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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药红豆液的《本草》考证

张 哲 僧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摘要 本文对红豆盖的 《 本草 》
、

药用情况及混乱种的外形和内部结构进行了考证与鉴别
。

关键词 红豆戒; 《 本草 》考证

红豆落果对肠虚水泻
、

心腹绞痛
、

霍乱呕吐酸水和解酒毒均有疗效[ `l
,

为芳香健 胃药
。

当它戒熟时
,

具有鲜艳的橙红色
,

常吸引游人观赏
,

历代诗人及文学家多所赞美
,

常把妙龄的

青春媲美为
“ 豆落年华 ” ,

值得种植
、

观赏和备用
。

红豆落最早始载于 《 药性本草 》
,

而 《 开宝本草 》 因其效能与高良羌相似
,

即加以合并

收录
。

这引起我国各 《 本草 》
、

日本学者及民间误红豆葱为高良姜的果实
,

故其中名及学名

混乱不堪
,

如
:

1
.

明 《 本草纲 目 》 [ ` ]指出
,

陶隐居言此姜始出高良郡
,

故得此名
。

按高良
,

即今 之广

东高州
,

在汉代为高凉县
,

吴时改为郡
,

其山高而稍凉
,

因以 为名
,

则高良实为高凉
。

属的

中名为山姜属 [ 习 〕。

这一点似与 《 本草 》 记载精神吻合
。

该种除生长高山外
,

也广为分 布 在

两广的山谷和平原地区
。

2
.

李时珍 〔 ` ]指出
:

宏景认为 “ 出高良郡
” ,

苏颂认为
“ 今岭南诸州及黔蜀皆有之

,

内

郡 虽有而不堪入药” ,

又认为 “ 红豆兹生海南诸谷
,

高良姜也
” 。

后者也把红豆落与高 良姜

混同起来
。

3
.

《 中药通报 》 [ ` ]中提到
,

良羌又称高良姜
, · ” …

。

果实成熟时橙红色 ( 红豆葱 )
。

4
.

日本学者木村雄 。 郎及小村芳雄等认为 〔“ l : “ 红豆落 ( H u n g 一

at u 一
k o u ) 一 名高良

羌子
、

良姜子
,

学名为 刁 IP i n `a o
/ f i c i n a ur m l 。 n : e : 5 ]

。

由于
.

五述的中名及学名混乱难辨
,

因此澄陌我国《本草》及日本一些学者对此种的概念
,

实属必要
。

高良姜 ( A IiP 川 a 。
了f i` , ar u m H a n ce ) 的果实呈褐色

,

圆球形
。

果皮密被褐色绒 毛
,

果直径为1一 1
.

2厘米
,

果皮无石细胞
,

假种皮细胞呈多角形
,

排列不整齐
,

果皮表皮细胞外有

单细胞毛茸突起
。

而红豆落 ( A lp i n i a g a la n g a ( L i n n
.

) W i l ld
.

) 的果
,

为长圆形
,

决非圆

球形
,

果皮外面无褐色绒毛
,

为极鲜艳的橙红色
,

果实直径为 7 一 8 毫米
,

果皮 中 具 石 纽

胞
,

假种皮细胞呈长方形切向延长
,

排列整齐
,

果皮表皮细胞外侧基本上无毛茸突起
,

果顶

盏以 白色的管状宿尊
。

日本学者木村雄 。 郎及小村芳雄等四人所研究的果实 [ . 1
,

是属 于 前

述中的后者
,

而决非前者
。

但我国民间及 《 本草 》 中
,

确实把红豆栽 的 根 作 为 中 药 材 使

用 〔2 1 。

例如清 《 本草求真 》 中就把红豆落的根作为高良姜用 , 并认为它对因怒极受寒 而 起

的胃病有疗效 〔 2 1
。

为了有效地区别上述的混乱概念
,

作者十分赞同红豆落为大高良姜
。

通过 《 本草 》 考证

后 可以看出
:

红豆落 ( 大 高良姜 ) 及高良姜的根
,

其疗效都是 良好的 , 药理及性能也是极根

似 的
。

这为扩大高良姜的资源利用提供了一条历 史 《 本草 》 [ “ 1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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