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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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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石引針，琥珀拾介，蟹膏投漆漆化為水。皂角入

突煙煤墜，胡桃灰可藏針。酸漿入盂。水垢浮，滑石去

衣油，乾麵相與作。燈心能細乳香，榧子能軟甘蔗。撒

鹽入火炭不爆，用鹽擂椒椒味好。川椒麻入水能解。胡

桃煮肉肉不臭。瓜得白梅爛，栗得橄欖香。豬脂炒榧皮

自脫韶粉和梅牙不酸。芽茶得鹽不苦而甜，井水蟹黃沙

淋而清。石灰可以藏鐵器，草索可以袪青蠅。夏月熱湯

入井成冰，槁湯洗盃青蠅不來。

烰炭斷道行蟻自回，油殺諸蟲亦殺螻蟻。狗糞中

米鴿食則死。桐油入水池荷死，江茶入水池菱枯。粉

畏椒，蜈蚣畏油。松毛殺米蟲，麝香能袪壁虱，馬食

雞糞則生骨眼，蒼蠅叮蠶則生肚蟲。三月三日收薺菜花

置燈檠上則飛蛾蚊蟲不投。五月五日收蛤蟆能治瘧疾又

能治小兒疳。春日煙青冬日煙黑，香油抹烏龜眼則入水

不沉。唾液抹蝴蝶翅則當空高飛。烏賊過小滿小，青梅

過小滿黃。蠶過小滿則無絲，蜀葵過小滿則長。乳香久

留能生舍利，松根年久則生茯苓。橘樹不宜肥，枇杷不

宜糞。羚羊角能碎佛牙，人發根可粘起舍利。銀杏能醉

人，胡桃能碎錢。柿煮蟹不紅，橙合漿不酸。綠橘過江

北為枳，麥得濕氣則為蛾。麩見肥皂則不就，韃靼見酒

駱駝見柳。荊葉逼蚊蟲臺蔥逼蠅子。酒能發香藕皮散

血，津唾可溶水銀，末茶可結水銀。鶴知子午，貓眼亦

能。清明柳條可止醬醋潮溢。麻萁煙熏紙被不作聲。榧

子煮素羹則甜。薄荷去魚腥。茡薺煮銅軟甘草煮銅則



12

《物類相感志》圖解
硬。芒種日螳螂一齊出，九月九蚊子嘴生花。燕畏艾

人，蠍畏蝸牛。磬畏茈茹，斧怕肥皂。螺螄畏雪，落蟹

怕霧。河豚殺樹狗膽能生。蜘蛛申日能，燕子戊日不歸

家。燈心能煮江鰍，麻葉可逼蚊子，物類相感如斯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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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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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體上生肉丁，芝麻花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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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飛絲入眼而腫者，頭上風屑少許揩之。一云珊瑚

尤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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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有見漆，多為漆氣上騰著人而生漆瘡，用川椒

三四十粒搗碎塗口鼻上，則不為漆所害。

     

注：漆樹（Toxicodendron vernicifluum（Stokes）F. A. Barkl.），漆樹

科落葉喬木，高達20米，有乳汁。我國漆樹分佈廣泛，大體在北緯

25°～42°，東經95°～125°之間的山區。秦巴山地和雲貴高原

為漆樹分佈集中的地區。雲南、四川、貴州三省的產量最多，福建

是我國著名漆器產區。

該物種為中國植物圖譜資料庫收錄的有毒植物，其毒性為樹的汁液

有毒，對生漆過敏者皮膚接觸即引起紅腫、癢痛，誤食引起強烈刺

激，如口腔炎、潰瘍、嘔吐、腹瀉，嚴重者可發生中毒性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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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甲內有垢者，以白梅與肥皂一處洗則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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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染頭髮用烏頭薄荷入綠礬染之。

     

注：烏頭，為毛茛科植物，母根叫烏頭，為鎮痙劑，冶風庳，風濕神經

痛。側根（子根）入藥，叫附子。烏頭為散寒止痛要藥，既可祛經

絡之寒，又可散臟腑之寒。然其有大毒，用之宜慎。治大汗亡陽、

四肢厥逆、霍亂轉筋、腎陽衰弱的腰膝冷痛、形寒愛冷、精神不振

以及風寒濕痛、腳氣等症。主產四川、陝西。目前雲南、貴州、河

北、湖南、湖北、江西、甘肅等省有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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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食梅牙軟吃藕便不軟。一用韶粉擦之。

          

  

   

注：韶粉即蛋黃油。蛋黃油是蛋黃經熬煉而制得的加工品，其作為藥用

已有1400餘年的歷史，早在北周時期姚僧垣（499～583）撰《集

驗方》始載用於治療湯炎燒傷病。方中膩粉、胡粉，或簡稱「粉」

者，皆此也。在明清方書裡有單用蛋黃油者，如《急救良方》、

《懸袖便方》、《增訂驗方新編》，有加用菜油煎煉的，如《暴證

知要》載方。


