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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辞书中保存了大量药名，后世学者在旧注中对药物的名实关系进行了细致考证。“芎䓖”“蘪芜”“江蓠”“蓠”

形态特征、气味相似，难以分清，且文献中的记载较为混乱。现对“芎䓖”“蘪芜”“江蓠”“蓠”进行考证，利用《说文

解字》《尔雅》等古代辞书与注家旧注，结合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并以此补正本草文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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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常有将“蘪芜”“江蓠”与“芎䓖”视

为同一种植物或同一植物的不同部位名。如《说

文解字》：“芎藭，香草也。” [1]38《说文解字系传》

曰：“臣锴按，藭即江蓠根也。又名蘼芜，又薇芜，

其根名芎藭。”[2]48《说文解字义证》：“《博物志》：

‘芎藭，苗曰江蓠，根曰芎’。《急就篇》：‘芎

藭厚朴桂栝楼’。……《山海经·西山经》：‘号山

其草多药虈芎藭。’注云：‘芎藭，一名江蓠。’”[3]108

徐锴、桂馥认为芎䓖为江蓠的根，又名蘪芜。宋

代李从周的《字通》记载：“按芎藭，香草，即江

蓠，根一名蘪芜。”[4]即芎䓖，又名江蓠，其根名

为蘪芜。《说文解字注》：“《相如赋》云：‘芷若

射干，穹竆昌蒲，江离麋芜。’又云：‘被以江离，

糅以麋芜。’是各物明矣。而说者云：‘江蓠、蘪

芜，皆芎苗也，有二种，似稾本者为江蓠，似虵

床而香者为蘪芜。’则芎、江蓠、蘪芜为一。徐之

才《药对》亦云：‘蘪芜，一名江蓠，芎也’。”[5]103

可见，学者对“蘪芜”“江蓠”与“芎䓖”的关系

争议很大。现将文献中关系模糊的“芎䓖”“蘪芜”

“江蓠”及“蓠”作全面分析整理，利用相关文

献材料、辞书及其旧注，梳理其名实关系。 

1  𦵡藭 

《说文解字》：“，藭，香草也。从艸宫

声。芎，司马相如说，或从弓。”[1]38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臣锴按，本草疗

头痛寒痹、诸寒冷气腹痛。故司马卭曰有山芎藭

乎，欲使桃泥水中，故问有御寒及腹痛之药也。”[2]48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左传》作鞠竆。贾达

云：所以御湿。”[5]98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曰：“宣

十二年《左传》有山鞠穷乎。杜云：‘鞠穷，所以

御湿。’《正义》云：‘本草有芎藭者，是药草之

名’……《本草》芎，一名胡，一名香果，

其叶名蘪芜。《吴普本草》：‘芎，叶香细，青黑

文，赤如藁本’。”[3]108《说文诠斠》：“即《左传》

之山鞠藭。梁简文《劝医文》：‘麦曲，芎藭，终

止河鱼之疾’。今方书谓之川芎。”[6]126 此“藭”

即今之伞形科植物川芎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见图 1。从上述材料中可知，川芎又名“山

鞠穷”“胡”“香果”。今《中华本草》以“川芎”

为其正名。“”同“芎”，“川”取其产于蜀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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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本草图经》记载：“今关陕、蜀川、江东山

中多有之，而以蜀川者为胜。”[7]95 川芎具有活血

祛 、行气开郁、祛风止痛之功。《说文诠斠》中

所载“河鱼之疾”指腹泻，与川芎可祛湿止痢之

功相符。从其名义上分析，穹：“高也。”[1]1494 ，

同“芎”，内府本《王韵》作“�”。穷：“极也。”[1]1494

引申有高义，通“穹”。“藭”表示“高”，人体

中头部处在颠顶，与川芎可治疗头疾的药用功效

相关。正如《本草纲目》所载：“或云人头隆穷高，

天之象也。此药上行，专治头脑诸疾，故有芎䓖

之名。”[8]840 

 
图 1  川芎 

Fig. 1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 

2  蓠与蘪芜 

首先考察“蓠”。《说文解字》：“蓠，江蓠，

蘼芜。从艸，离声。”[1]38 桂馥认为《说文解字》

此条训解有误，非原书原文，“蓠”当为“虈”，

即白芷。《说文解字义证》载：“然则‘蓠何物’，

曰虈也，楚谓之蓠。”[3]110 王筠持相同观点。《说文

解字句读》云：“当云‘虈也’，以‘茝，虈也’

例推可见此。读者以下文有蘪芜，遂误以《相如

赋》句改之，故用俗蘼字也。”[9]67 今按，《说文解

字》“蓠”上一字为“虈”，训释为“楚谓之蓠，

晋谓之虈，齐谓之茝”，下一字“茝”训释为“虈

也”，根据《说文》上下条文的体例推此“蓠”应

训释为“虈也”。段玉裁亦认为“蓠”不是“江蓠”，

而是“茝”。《说文解字注》曰：“而《说文》以蘪

芜释江蓠，且以江蓠卽楚人谓茝者，但楚谓茝为

蓠，不云谓茝为江蓠也，盖因释草有‘蕲茝，蘪

芜’之文而合之，茝与蕲茝又未必一物也。”[3]100

故《说文》“蓠”下训为“江蓠”，而不谓“虈”

或“茝”。故“蓠”为“虈”“茝”，即白芷 Angelica 

dahurica (Fisch. ex Hoffm.)Benth. et Hook. f. ex 

Franch. et Sav.，见图 2。“芷”同“茝”，即白芷， 

具有祛风除湿，通窍止痛，消肿排脓之功。“芷”与

“江蓠”为二物。《离骚》：“扈江蓠与辟芷兮。” [10]114

江蓠与辟芷并举，明其不同。郝懿行认为蕲茝为

蘪芜，与单称“茝”者不同。程瑶田《释草小记》

云：“茝也，江蓠也，蘪芜也，不得为一物。”[11]46

《中华本草》“白芷”异名中未收“蓠”，可据此

补充。再梳理“蘪芜”与“江蓠”的名实关系。 

 
图 2  白芷 

Fig. 2  Angelica dahurica (Fisch. ex Hoffm.) Benth. et Hook. 
f. ex Franch. et Sav.  

《文选·上林赋》：“揜以绿蕙，被以江蓠，

糅以蘪芜，杂以流夷。”[12]376《子虚赋》：“其东则

有蕙圃，衡兰芷若，芎䓖菖蒲，江蓠蘪芜，诸柘

巴苴。”[12]352 根据《上林赋》则知“江蓠”与“蘪

芜”为二物。张揖注曰：“江蓠，香草也。蘼芜，

蕲芷也，似蛇床而香。” [12]376 郭璞注曰：“江蓠，

似水荠。” [12]376 而徐之才《药对》曰：“蘼芜，一

名江蓠。”《名医别录》认为蘪芜即芎䓖苗。颜师

古曰：“蘼芜，即芎䓖苗也。”[12]377 

从古代辞书及辞书历代的注释中考察，各学

者所持观点不尽相同。桂馥根据《汉书》张揖注

得知江蓠与蘪芜非一物，曰：“‘江蓠，蘼芜’者。

非本书原文，盖后人乱之。《汉书·司马相如传》：

‘江蓠，𧃲芜。’张揖曰：‘江蓠，香草也；�芜，

蕲芷也，似蛇床而香。’张氏断然以为三物。”[3]110

桂馥又从原文入手，利用文例推出二者不同，曰：

“案：《传》三句同韵，每句并举二物。上文云：

‘芎藭昌蒲。’下文云：‘诸柘巴苴。’中云：‘江

蓠𧃲芜。’《传》又云：‘揜以绿蕙，被以江离，糅

以𧃲芜，杂以流夷。’此四句各举一草。江离、𧃲

芜非一物又可见矣。故颜师古、毛晃、洪兴祖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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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蘼芜非江蓠，直取相如文加之耳。’”[3]111 桂

馥认为“江蓠”非“蘪芜”，但这与桂馥在注解“芎

䓖”时所持的观点相矛盾。 

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汉书·相如传》

张揖注此句曰：江蓠，香草也。‘蘪芜蕲芷’(当作

‘茝’)，似蛇床而香，是则判然二物矣。《淮南

子·泛论篇》：‘夫乱人者，芎藭之与稾本也。蛇

床之与蘪芜也。’则芎藭与蘪芜亦二物，本草以麋芜

为芎藭之叶，亦非也。芎藭名江蓠，虈则名蓠。”[9]68

王筠认为江蓠非蘼芜，并指明蘼芜非芎䓖，而芎

䓖为江蓠。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按江蓠，芎藭苗

也，香草似藁本，其似蛇床而香者，为蘼芜。”[6]146

此注解提供了 2 条线索。一是江蓠为芎䓖的苗，

是芎䓖幼时植株的名称，其外形似藁本，二是另

有一种芎䓖，其外形似蛇床，名为蘪芜。《说文解字

义证》云：“《桐君药录》：‘藁本苗似芎�’。”[3]108 

《尔雅》“蕲茝，蘪芜。”[13]46 邢昺疏曰：“郭

云‘香草，叶小如萎状’者，言如萎蔫之状也。……

许慎云此四者药草，臭味之相似，其治病则不同

力是也。”《补注》：“芎藭、藁本、江离、麋芜并

相似，非是一物也。”[14]1145 

3  相互关系 

综合上述材料分析，“蘼芜”“芎䓖”“江蓠”

盖是同属科植物，但有细微差别。 

清人胡绍煐从文献角度详细梳理了蘪芜与江

蓠的关系。《文选笺证》载：“《本草》云：‘芎䓖

生山谷，江蓠为水边草’，与芎䓖在山谷者不同处。

则非芎䓖苗可知。《尔雅·释草》‘蘪，从水生。’

疑蘪为水草之名。《释水》‘水草交为湄。’《小

雅·巧言》：‘居河之麋。’《左传·僖二十八年传》：

‘孟诸之麋。’作‘麋’。‘麋’、‘湄’古通。水草

交为麋，因而名水草为蘪。《本草》云：‘蘪芜，

一名薇芜。’薇亦水草名。《释草》又云：‘薇，垂

水，是也。’……然则江蓠、蘪芜，皆水草，二者

相似，故人多乱之。其在山谷间，当别为一种。《南

山经》：‘洞庭之山，其草蘪芜。’《管子·地员篇》：

‘五沃之土生蘪芜。’《本草》又云：‘今以大叶为

芎䓖，小叶为蘪芜。芎䓖在山谷间，为叶之大者，

则在水中为小叶矣。’郭璞注《尔雅》云：‘蘪芜，

叶小如萎。’当得其实。江蓠、蘪芜，皆香草，与

茝同类。”[15]268 但其后又云“故江蓠又谓之茝，蘪

芜亦谓之茝”不妥，“茝”为“蓠”，与“江蓠”

不同物。胡绍煐沟通了“麋”“蘪”“湄”“薇”的

音义关系，认为其皆与水相关。“麋”，明母脂部

字，本义为麋鹿。文献中常作为通假字使用，且

有借作“湄”“蘪”的用例。如《诗·小雅·巧言》：

“彼和人斯？居河之麋。”[16]874 陆德明《经典释

文》：“麋，本又作湄。”[17]77《尔雅》：“蕲茝，麋

芜”。[13]46《经典释文》：“麋，本今作蘪。” [17]276

朱骏声曰：“麋，叚借为湄……又为蘪……”[6]147

“蘪”“湄”，皆明母脂部字；“薇”，微母微部字。

四字双声，韵母微明旁转，声音相近。 

由此推之蘪芜、江蓠皆为水边草，郭璞注曰：

“江蓠，似水荠。”[14]2367 都具有香气。蘪芜有 2

种，一生长在山谷，一生长在水边。芎䓖亦水生、

陆生两种，且生长在水边的叶片偏小。蘪芜与江

蓠盖为水生芎䓖。李时珍《本草纲目》第十四卷

“蘪芜”记载：“盖嫩苗未结根时，则为蘪芜；既

结根后，乃为芎藭。大叶似芹者为江蓠，细叶似

蛇床者为蘪芜。如此分别，自明白矣。”[8]841 故水

生芎䓖幼株统称作蘪芜，析言之，幼株叶似芹为江

蓠，叶细如蛇床为蘪芜。“蘪芜”又名“蕲茝”。[8]841

李时珍曰：“颂曰：蕲茝，古芹芷字也。时珍曰：

蘼芜，一作𧃲芜，其茎叶靡弱而繁芜，故以名之。

当归名蕲，白芷名蓠。其叶似当归，其香似白芷，

故有蕲、江蓠之名。王逸云：蓠草生江中，故曰

江蓠，是也。” [8]842 蕲、茝非蘪芜，或因形似，或

因气味相近，故因类取名。今查《中华本草》，有

伞形科植物水芹，《蜀本草》记载：“芹生水中，

叶似芎䓖，其花白而无实，根亦白色。”[18]115 又桂

馥《札朴》记载：“舟过湖南，食水菜极香美，问

其人，曰水芹。案，《楚辞》江蓠也。《玉篇》：‘蓠，

芎䓖苗。’芎䓖有山生水生二种，此水芎䓖。”[19]73

根据水芹的形态特点，推测江蓠即是水生芎䓖。

今查《中华本草》记有“卵叶水芹”。对比卵叶水

芹与蛇床原植物的形态，《中华本草》“卵叶水

芹”载：“叶片轮廓广三角形或卵形”[20]5998；“蛇

床”载：“叶片轮廓卵形至三角状卵形。”见图

3[20]5928 。 可 知 江 蓠 为 伞 形 科 植 物 卵 叶 水 芹

(Oenanthe rosthornii Diels)。(原植物图片参看“川

穹”)具有益气补血、利尿、止血之功。但根据现

有文献的记载，无法确定蘪芜为何物。只知道蘪

芜为水生芎䓖幼株的统称。药用价值方面，二者 

功能相似。据《新修本草》载：“蘼芜有二种，一

种叶似芹叶，一种如蛇床，香气相似，用亦不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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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21]203 有关学者推论，蘪芜多是外形与香味

相似的伞形科植物的混称。随着芎䓖、白芷、当

归、藁本、蛇床等名实的统一，汉以前蘪芜名存

实亡。[22]而汉代以后《吴普本草》记载“蘪芜，

一名芎䓖”，[23]78《名医别录》载：“蘪芜，一名江

蓠，芎䓖苗也。”[24]59 从此，蘪芜被视为芎䓖的苗

叶，具疏风、平肝之功。今《中华本草》将江蓠

视作蘪芜的异名，欠妥，应予以补正。张勃又云：

“江蓠出临海县水中，正青，似乱发。”认为江蓠为

海藻，与其外形与伞形科植物迥异，属同名异物。 

 
图 3  水芹 

Fig. 3  Oenanthe rosthornii Diels. 

4  小结 

综上所述，“芎䓖”为伞形科植物川芎，“江蓠”

为伞形科植物卵叶水芹，“蘪芜”为伞形科植物川

芎的幼嫩茎叶，“蓠”为伞形科植物白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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