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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金銀花之研究概況 

  一、金銀花之本草簡介 

金銀花原植物? 忍冬科(Caprifoliaceae)忍冬屬(Lonicera)多種植物

的花蕾。李時珍曰：“忍冬在處多有之，附樹延蔓，莖微紫色，對節生

葉，葉似薛荔而青，有澀毛。三、四月開花，長寸許，一蒂兩花，二

瓣，一大一小，如半邊狀，長蕊，花初開者蕊瓣俱色白，經二、三日

則色變黃，新舊相參，黃白相映，故呼金銀花” (9 )。 

考察《本經》(10 )上並無“忍冬”之記載，故金銀花的最早出處並非

出自《本經》；《名醫別錄》(10 )中則記載有：忍冬，味甘溫，無毒，列

? 上品，主治寒熱身腫，並曰：“處處有之，藤生，淩冬不凋，故名忍

冬。” 應是忍冬供藥用的最早出處；唐《新修本草》(11 )雖對忍冬記載

較詳，曰：“藤生，繞覆草木上。苗莖赤紫色，宿者有薄白皮膜之，其

嫩莖有毛。葉似胡豆，亦上下有毛。花白蕊紫。也只是對忍冬的藤、

苗莖、葉、花作了描述，並未明確提出“金銀花”之名；陳藏器在《本

草拾遺》(12 )中曰：“忍冬，主熱毒血痢、水痢。”也是以“忍冬”名之。

迄北宋掌禹錫等編著《嘉祐補注神農本草》( 13)時，仍延用忍冬之名，

曰：“忍冬，亦可單用。”由此，大約可推知北宋以前，本草中尚無“金

銀花”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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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姜會飛主編之《金銀花》(14 )記載：南宋時期之《履巉岩本草》?

我國現存最早的彩色本草圖譜，該書下卷載有“鷺鷥藤，性溫無毒，治

筋骨疼痛，一名金銀花。”從所附彩色圖看，與現在入藥的植物忍冬無

異。據此可知，宋代《履巉岩本草》是金銀花一名的最早出處，此後，

“金銀花”一名? 後世延用，但最初並非專指忍冬的花，而是指忍冬藤

葉或花。到明末時期，張介賓著的《景嶽全書》云，金銀花，一名忍

冬。即以金銀花? 正名，忍冬? 別名了。 

   現代中醫藥書籍及商品藥材多採用金銀花之名稱，並將金銀花和忍

冬藤分列為兩種藥品。《中藥大辭典》(15 )亦將鷺鷥藤作? 忍冬藤的別

名。《中國藥典》  (16 )  2000年版收載的金銀花功能?：清熱解毒，涼

散風熱。用於癰腫疔瘡，喉痹，丹毒，熱血毒痢，風熱感冒，溫病發

熱。忍冬藤功能?：清熱解毒，疏風通絡。用於溫病發熱，熱毒血痢，

癰腫瘡瘍，風濕熱痹，關節紅腫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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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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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農本草經集注7卷 (忍冬) 

 

新修本草       659 (忍冬) 

藥性論(忍冬) 

本草拾遺(忍冬)               開寶重定本草    974 (忍冬) 

 

                           嘉祐補註神農本草  1061(忍冬)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       (忍冬) 

 

            經史證類大觀本草    1103(忍冬) 

 

履巉岩本草 

(鷺鷥藤、金銀花)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1249(忍冬) 

  

救荒本草(忍冬、                     本草品彙精要(忍冬、鷺鷥藤、金銀花 

鷺鷥藤、金銀花)                                        老翁鬚、金釵股) 

                                            本草綱目1590 (忍冬、金銀 

花、鷺鷥藤、老翁鬚、左纏藤、

金釵股) 

景岳全書(金銀花、忍冬)                                                                                                 

植物名實圖考長編 

植物名實圖考 

(金銀花、忍冬、鷺鷥藤、左纏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