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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中國人服用人參（Panax ginseng）已有四千年的歷史。但是在先秦文獻和西漢史書中並無關於人參的記載。
人參的最早記載見於兩漢期間大量出現的用神學附會儒家教義的緯書這類荒誕不經的迷信著作中，如“搖光星散而為
人參，人君廢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春秋緯》）、“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下有人參上有紫氣”（《禮緯
·鬥威儀》），這顯然是由於人參像人形而引起神秘的聯想，把它當成神草。稍後，中國第一部藥物學著作《神農本
草經》首次將人參當成藥物收入。此書託名“神農”，成書時間大約在東漢中期（公元100年左右），在唐朝時候已失
傳，現存版本是後人從其他著作的轉載中收集起來的所謂輯佚本。在《神農本草經》中，人參被列為“主養命以應天
，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藥之一，其藥理則是“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
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頗類似於現在的“保健品”廣告，但也不算突出，因為這類被認為久服輕身延年的上
品藥在書中列舉了120種之多。 《神農本草經》並沒有具體說明如何服用人參。東漢末年張仲景著《傷寒論》記載了
113個藥方，其中有21個用到人參。這是首次對人參藥用的記載。

此後的一千年間，人參雖也充當藥用，但其地位基本上相當於一種供送禮、進貢的土特產，也和現在的“保健品”作用
差不多。例如，唐末並稱“皮陸”的著名詩人皮日休和陸龜蒙都有以感謝友人惠贈人參為題的詩。皮日休的詩最後說“從
今湯劑如相續，不用金山焙上茶”，似乎也只是把人參當成好茶的代用品。宋時的風氣仍然如此，蘇軾有一封向友人
討土特產的信稱：“只多寄好乾棗人參為望！如無的便亦不須差人，豈可以口腹萬里勞人哉？”人參的地位，也不過和
乾棗一樣屬於解饞的食品。直到晚明，人參才突然獲得了“百草之王”、“眾藥之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李時珍在《本
草綱目》中收錄了其父李言聞撰寫的《人參傳》，首次對人參做了詳細論述，按其說法，人參幾乎就是一種包治百病
的神藥，“能治男女一切虛症”。人參由此身價百倍，在中原地帶很快就被挖得絕種，只在東北的深山老林中還可找到
，以致現在人們一提起人參，就以為是東北長白山特產，不知道在古代，山西上黨的人參才被視為佳品。中醫認為藥
草生長地點對藥性影響極大，根據“相生相剋”，寒帶藥草性溫，熱帶藥草性涼或寒，而人參的藥性從古代被認為“微寒
”，到近代被認為“性溫”，也正反應了人參產地從南往北的遷移趨勢。

明末漢人對人參的狂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東北女真族的興起，人參採集成了女真族的一大經濟來源。女真人
自己並不消費人參，而是通過馬市出售給中原漢人，以致萬曆三十五年明廷暫停遼東馬市，導致女真人參積壓，兩年
之內竟腐爛了十餘萬斤，逼迫他們改進製作方法以長期保存，待價而沽。到了清朝，國人對人參的狂熱有增無減，每
年有數万人到長白山採參，東北人參也面臨著滅絕的命運。為了製止這股濫采之風，保護滿人發祥地，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清廷下令實行放票採參，嚴禁私採。但這並不能有效地制止冒死私採。人參的產量一年比一年少。乾隆
二十五年（1760年），還印了參票1萬張，實發6千張，近百年後，咸豐二年（1852年）所印參票已減少到753張，
實發632張，野生人參在清末已難得一見。到現在，野生人參被國家定為一級保護植物，已瀕於滅絕。中國市場上見
到的價格驚人的“野山參”，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從俄羅斯進口的。據估計，按現在的採挖速度，再過幾年，野生人
參也將在俄羅斯滅絕。

正是在人參就要絕跡，中國人在尋找其替代品時，西洋參開始上場。 1701年，法國耶穌會教士杜德美（P.
Jartoux，1668－1720）來華傳教，也受到中國人參熱的感染，認為人參的確是一種靈丹妙藥。 1708年，杜德美受
清廷之命繪製中國地圖，去東北考察，在距離高麗邊界的一個村子裡見到了當地人採集的新鮮人參，依原樣大小畫圖
。 1711年4月12日，他給傳教會會長寫信，附上了他繪製的人參圖，詳細介紹了人參產地、形態、生長狀況和採集
方法，並且推測在地理相似的別的地方也有可能發現人參：人參產地“大致可以說它位於北緯39度－47度之間，東經
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線為基準）之間。……這一切使我認為，若世界上還有某個國家生長此種植物，這個國家
恐怕是加拿大。因為據在那裡生活過的人們所述，那裡的森林、山脈與此地的頗為相似。”

這是人參第一次被詳細介紹給西方世界。這封信發表後，影響很大。另一位法國耶穌會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coi
s Lafitau）在加拿大魁北克傳教，1716年他讀了杜德美的信後，意識到他所在的魁北克正是杜德美預言可能發現人參
的地方。拉菲托拿了人參繪圖給當地印第安人看，他們立即認出是一種他們叫做“嘎蘭特區恩”（garantoquen）的草
藥。大多數北美印第安部落很早就已把它當藥用，不過用法各不相同，用於治療頭疼、創傷、不孕等等，也沒有像中
國人那樣把它當成靈丹妙藥。實際上美洲人參和中國人參雖然屬於同一個科、屬，但並非同一個物種，學名後來被瑞
典植物學家林耐定為Panax Quinquefolium，傳入中國後叫做西洋參，也稱做花旗參、廣東人參。

拉菲托向法國報告了西洋參的“發現”後，精明的法國商人很快就意識到他們有了一種可以從中國人手中牟取暴利的寶
貝。北美各地的法國商人在和印第安人做交易時，除了收購毛皮，也開始大量地收購西洋參——這個傳統一直保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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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今天，在現在美國許多皮貨商也同時擔任西洋參販。 1718年，一家法國皮貨公司試著把西洋參出口到中國，大受
中國人歡迎，從此開始了西洋參的國際貿易。北美大地出現了一股“挖參熱”，華盛頓在其日記中甚至提到他曾遭遇挖
參者。費城的一份文件記載說，在1788年，有一位叫丹尼爾·布恩（Daniel
Boone）的著名探險家在那裡賣出了15噸西洋參。

西洋參和皮貨一起成了新大陸最早的出口商品。起初這些西洋參貿易都是間接的，西洋參先從北美運到法國或英國，
然後轉運到中國，以致當時的中醫著作誤以為西洋參“出西洋佛蘭西（即法國），一名佛蘭參”（ 《本草備要》）。第
一次中美之間的直接貿易也是一次西洋參貿易，發生於1784年2月，“中國女皇”號從紐約出發，滿載著242箱約30噸
西洋參開往中國，於8月30日抵達廣州，換了200噸茶葉以及絲綢、瓷器返航。在18世紀後期，每年有大約70噸西洋
參從美國新英格蘭地區運往中國。主要地由於西洋參貿易，在1800年這一年，美國與廣州港的貿易額，超過了在192
5年與全中國的貿易額。據統計，在1820年到1903年之間，美國共向中國出口了1700萬磅西洋參，平均價格大約每
磅2.5美元。

這些幾乎都是野生參。在當時，西洋參在美國北方各州的森林中隨處可見，但是再多的西洋參也禁不住這種毫無節制
的狂挖濫採。在1870年代開始，有些美國人開始試驗西洋參的人工栽培。西洋參栽培之父一般認為是喬治·斯坦頓（
George Stanton）。 1885年，他成功地在紐約州種植了150英畝的西洋參。到19世紀結束的時候，野生西洋參的供
應實際上也已結束，人工栽培已被廣泛採用。從1906年到1970年，美國平均每年出口21萬5千磅西洋參，其中只有1
951年出口量顯著下降，大概是由於朝鮮戰爭的影響。但是即使那一年，出口量仍然達到7萬7千磅。

從1960年代中葉開始，美國農業部開始統計西洋參的出口狀況。從1967年到1982年，每年出口量平均增長大約9％
。到1983年，出口量開始大幅度上升，西洋參再次成為美國的一種主要出口產品，每年出口量平均增長超過25％，
到1994年時達到頂峰，一年出口西洋參237萬磅，按金額算，最高的是1992年，達到了1億4百萬美元。但是從1994
年起，一方面由於中國引種西洋參獲得成功，大約可滿足20％的中國市場需要，對西洋參的需求已不完全依賴於進
口，另一方面亞洲出現金融危機，美國西洋參的出口也受到重大影響，以平均每年減少大約10％的速度下降。據美
國農業部不久前發布的資料，在2001年，美國西洋參出口金額為2514萬美元（包括栽培參1441萬，野生參1073萬）
，90％以上出口到東亞，特別是香港。

野生西洋參和栽培西洋參的價格可相差數十倍。目前市場上野山參（野生參）價格大約每磅500－600美元，移山參
（森林栽培參）價格每磅200－300美元，園參（田地栽培參）價格則僅每磅20－30美元。為了避免野生西洋參也像
野生人參那樣瀕臨滅絕，美國政府對野生西洋參的採集進行了嚴格的管理，每年由漁業及野生生物管理局宣布哪些州
可以採集野生參。

美國是西洋參的最大產量國，有25個州出產西洋參，野生參以肯塔基州產量最高，栽培參以威斯康辛州產量最高，
絕大部分的西洋參產自威斯康辛。這些西洋參基本上都供出口，留在國內銷售的也以賣給華人為主。近年來由於出口
不景氣，西洋參商人們也試圖開拓美國本地市場，開始宣傳西洋參的神奇作用，主要是聲稱它能增強人的精力，是“
能量刺激劑”。在藥店、超級市場也可發現西洋參製劑，但銷量很小。由於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至今未認可西洋參（
以及人參）有任何醫療作用，因此這些西洋參製劑都是做為保健食品銷售的。

西方醫學界對西洋參和人參是否有醫學價值以及有什麼樣的醫療作用仍然充滿了爭議。許多研究者只是簡單地把中醫
關於參的療效的說法視為神話或迷信，另外有些人則試圖研究這些說法是否有科學依據。如果參真的有藥理作用的話
，那麼是因為其中含有某種活性物質。參根主要是由碳水化合物組成的（約佔幹根的70％，這些構成了參的甜味）
，與胡蘿蔔根差不多。從參中提取出來的人參炔醇與從胡蘿蔔中提取出來的胡蘿蔔毒素（一種神經毒素）完全相同。
民間說人參服用不當，就跟吃蘿蔔差不多，看來並非沒有道理。參根還含有其他多種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在提取、
濃縮後表現出藥性，但其含量極低，不太可能有重要的作用。參根的化學成分中，有一小部分（不到5％）屬於皂甙
類，構成了參的苦味。這類化學物質在多種草藥、食物（例如橄欖、金瓜、大豆）中也能找到，有藥理活性。世界各
國的研究人員已花費了幾十年的時間試圖分離和鑑定出各種人參皂甙，目前已從中國人參中鑑定出了34種。其中一
些人參皂甙在單獨使用時，似乎和服用整個參根的作用相似，因此現在一般認為參的獨特活性物質是其中的皂甙類物
質。

人參皂甙主要集中在參根的外層，根鬚中的含量又比主根高得多，是其數倍，這與傳統上認為參根內部比外層、主根
比根鬚藥性強的看法恰好相反。而且，參葉、花蕾、果肉中人參皂甙的含量比根部高得多，如果人參皂甙真的是人參
的活性物質的話，傳統上只用參根入藥真的可說是捨本逐末了。傳統上認為參越老越好，但是根據測定結果，4－5
年的參根的人參皂甙含量最高。傳統上還認為中國人參的藥性強於西洋參，二者當然又都勝於與參同屬的三七，但是
人參皂甙的含量卻倒了過來，以三七最高，西洋參其次，人參最低。整個都亂了套。不過我們必須記住，傳統的說法
未必有可靠根據，甚至可能是由於錯誤的根據。例如，中醫關於人參性溫、西洋參性涼的說法就是源於對二者產地的

                                2 / 3



MEPO Forum / 養生
[轉載] 人參與西洋參：歷史與現實，神話與事實

誤會。西洋參最早是從廣州進口的，因此被當時的中醫誤認為是西洋南方特產，將其定為性涼藥物。實際上西洋參主
要產於加拿大和美國北部，緯度與人參產地相當。

有趣的是，國內外對人參皂甙含量的測定差異很大，中國研究者把人參主根中的人參皂甙含量測定為2.2-5％，而歐
美研究者的測定結果則大約只是其一半。不知這種差異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外研究者對參的藥性的信心的差異
。就像以前人參被認為能包治百病一樣，現在也有一些研究者聲稱發現了人參、西洋參有多種藥理作用，對中樞神經
系統、心血管系統、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都有影響，能提高體力和腦力勞動的能力，降低疲勞度，防治高血壓、冠
心病、心絞痛、癌症、糖尿病等等現代世界的種種頭號疾病。有一些動物實驗、臨床試驗支持這些說法，另外的一些
研究則未能加以證實。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人參、西洋參絕對不是完全無害的補品。幾年前美國醫學機構曾發出警告
，不可在手術期間為了“補氣”而服用人參、西洋參，否則可能引起手術時大出血。

現代醫學界對人參、西洋參是否有藥效已爭論了一個多世紀。 《美國藥典》（US
Pharmacopoeia）一度列入參，但在1880年將其刪去。 《美國國家藥典》（US National Formulary）也在1937年刪
去參，認為其醫療、保健價值只不過是中國人的想像。目前西洋參原產地的醫學權威機構美國醫學聯合會和加拿大醫
學聯合會都不承認參的醫學價值。對參是否有醫學價值，世界醫學界在以後很可能還會一直爭論下去。一種被認為能
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最大的可能是其實一種病都治不了。中國人對參的崇拜，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是歷史因素和文化
因素造成的。這種神秘感對於種參業來說，卻正是其賴以生存和繁榮的賣點。如果參能夠被證實的確有某種療效，如
果參的活性物質能夠被真正鑑定並合成，那麼種參業可能就要完成其歷史使命了。

2003.1.18.

（載《科學世界》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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