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世貞知醫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自號鳳洲，又號

弇州山人。（圖 1）王世貞與李攀龍（1514-1570）

狎主文壇，李攀龍過世後，王世貞便獨霸文壇

二十年。王世貞文必西漢，詩必盛唐。當時的文

壇，就屬王世貞才最高，地望最顯，士大夫、山

人、詞客、僧侶、道士等，莫不奔走門下。1王

世貞亦是曇陽信仰的主導者，曇陽子本名王燾貞

（1558-1580），是翰林學士王錫爵（1534-1610）

的次女，十七歲學道，二十三歲便坐化成仙。曇

陽子升仙，在當時相當轟動，楊爾曾（1575-?）

《新鐫仙媛紀事》即記載和描繪了曇陽子修練成

仙的故事。（圖 2）曇陽子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理

論及其所顯示的神通，深深震憾了王錫爵與王世

貞，兩者均拜其為師。曇陽子坐化成仙之後，甚

至成為明代文人的信仰對象，並廣受江南士人社

群的關注與討論。王世貞的詩文集中，即可看見

諸多有關曇陽子的記載及其衍生出來的神仙書寫

和道教評論。

　　與此同時，王世貞所處的明代，由於印刷術

圖 1  清　顧沅輯　王尚書像　《吳郡名賢圖傳贊》　清道光六
至十年顧氏家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善 002436

李時珍（1518-1593）及其巨作—《本草綱目》在現今社會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不過，晚明時期，李時珍在全國的知名度並不高，《本草綱目》書稿剛完成時，甚至沒有

書商有意願出版此書！相較之下，同時期的王世貞（1526-1590）已成為當時的文壇領袖、
文化品味認證的權威，凡是經過王世貞認可之作，幾乎都大受世人歡迎。《本草綱目》後

來即因王世貞為其作序而得以刊刻出版，留芳後世。

只知王世貞，不知李時珍？─

▌劉世珣

弇州山人與《本草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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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致使出版費用大幅降低。影響所及，醫

療文本取得方便，無論何人均可對醫藥典籍做

出各自的詮釋。當時，社會上不少受過儒家教

育、以科考為職志的文人，紛紛投入醫藥、養

生知識的閱讀和書寫，甚至親身實踐，這也成

了明代文人閒暇之餘療病、健身以及修養的方

式，形成明代「儒者知醫」的現象，王世貞亦

參與其中。

　　王世貞詩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及《弇

州山人續稿》中有多篇以藥物為題的詩文，諸

如：〈憲公閻翻稱序東壁遺稿序卷之六諸藥毒

昔〉、〈非勻藥花〉、〈稷湖海恭風褊酒藥一〉、

〈川掌壁清白酒出自家鄉以草藥謙戌者乎未得

隕〉、〈隱几而臥喉落落然客大驚呼之不慮亟

羿至藥家〉、〈趙司成邀同王光祿賞王貢士園

芍藥前是已醉牡丹下矣芍藥尤盛麗可愛賦此與

之〉等。這些詩文內容涉及藥物辨別、藥劑配

伍、急症處置，甚至是藥物觀賞。另外，王世

貞詩文集中亦有不少與醫者往來的詩文，例如：

〈贈醫者張生〉、〈壽陳醫箕仲父也〉、〈贈

圖 2  明　楊爾曾撰　曇陽子　《新鐫仙媛紀事》　明萬曆三十年錢塘楊氏草玄居原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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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醫盛老〉、〈為人贈京口何醫一絕句〉等。2 

明代文人延續中國自古以來文人以詩文相贈的

傳統，王世貞自然也不例外，且從其與醫者往

來的詩文可以看出他的交友圈不僅止於文人雅

士，亦擴及醫學領域。

　　王世貞於詩文集中針對藥物辨別、藥劑配

伍和使用陳述己見，而且，他亦曾參與兒科醫

書—《幼幼新書》的編輯和出版。惟藥劑的配

伍、使用或是醫書編纂，皆需具備專業醫藥知

識方可為之。無論王世貞的醫藥知識係來自於

其醫者交友圈，或是自學自修而得，均顯示王

世貞知醫，而且是對醫藥具有某種程度的理解

和認識。

十年求一序
　　李時珍字東璧，號瀕湖，蘄州（今湖北蘄

春）人，明代著名藥學家，其父在家鄉以醫術

高超聞名。李時珍曾考科舉，後棄儒從醫，繼

承家學，尤注重藥物的研究。李時珍在總結明

代以前之本草學的基礎上，配合自己的親身考

察，歷時十多年完成藥物學巨著—《本草綱

目》。全書一共 52卷，載有藥物 1,892種、醫

方 11,096條，以及 1,111幅插圖。《本草綱目》

不僅是一部中藥學著作，書中涉及的內容相當

廣泛，舉凡生物、化學、天文、地理、地質、

採礦甚至歷史等各方面，均有論述，或可視為

一部博物學論著。十七世紀之後，《本草綱目》

先後譯成日、韓、法、德、英、俄等文字，在

東亞與歐洲地區廣泛傳布，直至今日，依然是

家喻戶曉的醫藥典籍。3

  不過，《本草綱目》一開始出版並不順利。

明萬曆六年（1578），李時珍完成了《本草綱

目》的初稿，約 190多萬字。初稿完成後，李

時珍曾在家鄉湖北蘄州尋找出版機會，但當地

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來刊印如此卷帙浩繁的著

作，所以李時珍並未在湖北找到出版機會。於

是，他決定前往當時全國最大的刻書中心—南

京試試看。當時，南京已刊刻不少醫書，諸如：

唐氏富春堂刊《婦人大全良方》、三多齋刊《針

灸大成》等。

　　萬曆七年（1579），李時珍帶著《本草綱目》

書稿前往南京。儘管當時的李時珍在湖北已成

為名醫，但在全國的知名度並不高。因此，南

京書商對出版《本草綱目》並不感興趣。萬曆

八年（1580），為使《本草綱目》得以順利出版，

李時珍仿效晉人左思（250-305）《三都賦》一

開始不為時人所重，後來經當時名作家皇甫謐

（215-282）作序，人們便開始競相傳抄，以致「洛

陽紙貴」的故事，前往蘇州太倉，拜訪並央求

當時遭到彈劾且被朝廷下令回籍聽用的文壇領

袖—王世貞為《本草綱目》作序。李時珍認為

有了文壇領袖的序，《本草綱目》刊刻的機會

便可能因此而大為提高。

　　關於此次會面，《本草綱目》王世貞序記載：

   楚蘄陽李君東璧，一日過予弇山園謁

予，畱飲數日。予窺其人，晬然貌

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譚議也，真

北斗以南一人。解其裝，無長物，

有《本草綱目》數十卷。謂予曰：時

珍，荊楚鄙人也⋯⋯歲歷三十稔，書

攷八百餘家，稿凡三易。⋯⋯。舊本

一千五百一十八種，今增藥三百七十四

種，分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

雖非集成，亦麤大僃，僭名曰《本草

綱目》。願乞一言，以託不朽。4

弇山園為王世貞於家鄉蘇州太倉的私人園林，

由此可知，李時珍初次拜訪王世貞的地點，即

是蘇州太倉。「予窺其人，晬然貌也，癯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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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津津然譚議也」描述王世貞對李時珍的初

步印象：面貌潤澤而有光彩，身體清瘦，談起

話來興味濃厚。李時珍亦直接告知王世貞此次

拜訪之目的在於「願乞一言，以託不朽」，意

即幫這部李時珍精心修訂的本草論著作序，使

此書得以永垂不朽。

　　然而，根據《弇州山人續稿》、《弇州山

人年譜》的記載，王世貞面對李時珍的請求，

並未直接答應為其作序，而是寫了〈蘄州李先

生見訪之夕即 師上昇時也尋出所校定本草求

敘戲贈之〉這首詩贈予李時珍。此次求序失敗

後，李時珍將《本草綱目》書稿帶回家鄉修改，

在兒子、弟子們的幫助下，對《本草綱目》進

行了諸多改正，並繪製了許多圖譜，使《本草

綱目》更加充實完善。萬曆十八年（1590），

李時珍帶著修訂好的《本草綱目》來到南京，

再次拜訪時任刑部尚書的王世貞。王世貞看到

李時珍精心修訂的《本草綱目》後，極為滿意，

欣然作序，於當年春上元日這一天，手書交與

李時珍。自萬曆八年求序之始，經過了十年，

李時珍終於求得王世貞之序！（圖 3）

　　有了王世貞作序推薦，南京書商爭相刊刻

有王世貞作序的《本草綱目》。最後由南京藏

書家兼出版商胡承龍（生卒年不詳）得到《本

草綱目》稿本，並決心將此書留芳後世。萬曆

二十四年（1596），《本草綱目》正式在南京

刊印，世稱「金陵本」《本草綱目》，此為《本

草綱目》最原始的版本，王世貞之序亦收錄其

中。爾後，《本草綱目》幾經翻刻，出現不同

版本流傳。本院所藏錢蔚起本《本草綱目》亦

收錄王世貞序（圖 4），且列為全書序之首篇。

然較為可惜的是，王世貞和李時珍皆未見到《本

草綱目》之出版便先行離世了！

圖 3  明　李時珍撰 王世貞序落款　《本草綱目》　明崇禎十三年錢蔚起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6496

圖 4  明　李時珍撰　牌記　《本草綱目》　 
明崇禎十三年錢蔚起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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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相隔十年？
　　為什麼相隔十年王世貞才完成《本草綱目》

之序？目前研究大都根據王世貞贈予李時珍〈蘄

州李先生見訪之夕即 師上昇時也尋出所校定

本草求敘戲贈之〉之詩中「華陽真逸臨欲 ，

誤注本草遲十年」一句指出，王世貞發現李時

珍書稿之不足，必須花時間修訂，是以「暗示」

李時珍打消急於出版的念頭，回家修改此書。

十年之後，李時珍帶著修訂好的《本草綱目》

再次拜訪王世貞，王世貞看到李時珍精心修訂

的《本草綱目》後，極為滿意，便欣然作序。

　　然而，筆者對此問題有不同的解讀。筆者

認為王世貞深受道教神仙思想影響，及其當時

身處的環境，亦為理解王世貞何以相隔十年才

完成《本草綱目》序的關鍵所在，這在王世貞

贈予李時珍之詩中表露無遺。前述〈蘄州李先

生見訪之夕即 師上昇時也尋出所校定本草求

敘戲贈之〉一詩原句為：「李叟維稍直塘樹，

便覩 真跨龍去。卻出青囊肘後書，似求玄

晏先生序。華陽真逸臨欲 ，誤注本草遲十

年。何如但附賢郎舄，羊角橫摶上九天。」5 

（圖 5）從此詩的題名約略可以看出王世貞作詩

贈予李時珍的背景：李時珍拜訪王世貞的時候，

正逢王世貞恩師曇陽子升天之時。此時，當為

王世貞忙碌之際，李時珍一見面卻隨即拿出《本

草綱目》向王世貞求序，王世貞並未直接為其

作序，而是寫了此首帶有玩笑、戲弄意涵的詩

贈予李時珍作為回應。

　　全詩第一句「李叟維稍直塘樹，便覩 真

跨龍去」，李叟即指蘄州李時珍， 真則指曇

陽子。此句描述李時珍將船繫在太倉直塘樹上

靠岸的時候，目睹曇陽子跨龍升天而去。第二

句「卻出青囊肘後書，似求玄晏先生序」中的

「肘後書」為東晉道教學者、煉丹家、藥學家葛

洪（283-343）所著之《肘後備急方》，此處借

指《本草綱目》；「玄晏先生」為西晉著名學

者皇甫謐的自號，亦代指「洛陽紙貴」之事。

此句意為：李時珍來訪時親眼見到曇陽子羽化，

他卻從布袋拿出《本草綱目》，企圖仿效皇甫

謐為左思《三都賦》作序而「洛陽紙貴」的故

事，讓我給他的書寫序。

　　第三句「華陽真逸臨欲 ，誤注本草遲十

年」裡面的「華陽真逸」指的是自號「華陽隱居」

的南朝道士、醫藥學家陶宏景（456-536）。值

得注意的是，「誤注本草」未必一定要理解為王

世貞藉此「暗示」《本草綱目》存在「誤注」問

題，也很有可能是王世貞以此反問李時珍：你難

道不知道醉心於道教的陶宏景，因為註解本草十

年而耽誤了飛升成仙的大事？第四句「何如但

附賢郎舄，羊角橫摶上九天」中「賢郎」係指

李時珍之子，「舄」學者多疑為「寫」，「羊角」

為旋風，「九天」則為天的極高之處。全句意思

圖 5  明　王世貞撰　蘄州李先生見訪之夕即 師上昇時也尋出所校
定本草求敘戲贈之　《弇州山人續稿》　明萬曆間吳郡王氏家
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1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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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寫本草書這事，不妨交給令郎來做，自己得

道升仙，乘風直上九天而去，豈不是更好？

　　整首〈蘄州李先生見訪之夕即 師上昇時也

尋出所校定本草求敘戲贈之〉詩以李時珍來訪正

值曇陽子羽化之事為起首句，以勸告李時珍放下

出書之事，摶扶升天作結，中間穿插醫藥學家兼

道教思想家、煉丹家葛洪和陶宏景作為比喻，充

滿道教思維。李時珍初次拜訪王世貞求序時，正

值王世貞得罪當朝首輔張居正（1525-1582）因

而被朝廷「劾罷」之際；同時，亦恰逢恩師曇陽

子羽化之時。6在此雙重打擊下，崇尚道教修養

的王世貞，對於李時珍找自己求序一事，建議李

時珍灑脫一點，放下此事，仿效那些既是醫藥學

家也是道教學者、煉丹家的葛洪、陶弘景，甚至

仙師曇陽子，飛升成仙解脫吧！

　　既然如此，為什麼十年後王世貞卻又願意

為《本草綱目》作序？此問題或可從三個方面來

看。其一，當李時珍相隔十年於南京再次拜訪王

世貞時，王世貞已經再度任官，官至南京刑部尚

書，仕途順遂，其心境自然與十年前被朝廷劾罷

時有所不同。7其二，萬曆八年因各種原因首次

求序失敗後，李時珍將《本草綱目》書稿帶回家

鄉修改，歷經十年的精心改訂，是書內容更加完

善、豐富。或許正是這股精益求精的精神打動

了王世貞，使之提筆作序。其三，萬曆十八年，

李時珍再次來訪時，王世貞的身體狀況已每況愈

下，在人生打烊前，希冀利用自己最後剩餘的影

響力和號召力，替《本草綱目》作序。序畢不久

之後，王世貞便因病與世長辭了！

王世貞對《本草綱目》的評價
　　李時珍歷經十年方求得王世貞之序，此段

期間，李時珍精心修改《本草綱目》，是書宏

大的規模、豐富的內容打動了王世貞，是以給

予《本草綱目》高度評價。王世貞在其所撰之

《本草綱目》序中指出：「如入金谷之園，種色

奪目；如登龍君之宮，寶藏悉陳；如對冰壺

玉鑑，毛髮可指數也。博而不繁，詳而有要，

綜核究竟，直窺淵海。」8王世貞認為打開《本

草綱目》一書，就好像進入了西晉石崇（249-300）

在洛陽所建的金谷之園，內容豐富，色彩奪目；

也像登上皇宮寶殿，寶藏琳瑯展現；又像是冰

壺玉鏡一般，細節一覽無遺，清晰明白。此書

內容廣博但不繁雜，詳細卻有要點，全面查核，

深入研究，內涵深邃而廣大。

　　王世貞接著指出：「茲豈禁以醫書覯哉？

實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籙，臣

民之重寶也！」由此可以看出王世貞極力推薦

《本草綱目》，強調此書內容之淵博，實為闡述

萬物錯綜複雜之原理，研究事物之道理的精微之

作。他也主張不能僅將此書視為一部醫書，而應

該將其看作是帝王的秘錄，百姓的重要寶典。王

世貞甚至發出「何幸覩茲集哉」的讚嘆！並且

呼籲「茲集也，藏之深山石室無當，盍鍥之，

以共天下後世味太玄如子雲者。」9（圖 6）顯

見王世貞藉此向南京書商喊話：將《本草綱目》

圖 6  明　李時珍撰　王世貞序　《本草綱目》　明崇禎十三年錢蔚
起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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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287，〈列傳第一百七十五．文苑三．
王世貞〉，頁 7379、7381。

2.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五年吳郡王氏世經堂刊本）；（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國
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吳郡王氏家刊本）。

3. 李經緯等主編，《中醫大辭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頁 816，〈李時珍〉條。

4. （明）王世貞，〈本草綱目序〉，收入李時珍，《本草綱目》（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崇禎十三年錢蔚起刊本），頁 1b-5b。

5.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 10，〈蘄州李先生見訪之夕即 師上昇時也尋出所校定本草求敘戲贈之〉，頁 8a-8b。

6.  （清）錢大昕，《弇州山人年譜》，收錄於氏著，《潛研堂全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光緒十年長沙龍氏家塾刊本），頁 11b，七
年己卯五十四歲、八年庚辰五十五歲。

7. （清）錢大昕，《弇州山人年譜》，頁 13b-14a，十七年己丑六十四歲。

8. （明）王世貞，〈本草綱目序〉，頁 6b-7b。

9. （明）王世貞，〈本草綱目序〉，頁 7b-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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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於深山石洞之中並不恰當，何不將此書刻印出

來，以供天下後世，就好像揚雄（B.C.53-A.D.18）

所著的《太玄經》一樣呢？王世貞登高一呼之

後，出版界紛紛響應，最終由胡承龍刊印此書，

使《本草綱目》得以流傳後世。

小結
　　《本草綱目》在現今社會可說是家喻戶曉的

醫藥論著，是書作者李時珍亦是廣為人知的藥

物學家。然而，透過李時珍向王世貞求《本草

綱目》序的過程可以看出，在明代中期，大部

分的人都只知王世貞，而不知李時珍。至於王

世貞相隔十年才願意為《本草綱目》作序，其

原因未必僅因為他認為《本草綱目》書稿存在

瑕疵，他深受道教思想的影響及其仕途變化亦

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王世貞替《本草綱目》作序，反映了王世

貞對醫藥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認識；而且，

王世貞詩文集中，含有諸多關於養生與藥劑配

伍和使用的討論，他本人亦曾參與醫書編纂，

在在顯示王世貞或可謂明代「儒者知醫」的代

表人物。

　　無可否認，王世貞是歷史上第一位公開肯

定《本草綱目》的學術價值且向世人廣為介紹

此書之人。在王世貞的權威認證之下，南京書

商一改先前興趣缺缺的態度，爭相刊刻出版有

王世貞序的《本草綱目》。《本草綱目》因世

貞而流芳後世耶？或許真是如此吧！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23故宮文物月刊—第478期・202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