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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兼论植物名的张冠李戴现象

李菁博

!摘要"!始载于$救荒本草%的山扁豆的原植物#在明清时期是黄芪属植物#如糙叶黄芪和扁茎

黄芪等" 而 &R 世纪日本学者将决明属的含羞草决明定名为山扁豆#并在中日两国植物学界沿用至

今" 这个-张冠李戴.给植物学!中药学界造成混乱" 中国植物学界对日语植物汉名的借鉴有利有

弊#应注意力避弊端" 建议加强对糙叶黄芪!含羞草决明医疗保健价值的研究与开发#力争为中国医

药卫生事业做出贡献"

!关键词"!山扁豆&!糙叶黄芪&!扁茎黄芪&!含羞草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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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KK&RK 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

&KKK"R 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

!!现代植物学!中药学中的植物名!药物名#有很

多取自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至清代$植物名实图

考%跨越 ( KKK 年历史的中国古代本草!植物典籍"

而这些沿用至今的植物名!药物名#从古至今是否是

指同一类植物2 其实#有很多种中药的原植物在历

代本草著作中的记载是有变化的#由此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的-莎草!香附子.条目中感叹-古今药

物兴废不同.

/&0M&$9M&M

"

现代中药学对中药品种的历史变迁有深入研

究#如谢宗万先生参与编著$中药材品种论述% $全

国中草药汇编% $全国中草药名鉴%等中药专著#并

曾在$中医杂志%上撰文$论中药品种在历代本草中

的变迁与发展%#分析中药材品种随历史兴废!变迁

及混乱的多种原因"

笔者从植物学发展史的角度研究#发现植物名

'中药名(的古今兴废!变迁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近

代植物学者'主要是日本植物学者(对植物中文名

'日语称-植物汉名.(的张冠李戴#造成$中国高等

植物图鉴%$中国植物志%等现代植物图志及$新华

本草纲要%$中华本草%等现代中药学著作#与中国

古代本草!植物典籍中的植物名不完全一致#存在着

同名异物的现象" 笔者以豆科植物山扁豆为例#分

析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

9>:明清时期对山扁豆的记载

9>9:#救荒本草$中的山扁豆

-山扁豆.这个植物名的最早记载#见于明初的

$救荒本草%" 该书-山扁豆.条目记载,-生田野中"

小科苗高一尺许" 稍叶似蒺藜叶#微大&根叶比苜蓿

颇长&又似初生豌豆叶" 开黄花#结小匾豆角儿" 味

甜"

%

救饥
&

采嫩角?食" 其豆熟时#收取豆煮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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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救荒本草%中的山扁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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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救荒本草%嘉庆四年刊本及明末$农政全

书%翻刻本的山扁豆植物图'图 &(#可以确定$救荒

本草%的山扁豆是豆科植物#奇数羽状复叶#小叶

L W&%枚#短小的豆角'荚果(单生叶腋处#如原文描

述-小匾豆角儿.#内里可能只有一枚种子" 植物学

家王作宾曾鉴定其属于豆科紫云英属#也就是$中

国植物志%中黄芪属的某个种 &352-0-)#36.>

/%0

&而

张翠君进一步将其鉴定为糙叶黄芪 '&352-0-)#3

31-Q$22*<#3(

/"0

" 这确实有道理,糙叶黄芪的荚果呈

批针状长圆形#微弯#具短喙/$0(R&

#荚果内一般仅一

枚种子#在三北地区及山东!河南等地广泛分布" 上

述诸多特征与$救荒本草%原书中描述和绘画一致"

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明代的山扁豆是黄芪属植物#很

有可能就是北方地区广泛分布的糙叶黄芪"

9>;:#本草纲目$中的山扁豆

$本草纲目%中没有-山扁豆.条目#在-决明

子.条目有山扁豆的相关记载,-

%

时珍曰
&

决明有

两种,一种马蹄决明#11一种茳芒决明#$救荒本

草%所谓山扁豆是也" 苗茎似马蹄决明#但叶之本

小末尖#正似槐叶#夜亦不合" 秋开深黄五出#结角

大如小指#长二寸许" 角中成数列#状如黄葵子而

扁#其色褐#味甘滑.

/&0(LR

"

李时珍认为$救荒本草%中的-山扁豆.就是决

明的一种-茳芒决明." 笔者曾对历代本草中的决

明子原植物做过研究#初步结果是宋代至清代的决

明子同名异物的现象很典型#入药的决明子不仅来

自决明属';-33*-(#还来自豆科的槐属'>/46$2-(!苜

蓿属',$.*1-0/(!黄芪属'?61,-@-/:6(等多个属的植

物/M0

" 由此看来李时珍描述的这种-豆角二寸长!

状如黄葵子而扁.的-山扁豆.#其种子在明代也充

作决明子入药#但是由于$本草纲目%中的插图绘刻

十分粗陋#无法鉴定这个-山扁豆.具体是豆科哪个

属的植物"

9><:#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山扁豆

吴其浚编撰的$植物名实图考%中有-山扁豆.

条目#文字描述与$救荒本草%一致#但是植物图不

同'图 ((#不是临摹$救荒本草%原图#而应是吴氏

依据其采集的-山扁豆.植物所绘制的" 其与$救荒

本草%中山扁豆最显著的差别是总状花序的主轴明

显伸长#荚果狭长圆形#内有种子 % W" 枚"

图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山扁豆

河南师范大学的张铭哲考证$植物名实图考%

中的山扁豆是豆科黄芪属的扁茎黄芪'&352-0-)#3

1/<4)-+-5#3(#$中国植物志%记载 ?>1/<4)-+-5#3中

文名为-背扁黄芪." 该种广泛分布在东北!华北!

河南!四川等地#其种子入药称沙苑子!潼蒺藜#有补

肾固精!清肝明目之效" 因为具清肝明目等相似的

药效#所以明清时期也将扁茎黄芪'或称-山扁豆.(

的种子充作决明子入药/M0

"

;>:山扁豆被&张冠李戴'的过程

;>9:近代西方人对#救荒本草$中山扁豆的鉴定

旅华德裔俄国医生兼植物学采集家!汉学家贝

勒'Y58/P,+16A*08+87+,# &#%%5&RK&(#在他 &#R$ 年

出版的?/*5-+*1/+ >*+*1#<L-25999中标明,-山扁豆

;-33*- <*</3/*.$3.

/L0

" 而后曾在中国任教的英国药

剂学家!植物学史研究者伊博恩 'P+,0-,7 Y556

d+-7# &##L5&R"R(在其 &R"M 年出版的$救荒本草%

英文缩译本中也认定-山扁豆;-33*- <*</3/*.$3]>.

英文音译名 a*-0 c8+0 )3:#英文俗名 a+06818B+a+09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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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摘自明嘉靖四年刊本#右图摘自$农政全书%的翻

刻本



图 <:$中国长江下游维管束植物手册%中的;-33*- <*</3/*.$3

;-33*- <*</3/*.$3由林奈在 &L$% 年命名#S-668-

中文译作决明属#<*</3/*.$3为含羞草之意#所以该

种的中文名以-含羞草决明.为宜" 林奈记录其产

地是 e+2/30-

/R0

#e+2/30-是拉丁语地名#指锡兰#现

名斯里兰卡/&K0

#而现代研究更多地认为 ;7<*E

</3/*.$3原产于热带美洲/L0&(M

"

;7<*</3/*.$3与$救荒本草%中的山扁豆明显

不是一种'类(植物" 参考曾在中国任教多年熟悉

中国植物的美国植物学家斯图尔德'?/=+,1G+C130

a1+C-,7# &#RL5&R$R(编写的$中国长江下游维管束

植物手册%

/&&0

'图 %(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

植物志%中植物形态描述和植物图#;7<*</3/*.$3

的叶片是类似含羞草',*</3- 4#.*1-(的一回偶数

羽状复叶#小叶枚数 (K W$K 枚#荚果呈扁平镰形#内

有种子不少于 &K 枚"

如前文所述#虽然明清时期的山扁豆也存在同

物异名的现象#但是从$救荒本草%到$植物名实图

考%中的文字描述和植物图来分析判断#其中的-山

扁豆.是中国北方习见的糙叶黄芪'&731-Q$22*<#3(

或扁茎黄芪'&71/<4)-+-5#3(#都属于黄芪属" 它们

与决明属 ';-33*-( 植物如含羞草决明 ';7<*E

</3/*.$3(在形态上有显著差异" 而且决明属植物大

多起源于热带#在中国北方属于归化种" 为何在明

清时期的古籍中属于黄芪属的-山扁豆.#被贝勒和

伊博恩鉴定为完全不相似的决明属的 ;7<*E

</3/*.$3>呢2

实际上贝勒和伊博恩都只是中国本草!植物的

-狂热发烧友.#他们本职都是医!药工作#所以可能

不具备专业的植物种!属鉴定能力#他们将$救荒本

草%中的山扁豆鉴定为 ;7<*</3/*.$3是参考 &R 世

纪日本植物学著作的结果"

;>;:近代日本学者对山扁豆的记述

曾经系统学习西方植物学的日本本草!植物学

者饭沼欲斋 ' &L#(5&#M$ ( 编绘的 $草木图说%

'&#$M(#是 &R 世纪西方植物学在日本与本草学相

融合实现本土化的代表著作#是日本及东亚学界的

第 & 部基本符合现代植物学标准的植物志" $草木

图说%以林奈的 (" 纲植物分类系统分类!排序#收

录的每个植物都附有植物汉名!和名'假名拼写(和

林奈等人命名的双名法拉丁文学名#记录植物形态

描述!产地!生境等信息#另附有依照西方绘画技法

精细绘画!刻印的植物图" 在这场东西方植物学知

识大融合的过程中#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本草典籍中

的数百个植物名都被陆续借鉴使用#关联了相对应

的拉丁文学名#并一直由中日植物学界沿用至今"

但是#在这个大融合过程中#也必定存在一些不

当的处理#例如 $草木图说%中决明属的 ;7<*E

</3/*.$3所关联的汉名!和名分别是-山扁豆.和-7

89:;<=.'图 "(

/&(0

" 由此山扁豆由明清典籍

中的黄芪属植物变成了叶似含羞草的决明属植物

;7<*</3/*.$3" 产生这种-张冠李戴.的原因#应是

受李时珍-茳芒决明#$救荒本草%所谓山扁豆是也.

的影响" 虽然$救荒本草%成书于 &$ 世纪初#但是

其最初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 &MM( 年/&%0

#较$本草纲

目%传入日本的时间'万历末年(

/&"0还晚了数十年"

所以日本学者习惯引用$本草纲目%中的文字去解

释$救荒本草%中的植物#&# 世纪多部注解$救荒本

草%日文著作#都按李时珍的说法将-山扁豆.解释

为决明的一种#由此黄芪属植物就被张冠李戴成了

决明属植物" 这也从侧面反映近代日本学者对中国

本草!植物典籍的消化!吸收并不十分全面!透彻#会

造成错误!疏漏"

图 =:$草木图说+前编%关于山扁豆的记载

+&$&+

中华医史杂志 (K&M 年 $ 月第 "M 卷第 % 期!S*80 TU+7 D861U-2(K&M#V3/"M#G3>%



!!由于$草木图说%是第 & 部由东方人撰写的标

注有植物拉丁学名的东亚植物学著作#其对后世的

影响力显而易见#日本植物界曾多次修订!增订$草

木图说%'由牧野富太郎再订增补#于 &RKL 年出版

$增订草木图说%(" (K 世纪初松村任三'G80E3U-19

6:5:,-# &#"M5&R(# (!三好学 'U8236*8U-0-=:#

&#M(5&R%R(!牧野富太郎')3581-,3U-;803# &#M(5

&R$L(等人的植物学著作一直使用-山扁豆 ;7<*E

</3/*.$3.这个命名" 贝勒和伊博恩也都是参考$草

木图说%#来考证$救荒本草%中的植物#由此造成了

上述错误"

;><:近现代中国学者延续错误

当 (K 世纪初中国植物学者开始编写植物名录!

植物志时#都很推崇贝勒等西方人对中国本草古籍

考证的成果#而上述日本学者的著作在中国传播广!

影响深入#也是国人著述的重要参考" 所以#&R&#

年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

/&$0

!&R%L 年出版的$中国

植物图鉴%

/&M0

#到新中国成立后编写的$中国主要

植物图说 '第 $ 册(豆科%

/&L0

#始终引用-山扁豆

'$救荒本草%(;-33*- <*</3/*.$3.这个 &R 世纪日本

植物学界对中国古籍中植物的错误鉴定" $高等植

物图鉴%

/&#0

$中国植物志%

/$0&(M将 ;-33*- <*</3/*.$3

的中文正名定为-含羞草决明.#中文佚名为-山扁

豆!黄瓜香11.#没有特别标注-山扁豆.一名来自

$救荒本草%以免引起歧义" 但是#中药学专著例如

$新华本草纲要%

/&R0

$中药炮制学辞典% $中国医学

百科全书+中药学%以及 (K 世纪末编写的$中华本

草%

/(K0

#都特别标明-山扁豆;-33*- <*</3/*.$3#始载

于$救荒本草%.#这就容易引起歧义"

(& 世纪初中国植物学家编写I)/2- /:;6*+-时#

将豆科的 ;6-<-$12*35- 属的中文属名#命名为山扁

豆属#这还是参照日文文献';6-<-$12*35- 的汉名为

山扁豆属或原河决明属(" 山扁豆属在中国分布有

山扁豆';67<*+/3/*.$3(!柄腺山扁豆';674#<*)-(!

大叶山扁豆';67)$316$+-#)5*-+-(等多个种/(&0

" 由

此-山扁豆.这个植物名的-张冠李戴.现象得以延

续"

<>:讨论

<>9:中国植物界借鉴日语植物汉名的利与弊

&L 世纪日本开始兴起兰学#由此近代西方植物

学知识随西方医学陆续传入日本" 因此近代西方植

物学传入日本的时间要早于中国 (KK 年" 在 &R 世

纪中期以$草木图说%为标志#日本学界逐渐实现了

近代西方植物学的本土化以及与自中国传入日本的

本草学!植物学知识的融合" 因此在 &R 世纪末期

'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学者编撰植物学著作!传播近

代植物学知识时#大多是借鉴使用日本植物学著作

中的汉字名词!术语#以更便利地实现近代植物学的

本土化" 有一些植物虽然中国有分布#古籍中有中

文名#但是中国植物学界沿用其日语汉名至今#例如

-苏铁';=1-32$D/)#5-(.一词就源于日语#而中国古

籍中的植物名是-铁树.和-凤尾蕉.

/((0

" 时至今日

对于一些新引进中国的美洲!非洲等地植物#中国植

物界仍然是借鉴该植物的日语汉名来命名" 例如近

几年在国内兴起的多肉植物中有百合科的十二卷属

'M-T/256*-(!仙人掌科的岩牡丹属'&2*/1-24#3(!乌

羽玉属'K/46/46/2-(等/(%0

#其属名及属内种名均是

源自日语植物汉名" 如此借鉴既便于在中国快速推

广#又与日本植物学界保持一致"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日语植物汉名有一些与中

国古籍中的植物名不兼容#存在张冠李戴的现象"

除山扁豆外#越桔'橘(也是 & 例,$中国植物志%记

载-越桔 'X-11*+*#<D*5*3E*.-$-(.一词源自明代的

$闽书南产志%

/("0

" 其实#中国古籍中记载的越桔

'橘(都是指芸香科柑橘属';*52#3(中产自吴越之地

的桔!橙" 而日本植物学者将-越桔'橘(.一名用来

指杜鹃花科的蓝莓#并被中国植物学界沿用至今"

有时这类-张冠李戴.现象容易引发误会!矛盾" 中

国古代的山扁豆#种子可用于救荒充饥#并可以入药

作决明子有效地治疗眼疾/M0

#而现代的山扁豆'含

羞草决明(则是全草入药#具有清肝利湿#清肺止

咳#散瘀消积的功能/&L0

#二者的药用价值差异很明

显" 通过对山扁豆的考证#笔者希望提示,中国古代

本草!植物典籍中的植物名与现代植物学!中药学使

用的植物名!药物名是不完全兼容的#存在一些-冒

名顶替.-张冠李戴.的现象" 所以在应用古籍中的

方剂时#需要注意药物品种是否存在-古今兴废不

同.-张冠李戴.的可能"

<>;:对中国药用植物研究的 ; 点建议

其一#现代中药学重视对黄芪属植物根入药的

药用价值#以及扁茎黄芪'&71/<4)-+-5#3(种子入药

作沙苑子的保健价值的研究#而基本上忽视了对糙

叶黄芪'&731-Q$22*<#3(的药用价值研究" 中国栽培

大豆的总黄酮含量在 &5@N@左右/($0

#而扁茎黄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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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5#3(种子的总黄酮含量高达 $>% 5@N

@

/(M0

#但是糙叶黄芪种子的总黄酮含量!三帖糖苷含

量#根部的黄芪总皂苷!黄酮!多糖等相关成分分析

却未见报道" 希望笔者的研究能给中国中医药研究

一些提示#糙叶黄芪在明清时期曾作为山扁豆救荒

充饥#还充作决明子入药治疗眼疾#而且国外多年致

力于包括糙叶黄芪在内的多种黄芪属植物的抗肿瘤

效果及机理研究/(L0

" 希望中医药工作者重视对糙

叶黄芪的医药价值的研究与开发"

其二#日本至今流行饮用由 ;7<*</3/*.$及近

源种;7+/<-+$嫩枝!叶!荚!豆制成的具有多重保

健作用的弘法茶'浜茶(" 此-茶.具有利尿!调整肠

道及减肥的作用" 这应当给中国医药学界一些启

示" 弘法茶虽然被称作汉方药#但是其并非源自中

国本草学#也并非由弘法大师'平安时代初期著名

僧人#法名-空海.#谥号-弘法大师.#LL"5#%$(从

唐朝引进" $本草纲目%就没有收录 ;7<*</3/*.$3!

;7+/<-+$等叶似含羞草或合欢!开黄花的豆科植

物" 弘法茶的发明与推广#是日本医药学界的创举#

冠以-汉方药.-弘法大师.等噱头是为了营销推广"

由此可以想见-汉方药.在日本的影响力" ;7<*E

</3/*.$3及;7+/<-+$在中国南方有广泛分布#少有

作为民间土药应用#一直没有规模化开发" 希望医

药企业借鉴日本弘法茶的成功经验#开发中国本土

的含羞草决明';7<*</3/*.$3(的医疗!保健价值#尽

早推出规模化生产的保健茶!及深度研发的保健品#

为发展中国医药卫生产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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