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草纲目
此《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撰，是中国历史上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全书共五十二卷，

附插图两卷，收载药物 1892 种，附药图 1000 余幅，阐发药物的性味、主治、用药法则、

产地、形态、方剂配伍等。此为明万历二十四年金陵胡承龙刻本，世界范围内现仅存

六本。2011年金陵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本草纲目》一共记载了约  1800  种药材，包含很多前人未知的品种，还附有插图和大

约 11000 则处方。每种草药都按照纲、目、味、性以及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描述。自清朝

（1644-1911  年）以来，该书经过数次重新刊印，并被译成多种语言，至今仍被认为是

中医的首选参考工具。此外，书中还包含对生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相关

主题的  探讨。作者将搜集到的材料分为动物、矿物和植物三类。书中还列出了约  900

种参考书目。

本草纲目序（王世贞撰）

附图卷上、附图卷下

总目、凡例

卷一：序例上

卷二：序例下

卷三：百病主治药上

卷四：百病主治药下

卷五：水部

卷六：火部

卷七：土部

金石部

卷八：金石之一、石之二

卷九：石之三

卷十：石之四

卷十一：石之五

草部

卷十二：草之一

卷十三：草之二

卷十四：草之三

卷十五：草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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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六：草之五

卷十七：草之六

卷十八：草之七

卷十九：草之八

卷二十：草之九

卷二十一：草之十

谷部

卷二十二：谷之一

卷二十三：谷之二

卷二十四：谷之三

卷二十五：谷之四

菜部

卷二十六：菜之一

卷二十七：菜之二

卷二十八：菜之三、菜之四、菜之五

果部

卷二十九：果之一

卷三十：果之二

卷三十一：果之三

卷三十二：果之四

卷三十三：果之五

木部

卷三十四：木之一

卷三十五：木之二

卷三十六：木之三

卷三十七：木之四、木之五、木之六

服器部

卷三十八：服器之一、服器之二

虫部

卷三十九：虫之一

卷四十：虫之二

卷四十一：虫之三

卷四十二：虫之四



鳞部

卷四十三：鳞之一、鳞之二

卷四十四：鳞之三、鳞之四

介部

卷四十五：介之一

卷四十六：介之二

禽部

卷四十七：禽之一

卷四十八：禽之二

卷四十九：禽之三、禽之四

兽部

卷五十：兽之一

卷五十一：兽之二

人部

卷五十二：人之一

此本卷内有一图记——出云国藤山氏藏书记。书页眉端有朱笔校字，是日本医学专家

森立之  (Mori Tatsuyuki) 的标注。序言由明代著名文人兼历史学家王世贞撰于1590

年。



李时珍（约  1518-1593年），湖北蕲春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家、药理学家和



自然学家之一。他在颇有名望的太医院任职仅一年后，便辞去官职，回乡行医并开始

撰写此书。该书经过三次修订，历经二十七载才最终完成，确切刊行日期已不得而知。

1552-1578年间，李时珍精心研究数百种资源，收集了大量资料。他远涉深山旷野，搜

集第一手的草药和民间药方，并查阅了当时的各类医药书籍，最终完成了这部极具科

学、 医学和历史意义的巨著。

《世界记忆名录》是指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

会确认而纳入的文献遗产项目。世界记忆文献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延伸，

侧重于文献记录，包括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

贵文件、手稿、口述历史的记录以及古籍善本等。

更新（2016年4月23日）：此书先前发布的版本，页面图片清晰度不统一，大部分页面

像素偏低。此次更新为高清完整版本。

注：此PDF文件包含分卷书签。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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