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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有关金瓶梅的书籍有三个版本，即《金瓶梅词话》(简称词话本或万历

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简称崇祯本或绣像本)和《张作坡高鹤堂批评

第一奇书金瓶梅》(简称张评本)，但目前学界一致认为词话本是祖本，绣像

本和张评本均是在词话本的基础上修改、润色而成的。因此要研究有关创

作语言特点、人物形象以及编年史等内容，应该依据《金瓶梅词话》本，

特别是未作修改、删节的版本。 

《金瓶梅词话》一书中有大量的生物医药方面的名词和内容，具有很

高的研究价值。书中涉及到较多的各类医者、动物、植物、药物、各类中

医病症、中医古籍等方面的内容。可见作者知识面的广泛，以书中提及的

药物为例，其中近 80 中药物是真实存在的，并且相当多的药物与现今的情

况相一致，因此对今天的相关读者也应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如三七早在李

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中已有记载，现今临床上还在使用。但考虑到多

数内容仅仅是提及而未作较多或者说是非全面的介绍，因此本部分只起一

个提纲挈领的简要介绍。另一方面，不禁令人想起为李时珍《本草纲目》

作序的古人王世贞是否与《金瓶梅词话》一书有关呢？ 

本书根据台湾里仁书局《金瓶梅词话》(2021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授权并

监制)一书中所提及的主要的生物和医药方面的内容作一介绍，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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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上时间紧迫，书中一定存在大量的缺点、不足，

甚至是错误与谬论。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潘湘涛 

2022-12-23 于娄江花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