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隆 《潞安府志》所出 “党参”考

白　羽

　　提　要：乾隆 《潞安府志》有 “党参”一条，从名称上看近似 “上党人参”的简称或别名，但 “上党人

参”是五加科人参，而 《潞安府志》所出 “党参”却是桔梗科党参，二者并非一物。通过梳理清代本草，可知

桔梗科党参的药用历史其实很短，至早在清代康熙年间使用，并且一开始是冒充 “上党人参”出现的，而其名

“党参”产生则更晚。随着人们使用日久，桔梗科党参成了公认的人参替代品，渐有 “党参”之名，但此时各

类文献中出现的 “上党人参”“上党参”也同 “党参”一样皆指桔梗科党参。

关键词：乾隆 《潞安府志》党参　上党人参　上党参

一

五加科人参是一味贵重稀有药材，我国明代以前以太行山上党人参为优。上党人参于明代绝

迹后，长白山区遂成为我国野生人参的主要产地，而以长白山人参为贵和人参滋补为佳的观念则

更多地来源于清代。长白山人参的采掘与贸易是清朝得以立国的一项重要财源，所以清建立后便

将采参与专卖纳入国家的制度管理之下，其重视程度远超前代。清人疗病、养生喜用人参，但政

府管控严格，人参价格又十分昂贵，导致了清代市面上充斥着大量伪参与人参替代品。桔梗科党

参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出现的人参替代品，并且最初是伪作 “上党人参”

而来，这也是为何清代文献中存在着大量 “上党人参”更近桔梗科党参的描述。近代以来有一

些著名学者认为 “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加之很多用药实践中党参可替人参的习惯，造成

“上党人参”与我国古代人参是桔梗科党参的观念一时比较流行。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国内学界讨论古代人参与 “上党人参”是五加科人参还是桔梗科党

参的文章开始大量出现，后有日本著名药学家柴田承二在１９８１年出版的 《药用人参及其研究与

进展》中认为 “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更 “引起了一场关于我国古代人参基源的国际性争

论”①。随后柴田通过对日本正仓院保存的人参进行植物化学成分鉴定，确认其是产于我国唐代

的五加科人参，否定了自己之前书中所言，承认当时我国学界普遍认可的古代人参与上党人参是

五加科人参的结论。这一结论在我国也 “编入各专业教科书中，成为人参本草考证的主流观

点”②。不过 “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的观点在今天依旧有一些影响，论述最为详细的是袁俊

贤的 《由 〈潞安府志〉揭示上党人参的有关问题》，及他的 《陶弘景笔下人参的主流品种应是桔

梗科植物 （上党人参应是党参）》《关于金元前后统称辽东人参的植物基源问题》《评 〈图经本

草〉潞州人参图》《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仲景方用人参应是桔梗科党参》《关于五加

科人参的临床试用概况》《东北五加科人参的开发始于辽金时代》《关于日本 〈正仓院药物〉

１２２号样品问题》《党参自传》，这１０篇文章 “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我国金元以前，统称古代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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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荫甲：《人参史研究的进展》，《人参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袁俊贤：《前言———概说古人参植物基源争论的近况》，《人参本草考证和中药检验研究》，湖北技术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页。



的植物基源应是桔梗科党参，上党人参即是党参。东北五加科人参，金元以后方渐用之的基本结

论”①。这种观念依旧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对于桔梗科党参的药用历史梳理不够清晰，所以本文尝

试按照时间顺序运用清代重要的本草著作②，厘清桔梗科党参出现的大致时间和原因、原产地、

如何得名 “党参”、与五加科上党人参的关系等问题。

二

乾隆 《潞安府志》卷８《风俗》兼记一方所出物产，其中 “药属”有：

党参。（古有人参，见唐韩翊 《送客之上党诗》，原出壶关紫团山参园，前明已垦而田

矣。而索者犹未已，张翰林铎谓其 “遍剔岩薮，根株鲜获，而人慕虚名，寺膺实害”。每值

易参，僧以倍价市之。逮系弥句，吏缘为奸。又司捕者假以
"

察，横索参钱，山僧敛而纳

之，至鬻衣钵。今所出惟党参，然亦不能多得也。）③

图１　《植物古汉名图考》上党人参 （党参）图

“潞安府”在今山西省长治境内，清以前有 “上党”④ “潞州”⑤ 之称，唐宋时此地有贡赋

人参的记载。《植物古汉名图考》⑥ 将 “上党人参”释作桔梗科党参，又有图相附 （见图１）：
“［上党人参］党参 （桔梗科）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ｐｉｌｏｓｕｌａ（Ｆｒａｎｃｈ）Ｎａｎｎｆ党参又称黄参、狮子头参等。
《本经逢原》：‘上党人参，虽无甘温峻补之功，却有甘平清肺之力，亦不似沙参之性寒专泄肺气

也。’……党参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根长圆柱形，直径１—１５厘米，顶端有膨大的根头；具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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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俊贤：《前言———概说古人参植物基源争论的近况》，《人参本草考证和中药检验研究》，第２页。
因本草著作有裒辑众说、广引诸家的特点，可以集中体现和反映当时人们对于药材的总体看法。

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乾隆 《潞安府志》卷８《风俗》，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５４９页。
得名于战国时韩国所置 “上党郡”。

北周时分上党郡而置。

《植物古汉名图考》编辑组秉承 “传承古今，沟通中外”的旨趣，为古典文献中出现的４０００余种植物古汉
名做了现代通用汉名与世界通用拉丁名的注释，并附有植物形态绘图，是我国第一部古今植物名称对照的

著作，极大方便了古代文献中植物今名的检索工作。



瘤状的痕，外皮乳黄色至淡灰棕色，有纵横皱纹；茎缠绕，长而多分枝；叶对生、互生或假轮

生；……生于山地灌木丛及林缘，分布于东北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青海

等地。根入药，具有补中、益气、生津之功效。”① 但考原文中 “唐韩翊 《送客之上党诗》”的

内容作：“官柳青青匹马嘶，回风暮雨入铜。佳期别在春山里，应是人参五叶齐。”② “铜”

在今长治沁县，而 “五叶齐”明显是对五加科人参样貌的描述，与 《植物古汉名图考》所释桔

梗科党参外形并不相符，再结合 “古有人参” “今所出惟党参”句，可知 《府志》中的 “上党

人参”与 “党参”并非一物。

今山西省地区并不产五加科人参，但考察 《政和本草》③ “人参”条下的记载，梁陶弘景

《本经集注》、唐 《新修本草》、宋 《开宝本草》《嘉本草》《本草图经》《证类本草》《本草衍

义》皆有上党出产人参的记载。如唐 《新修本草》记载：“《唐本注》云：今潞州、平州、泽

州、易州、檀州、箕州、幽州、妫州并出。盖以其山连亘相接，故皆有之也。”④ “上党”在唐

宋称 “潞州”。宋 《开宝本草》有言：“今注人参……潞州太行山所出，谓之紫团参。”⑤ “潞州

太行山”指的是今长治壶关县紫团山，为上党人参的直接产地。而 《本草图经》⑥ 对上党人参

植物全株描述最为详细，并有图相附 （见图２）：“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今河东诸州及太山
皆有之。……其根形状如防风而润实，春生苗，多于深山中背阴近椴漆下湿润处，初生小者三四

寸许，一丫五叶；四五年后生两丫五叶，末有花茎；至十年后生三丫；年深者生四丫各五叶，中

心生一茎，俗名百尺杆。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

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根如人形者神。”⑦ 再查明代李时珍 《本草纲目》，其中的描述则直

接节录宋 《本草图经》和 《本草衍义》相关内容，但名称上不从二种，将上党人参省称作上党

参，并且辨析了 《本草图经》中 “人参四图”唯有 “潞州人参”是真人参，其他三图皆是以沙

参、荠絇伪作。南朝萧梁时至明中期本草中这些关于上党人参的记载，皆可证实 《潞安府志》

中 “古有人参”“原出壶关紫团山”语。将上述上党人参图文对照今 《中国药典图集》“人参”

条图文：“原植物多年生草本，原植物高达６５ｃｍ。主根肥大，圆柱形或纺锥形，黄白色。茎直
立，单生。叶为掌状复叶，３—６片轮生茎顶，小叶３—５；小叶片椭圆形，边缘有细锯齿。伞形
花序顶生，有花１０—５０朵不等。浆果状核果，熟时鲜红色，扁肾形。种子 ２枚，肾形，乳白
色。”⑧ （见图３、４）可知明代以前的上党人参是五加科人参，并非桔梗科党参。而且１９４９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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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乾主编：《植物古汉名图考》，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９页。
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顺治 《潞安府志》卷１《天文志·地理四》，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５０页。
即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也称 《证类本草》 《大观本草》。由北宋唐慎微 《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发展而来，两宋共历４次增改校订，汇集了宋以前诸家本草之说，是李时珍 《本草纲目》问世前最为流行

和重要的本草著作。

唐慎微等撰，陆拯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草部》卷第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第３６３页。
唐慎微等撰，陆拯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草部》卷第６，第３６３页。
历代本草所载名类繁多，单依文字很难确切表述药材性状，所以一些本草兼收图本，以载形色，极大方便

了对古代各类动植物的甄别。北宋苏颂诏修的 《本草图经》是留存至今的第一部图文相辅的本草学著作，

全书动植物绘图征自宋仁宗嘉年间诸郡县原产地。原书早佚，但全书大部分图文保存在 《政和本草》和

《本草纲目》中，今人尚志钧有辑校本。

唐慎微等撰，陆拯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草部》卷第六，第３６３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彩色图集》（１９９０年版），广东科技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第４页。



后，我国曾在山西中条山成功引种过人参，一般认为这次实验结果能够证明山西地区的自然条件

是适合人参生长的。

图２　《本草图经》潞州人参图

图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彩色图集》（１９９０年版）植物人参图

《植物古汉名图考》将 “上党人参”释作桔梗科党参的主要原因是，其中所引清代本草 《本

经逢原》中内容与今对桔梗科党参的描述相一致①。那么缘何 《本经逢原》中的 “上党人参”

给出了与桔梗科党参性味功效相符的描述？乾隆 《潞安府志》又为何要将有关上党人参的内容

大段附在 “党参”之下？通过考察清代多家本草著作中对桔梗科党参的记载，发现 “上党人参”

“上党参”在清代一般多指桔梗科党参，而且 “党参”与五加科上党人参其实渊源颇深，桔梗科

党参的出现、命名皆与上党人参有关。

桔梗科党参的药用历史比较短，历代本草之中没有相关记载和描述，清代早期本草中也鲜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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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对桔梗科党参的性味和功能有 “甘、平”“和脾胃，补中益气，生津”的

描述。



图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彩色图集》（１９９０年版）药材人参图

其名。① 直到康熙三十四年 （１６９５），张璐在其著 《本经逢原》的 “人参”条下记载 “上党人

参”的功效，才出现了对桔梗科党参的描述：“产山西太行山者，名上党人参，虽无甘温峻补之

功，却有甘平清肺之力，亦不似沙参之性寒专泄肺气也。”② 说 “上党人参”没有当时以长白山

人参为代表的五加科人参之 “甘温峻补之功”，明显与宋以前本草中对上党人参的药用功效描述

不符。陶隐居 《集注》言产自高丽、百济等地的长白山区人参 “气味薄于上党”“实用并不及上

党”③。《嘉本草》有 “生上党郡，人形者上，次出海东新罗国，又出渤海”④ 语。 《本草图

经》也讲：“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今河东诸州及太山皆有之。又有河北榷场及闽中来者，

名新罗人参，然俱不及上党者佳。”⑤ 《本草衍义》同样有河北榷场的高丽人参 “虚软味薄，不

若潞州上党者味厚体实，用之有据”⑥。然而，五加科上党人参至北宋神宗年间产量骤减⑦，明

初已不易得，洪武年间下诏除贡：“四年……潞州遣官贡人参，诏止之。上曰：‘朕闻人参得之

甚艰，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如用，当遣人自取。”⑧ 《本草纲目》及万历年间的山西地方志

中皆有上党人参绝迹的记载。真正的上党人参不可能在绝迹之后，再次出现在清人的本草之中，

６８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主要考察了康熙五年 （１６６６）刊行的顾元交 《本草汇笺》和郭佩兰 《本草汇》、康熙三十年刊行的陈士铎

《本草新编》，增订并刊行于康熙三十三年的汪昂 《本草备要》。除去 《本草新编》多被认作明末清初傅青主

的用药经验集，而由陈士铎整编外，上述其他３种皆由 《本草纲目》精简而来。但此４种皆有偏重用药之义，
对各类药材的辨析和性状描述较少的特点，所以会有纵此时已出现桔梗科党参而不载的可能。其中唯有郭佩

兰的 《本草汇》“人参”条下有 “选上党者今潞州，要肥大块如鸡腿，并似人形，黄色者去芦头用”。寥寥数

字，但此说与南北朝刘宋时方书 《雷公炮炙论》中的一致，所以应该还是对五加科人参的描述。

张璐：《本经逢原》，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３页
唐慎微等撰，陆拯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草部》卷第６，第３６２页。
唐慎微等撰，陆拯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草部》卷第６，第３６３页。
唐慎微等撰，陆拯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草部》卷第６，第３６３页。
唐慎微等撰，陆拯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草部》卷第６，第３６５页。
沈括 《梦溪笔谈》中有 “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在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

不受”。王安石有疾而无紫团参可用，只有亲自到过河东的薛师政可得，说明紫团参产量已经减少，外地已

不易见到。道光 《壶关县志》中又有乾隆间邑人冯文止诗作：“瑶光华采毓人参，天设园林得气深。一自政

和灵瑞绝，空山寥落到于今古贡人参自宋徽宗政和间遂绝，明初除其贡。”

王连成主编：万历 《潞安府志》卷１５《纪事一》，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３３页。



还被赋以 “无甘温峻补之功，有甘平清肺之力”更近桔梗科党参的功效特点，所以此时的 “上

党人参”实是桔梗科党参。可知桔梗科党参的使用在清代，至早在康熙年间，但此时还没有

“党参”一名，只是冒用 “上党人参”之名出现。

本草著作中首列 “党参”条的是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 （１７５７）的吴仪洛 《本草从新》：

党参 （补中气、生津）。甘平中，益气，和脾胃，除烦渴。中气微虚，用以调补，甚为

平妥。按 《古本草》云：参须上党者佳。今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卖党参，种类甚多，

皆不堪用。唯防风党参，性味和平足贵，根有狮子盘头者真，硬纹者伪也。①

材料中 “补中气、生津”“性味和平足贵，根有狮子盘头”与 《中国药典》对桔梗科党参

的描述一致：“外皮灰褐色或灰棕色，根头部有多数疣状突起的茎痕，通称 ‘狮子盘头’。……

补中益气，生津。”② 自此，桔梗科党参正式列入本草之中，并被赋予正式名称 “党参”。而作

者此处所说的 “真党参”明显是指五加科上党人参，可以看出时人应该已经有将 “上党人参”

简称作 “党参”的习惯。作者在 “空沙参”条下又有这样的辨析：“人参、党参、土人参、洋

参、荠絇、沙参桔梗相似，不可不辨。沙参体虚无心而味淡，荠絇体虚无心而味甘，桔梗体坚有

心而味苦，党参体实有心而味甘，土人参体实有心而味甘淡，人参体实有心而味甘，微带苦，自

有余味。洋参虽似糙参，但气不香尔。”③ “党参”应该是诸 “参”中与人参最为相似的一种，

而作者此处将 “党参”与诸多伪参并举，也能反映出 “党参”最初大约是被人伪作人参而来。

此后，本草、笔记、医案、史书④等著作中凡涉及人参或诸 “参”辨析时，“党参”开始频

繁出现，而 “上党人参”和 “上党参”再不复指五加科人参，而是与 “党参”一名联袂而行，

皆指桔梗科党参。

成书于乾隆三十年 （１７６５）的赵学敏 《本草纲目拾遗》是继李时珍 《本草纲目》之后的名

作，是清代重要的本草著作。其中有 “上党参”和 “防风党参”两条：

上党参防党附。《本经逢原》云：产山西太行山者，名上党人参。虽无甘温峻补之功，

却有甘平清肺之力。不似沙参之性寒，专泄肺气也。《百草镜》云：党参一名黄参，黄润者

良，出山西潞安、太原等处。有白色者，总以净软壮实味甜者佳。嫩而小枝者，名上党参。

老而大者，名防党参。味甘性平，治肺虚，能益肺气。⑤

防风党参。《从新》云：《古本草》云，参须上党者佳，今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市

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唯防党性味和平足贵，根有狮子盘头者真，硬纹者伪也。白党

即将此参煮晒已成，原汁已出，不堪用。翁有良 《辩误》云，党参功用，可代人参，皮色

黄而横纹，有类乎防风，故名防党。江南徽州等处呼为狮头参，因芦头大而圆凸也，古名上

党人参。产于山西太行山潞安州等处为胜，陕西者次之，味甚甜美，胜如枣肉。近今有川

７８乾隆 《潞安府志》所出 “党参”考

①
②
③
④

⑤

吴仪洛：《本草从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５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２３８页。
吴仪洛：《本草从新》，第６—７页。
如乾隆 《大清一统志》《皇朝通志》 （《清通志》）中，皆将长白山人参与桔梗科党参并举，且把 “党参”

“上党人参”“上党参”三称混同皆指桔梗科党参。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６９页。



党，盖陕西毗连，移种栽植，皮白味淡，类乎桔梗，无狮头，较山西者迥别，入药亦殊劣不

可用。味甘平，补中益气，和脾胃，除烦恼，解渴，中气微虚，用以调补，甚为平安。①

这两条中的内容，明显是继承了张璐 《本经逢原》与吴仪洛 《本草从新》之说，如前文考

证，皆是对桔梗科党参的描述。将其分两条专门叙述，并有了产地之分，可以说明桔梗科党参已

经作为一味 “功用可代人参”的常用药材在普遍使用和栽培，表明其已不在伪参之列。而从

“上党参”条下 “名上党人参”、所引 《百草镜》中的 “党参”别名 “黄参”其实原是五加科人

参的别称，可证明作者明显也将 “上党人参”“上党参”和 “党参”三称混同皆指桔梗科党参。

引翁有良 《辨误》认为 “防风党参” “古名上党人参”，也可说明桔梗科党参的名字正是源于

“上党人参”“上党参”之名。且这一时期不唯 《本草纲目拾遗》一种将三称混同，陆? 《人参

谱》在次年成稿，其书考订诸家文献，将历代有关人参的记载几乎全部翻检分类，制成专书。

其中将当时所使用的的桔梗科党参直作 “上党人参” “上党参”，并称 “上党参故在矣”②。可

见，这种将 “上党人参”“上党参”和 “党参”三称混同皆指桔梗科党参的情况在清人观念中

应该非常普遍。

直到乾隆三十四年 （１７６９）刊行的黄宫绣 《本草求真》中才给出了桔梗科党参的真正由来

和面目：

人参。参以黄润紧实似人者佳。上党虽为参产道地，然民久置不采。时珍曰：上党，今

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辽参。今有所云党参者，皆是假

物。时珍曰：伪者皆以沙参、荠絇、桔梗采根造作乱之，沙参体虚无心而味淡；荠絇体虚无

心；桔梗体坚有心而味苦；人参实而味甘、微带苦。其次百济所出，力薄上党。又其次高

丽、辽东所出，力薄百济。……山西太行新出党参，其性止能清肺，并无补益，与于久经封

禁真正之党参，绝不相同。③

党参。上党人参，根颇纤长，根下垂有及一尺余者，或十歧者，其价与银等，辽东

高丽、百济诸参，均莫及焉。李时珍云：上党，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

今所用者，皆是辽参，观此则知诸参惟上党为最美，而上党既不可采，岂复别有党参之

谓哉。近因辽参价贵，而世好奇居异，乃以山西太行山出之苗，及以防风、桔梗、荠絇

伪造，相继混行。讵知参有不同，性有各异。防风、桔梗乃属表散风寒伤气之味；人参

甘温乃属补肺益气之味，即山西太行山新出之党考之，张璐亦谓甘平清肺，并非等于真

正党参，确有补益。今人但见参贵，而即以此代参，不亦大相径庭乎。且余常见虚弱之

证，亟当人参峻补，以救垂绝，而医猥用党参代替，以致病卒不起。并令豪贵之家朝夕

代茶，以致肺受剥削，病潜滋长，此皆误用之害，人但习而不察耳。附记以为世之粗工

妄用党参戒。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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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第６９—７０页。
陆?辑：《人参谱》卷２，中国文化研究会纂：《中国本草全书》，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影印本，第１１６卷
第３７０页。
黄宫绣：《本草求真》，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４页。
黄宫绣：《本草求真》，第７２页。



文中对 “党参”的描述亦取张璐 《本经逢原》，如前述可知此条 “党参”亦是桔梗科党参。

根据作者所言，桔梗科党参确实是以伪参的面目出现，而且其原产地亦在太行山一脉，出现和流

行原因也有交代。“人参”条下言及上党人参说的 “今有所云党参者，皆是假物”与 “党参”

条下 “上党既不可采，岂复别有党参之谓哉”语是清代将 “上党人参”简称为 “党参”的又一

证明。此外，作者也写了他常见医家以党参代替人参入药，导致 “病卒不起”的情况，末了发

出劝诫之语。这样的记载恰可说明人们已经认可了桔梗科党参作为五加科人参的替代品，并逐渐

成为一味常用和保健药材，甚至出现了 “豪贵之家朝夕代茶”的现象。

道光二十八年 （１８４８）刊行的吴其? 《植物名实图考》① 是我国传统植物学的重要遗产，

全书遵循本草学编写体例，可视作清代重要的本草类著作。书中第７卷 “山草类”首列 “人参”

条，“党参”条则附在该卷末尾，廓清了桔梗科党参原植物的面貌：

人参，《本经》上品。昔时以辽东、新罗所产，皆不及上党；今以辽东、吉林为贵，新

罗次之；其三姓、宁古塔亦试采，不甚多。以苗移植者为秧参，种子者为子参，力皆薄。党

参今系蔓生，颇似沙参苗，根长至尺余，俗以代人参，殊欠考核。……考 《图经》绘列数

种，多沙参、荠絇辈，今紫团参园已垦为田，所见舒城、施南山参，尚不及党参。②

党参，山西多产。长根至二三尺，蔓生，叶不对，节大如手指，野生者根有白汁，秋开

花如沙参，花色青白，土人种之为利，气极浊。按人参昔以产泽、辽、上党及太行紫团者为

上，皆以根如人形，三丫、四丫、五叶，中心一茎直上为真。今形状迥殊，其可谓之参耶？

举世以代神草，莫知其非，而服者亦多胸满气隔之患。《山西通志》谓党参今无产者，殆晓

然于俗医之误，而深嫉药市之售伪也。余饬人于深山掘得，莳之盆盎，亦易繁衍。细察其

状，颇似初生苜蓿，而气味则近黄耆，昔人有以野苜蓿误作黄耆者，得非此物耶？举世服

饵，虽经核辩，其孰信从？但太行脉厚泉甘，此草味甜有汁，养脾助气，亦应功亚黄耆。无

甚感郁之人，藉以充润养胃，当亦小有资补。若伤冒时疫，以此横塞中焦，羸
#

杂症，妄冀

苏起沉疴，未睹其益，必蒙其害，世有良工，其察鄙言。③

书中附有 “党参”绘图 （见图５）。“味甜有汁”“养脾助气”与自张璐以来各家本草中有关
桔梗科党参描述保持一致，而其中的 “蔓生，叶不对”与 《中国药典图集》中桔梗科党参的图

文描述相符 （见图６、７）：“原植物党参：多年生蔓性草本，根头膨大。叶互生、对生或假轮
生。”④ 此条 “党参”也是桔梗科党参。这应该是清代文献中对于桔梗科党参最为详细的描述。

作者取原产地植物亲自观察目验，指出 “党参”有蔓生特点，与五加科人参三丫五叶、茎干直

上、结子如豆的植物形态可谓 “形状迥殊”，这同稍早的道光 《壶关县志》中所载桔梗科党参特

点一致。《壶关县志》中明确表示因物产有 “昔之所有，或为今之所无”⑤，而地方志修撰会有

因循旧志而不加实际考证的情况，所以专附 《人参汇说》来说明上党人参已是 “古有今无”：

９８乾隆 《潞安府志》所出 “党参”考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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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植物名实图考》图文兼具，成就斐然，全书偏重考察植物的原产地形状。作者考核群书，博采众长，又秉

承亲自验证和实际考察的做法，对很多动植物的性状描述和形貌绘制可谓细致入微，集１９世纪之前本草
学、古典植物学之大成。

吴其?：《植物名实图考·山草类》卷７，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１４９—１５０页。
吴其?：《植物名实图考·山草类》卷７，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彩色图集》（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０７页。
道光 《壶关县志》卷２《疆域志》，道光十四年 （１８３４）刻本。



“然今其园既垦而田，求之高崖绝壁亦不多见，间所?者，皆黎城种参，而壶邑则无之。即

有亦不过蔓草之类耳，按名索实，失之远矣。”① 其中的 “蔓草之类”即是说桔梗科党参。不

过，吴其?在 “党参”条下将古代本草中记载的 “上党人参” “紫团参”形态同其所见清代桔

梗科党参相比照有明显不同，而质疑 “其可谓之参耶”；联系下文 “《山西通志》谓党参今无产

者”，明显也是将 “上党人参”当作桔梗科党参。

图５　《植物名实图考》党参图

图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彩色图集》（１９９０年版）植物党参图

至此，桔梗科党参出现的大致时间和原因、原产地、如何得名 “党参”、与五加科上党人参

的关系、清人对其的使用情况和基本看法等问题已经全部厘清。而乾隆 《潞安府志》中将上党

人参附在党参之下，也符合二种皆出此地的史实，需要指出的是，山西省的 《山西通志》《潞安

府志》《壶关县志》等清代地方志中，从未将五加科上党人参和桔梗科党参混淆，也未出现过将

“上党人参”“上党参”“党参”混同皆指桔梗科党参的情况。

自吴其?以来，将 “上党人参”当作桔梗科党参的情况依旧存于一些著作之中。１９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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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光 《壶关县志》卷２《疆域志》，道光十四年 （１８３４）刻本。



图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彩色图集》（１９９０年版）药材党参图

毛祥麟所著 《对山医话》说：“人参在古 《本草》云：‘生上党山谷及辽东，形长而色黄，状如

防风。’产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此皆言党参也。濒湖李氏辑 《本草纲目》广搜

诸品，而未及于参，至我朝澉水吴氏，订 《从新》一书，如分人参、党参为两种，知明时尚无

人参。”① 认为清以前本草中以 “上党人参”为代表的古代人参皆是桔梗科党参，五加科人参不

过是 “国初始见用，其名乃著于时”②。１９２１年，谢观的 《中国医学大辞典》：“古方人参即今

太行山脉之党参，至于长白山脉之参，金元以来，方渐用之。”③ １９２４年，张锡纯的 《医学衷中

参西录》：“人参之种类不一，古所用之人参，方书皆谓出于上党，即今之党参是也。考 《神农

本草经》载，人参味甘，未尝言苦，今党参味甘，辽人参则甘而微苦，古之人参其为今之党参

无疑也。”④ “生于潞州太行紫团山者名潞党参，亦名紫团参。”⑤ １９２７年，曹炳章增补的 《增订

伪药条辨》按语：“前贤所谓人参，产上党郡，即今党参也，考上党郡，即今山西长子县境，旧

属潞安府，故又称潞党参。”⑥ 此四种著作在近代都比较畅行，致使 “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

的观念延续至１９４９年以后，并在上海中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和上海市药
材公司经组织富有实践经验的老药工进行数十次坐谈、整理、总结而成的 《药材资料汇编》上

集于１９５９年出版，书中在党参名下专讲了党参命名的由来：‘古时所称人参就是党参，党参最早
产地是现在的山西长治，该产地在秦时为上党郡，故名党参。隋时改为潞州，故称潞党参。’这

１９乾隆 《潞安府志》所出 “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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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对山著，杨宇鹏，杨威校注：《对山医话》，“中医历代临床珍本丛刊”，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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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观：《中国医学大辞典》，转引自袁俊贤：《由 〈潞安府志〉揭示上党人参的有关问题》，《人参本草考证

和中药检验研究》上篇 《人参本草考证》，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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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代表当时上海中药界的共识。”① 考其中认定 “上党人参”和我国古代人参就是桔梗科党参的

原因，应是因袭了清代文献中将 “上党人参” “上党参”和 “党参”三称混同指桔梗科党参

之故。

三

宋代苏颂序 《本草图经》有 “荠絇乱人参”② 之言，而清代却出现了 “乱人参者，匪独荠

絇”③ 的现象，这集中反映在清代本草的书写中。历代本草著作中，“参”一般有五分或六分，

在这点上清代本草却显示出与前代本草不同的特点。康熙年间的 《本草汇笺》《本草汇》④ 《本

草备要》多依陶弘景的 “五参”分法，有 “人参”“沙参”“丹参”“玄参”和 “苦参”五类，

《本草新编》《本经逢原》则循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六分 “参”类——— “人参”“丹参”“苦

参”“玄参”“紫参”和 “沙参”，此５种尚用传统。到了乾隆以后则多变此体例，“参”条目不
再严守五分或六分法，以 “参”为名的植物和药材大大增加。如吴仪洛的 《本草从新》就有

“人参”“珠儿参”“党参” “土人参” “西洋人参” “北沙参” “空沙参” “丹参” “元参”和

“苦参”１０种之多，“人参”条下更是细分出了 “参条” “参须” “太子参” “参芦”和 “参

叶”。这种书写特点与清人重视人参，以及当时以人参进补为佳的医疗养生观念有着密切关系，

人参价格也在康乾时期暴涨，贵同黄金，造成这一时期人参替代品、假托 “参”名的药材急遽

增多，药肆中充斥诸多不易甄别的伪 “参”，桔梗科党参就是在这种社会情况之下出现的伪

“参”之一。然而，其与五加科人参相近的性状，同上党人参相同的产地，更为便宜的价格，使

得桔梗科党参出现之后，短短几十年间就成为了一味常用药材，甚至出现了 “举世以代神草”

的局面。

关于五加科人参与桔梗科党参的植物形态、炮制方法、药用效果、主治范围等问题在今日早

有定论，但充斥在古典文献之中的 “上党人参” “上党参”和 “党参”名称的辨析依旧不够清

晰。“党参”从不是真正的上党人参之别名或简称，历代本草皆不见其名。宋以前的文献中所称

的 “上党人参”或 “潞州人参”，宋代多按直接产地所称的 “紫团参”，以及至明稍变，李时珍

的 《本草纲目》中所称的 “上党参”，皆指出产自今山西省长治境内的五加科人参。而明代真正

的上党人参绝迹后，清代至晚在康熙年间有以桔梗科党参伪作 “上党人参”的情况，“上党人

参”“上党参”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用来指代这种新出现的伪 “参”，随着桔梗科党参使用日

久，才最终被赋予 “党参”一名。由此，“党参”一名出现最晚，是由 “上党人参” “上党参”

的称呼简化而来，但绝非五加科上党人参的简称或别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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