,2005．

基 金 项 目 ： 甘 肃 省 “ 十 四 五 ” 教 育 规 划 课 题

（GS〔2021〕GHB1862）；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培育项目（2020-120，2019-076）；甘肃中

医药大学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课题（YB-201705，

YBXM-02）；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2021-

5，2020-3）；校级一流本科课程教学研究与教学

改革课题（2019XJYLKC-12，2019XJYLKC-13，

2019XJYLKC-14）。

作者简介：徐玉玉（1984—），女，硕士，讲

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教学及科研工作。

（作者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